
 

以 SECI模型進行課堂研究:  優化教學的平台 

前言 

隨着社會環境及要求急速改變，老師的教學需與時並進，常常審視及改良現有教學

法，甚至嘗試新的。除了透過不斷學習及進修外，課堂研究能促進老師之間在教學上

的協同效應，透過共力，適切地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 

課堂研究 

課堂研究 (Lesson Study) 源自日本的授業研究，目的是透過教師之間的協同合作，一起

設計教學計劃、施教及觀課，並搜集及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討論如何修正或改進教

學計劃，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1。因此，課堂研究被視為課堂上的教師專業發展實踐

活動，所選的主題涵蓋教學內容、教學組織、課堂管理、教學法及課堂評估等。 

自 2013年起，本校老師開始以研究者的角色，展開行動學習或研究，探究如何解決教

學及行政工作上的問題，以完善制度、改良教學質素，然而，這多屬個別老師的經驗

總結。承蒙教育大學及香港學習圈協會的連結，本校於 2017 年得以參加在日本舉行的

世界課堂研究協會（WALS）國際會議，參與的老師學習如何進行科內及跨科的課堂研

究，同年將日本的授業研究的做法引入中史科、視藝科，歷史科、化學科及生物科，

並結合過往行動學研究的經驗，發展本校思維教學法。隨著繼續參加於 2018 年在北京

及阿姆斯特丹的WALS國際會議及進行匯報，並得教育大學的支援，本校的課堂研究

運作模式得以優化，並開始以 SECI知識創造模型 2推行，部份科目更進行課堂學習研

究（Learning Study）及公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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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思維教室-元認知教學】公開課 

 

以 SECI模型進行課堂研究 

本校於 2019年參加由教育大學推行的 優質教育基金「建立 SECI知識創造模型強化學

校課程管理能力」計劃，目的透過此模型，找出校本跨科的「學會學習 2.0+」課程或

教學法，以達課程更新的要求。  本校老師有見提升元認知能力是成功學習的金鑰匙，

但缺乏以科目為本的實踐經驗，因此希望以這模型創造校本的「元認知教學法」的教

學內容知識，以訓練學生在知識及技能上的思維。 

此 SECI知識創造模型 2提供平台及機制予老師組成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讓老師間進行社群化（socialization）的對話 (Ba) 3， 將隱性的元認知教

學法承傳，期後透過觀課及評課，讓科目的隱性教學內容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得以外化（externalization）。本校去年參與課堂研究的科目，包括通識科

（QEF計劃），數學科，化學科，歷史科及普通話科，向其他科目老師分享如何透過

元認知教學法的課堂研究及學生的學習成果，不同科目的老師隨即討論如何應用於自

己的課堂上。 



 

數學科、通識科、化學科、普通話科及歷史科老師分享元認知教學成果 

 

元認知教學課堂研究分享 

 

透過這課堂研究分享會，多科的元認知教學法知識得以顯性地結合（combination），

並歸納出校本元認知教學法的共通點： 

1. 老師有目的及層次的提問/自我提問/對話，與學科內容緊扣 

2. 交由學生探討及說出關鍵特徵 

3. 需要進一步照顧學習差異：視化思考框架/步驟；調節速度；分配角色 

4. 元認知教學策略的課堂目標集中能力訓練，可開拓如何應用於科目內容 

 

來年有更多科目會進行課堂研究及公開課，包括參加 QEF的計劃的科目，當中部份科

目會透過第二週期的實踐將元認知教學法內化 (Internalization)。 



 

結語 

為使學生的學習不斷進步，本校老師不但在個人層面上持續優化教學質素，也樂意在

科內及跨科層面上互相學習，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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