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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的教育改革 s 偕帶在教學上提供學校更多的安隅，讓教師囂塵學生的需要和

特點，發展校本課程 m 香惜棵程發展議會在2000年發表的毛取食學腎:中國語文教育學智

領城諧論文件令，建議以[校本方式雄行課程調適」和「學校根據課程架構發展校本諜報j 作

中關語文的短期和中期發展方向。同時，中間語文會於2002年9 月推行新課程?按(I=þ

罷語文諜程指哥打招中及品市)) (2001) 的說明書也教師按學生的能力、需要和以單元形式

繼選學習輯料是頭課程的主要特色。可見參與校本觀程發展是中學語文教師在新世紀的

一頭主要工作和說載。

從1988年的 f以學校為本忱的校本課程訴書IJJ算籬，中學中蠻語文校本課程在香港早

有卡多年的歷史;不過，喵往有機會參與課程設計工作的教師不多多大部分掰竇培訟i課

程也沒有設置相闊的課題。校本課程對大部分教師來說是新生事物。

中國語文新諜報說意大規模推行校本課程，教師的角會由文件課程的執行者，難作

品教學課程的叢書目者、設計者和推行者，他們在發展課程方面的信念、經驗、信心和能

力最新課程成敗的主要觀鍵。中學語文教誨，在校本諜報方麗的經驗、對課程的意肉和接

受程度如何?他們推行校本輯程時會有墓蜜困難?教辮最急燒需要的是輯方面指路草11 ? 

若課程設計人員、教材編寫者和師資培觀者對這些問路有深入的諒解多 f更能按教鶴的需

聽掘f共最適切的支援，幫助新課程順利推行。

工研究方法和凹的

本研究通通問卷議主主軒轅進訪題，臣的在;

1.調查和分析教師在推行中學中蜜語文校本接報聽過的醫難和他們對師資培訓的期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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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一般中學中國語文教僻艷校本課程的看法、實賤經驗和參與有關工作的意

顧。

三 間春鵲盤和跟誰訪問的安排

1.問卷訂搞

研究員在 2001 年 6 丹完成聞發初稿，然後邀請修講香港教育學院「中樂中國吉普文科

教師在職措研課程」的 12 名舉員填寫試倒閉盎 9 攀援研究員接學員的意見修訂問卷。

2. 問卷調查

本研質的調聲對象是己盤和即將參加校本報程設計-核心工作的語文教師。研究員在

日常工作中接賴不少語文教師，爾人按翔瞥取嚴法 (jud研nent samplin嗡}抽取競舍的樣:本。

據用與j聽;其美樣法的原間是希望以最短的詩悶和最少的經濟簣謗、 9 接觴最多具有典型意義

的有妓樣本，同時搗高問巷的回收率。 l

問卷調查在詣。l 年 6 月至 12 丹問進行事訪問對豆豆包括:

(1)出席香港教育學謊話文教會“學院主辦的「中學校本諜報J 工作峙的教前;

(2) 參加教育學寄養託香港教育學院舉辦的「新修耳中舉中關語文課程科主任培訓諜

程」的教師;

(3) 修請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言學院主辦的 中關語文科教輔在職講學11課程

( CS012 期) J 的教師。

青青間對象大都在學校聽任語文科科主任或平等著聯持人事負實校內語文課程發展工作。

改問卷鵲查共收但若按問卷 239 殼，然後應用 SPSS/PC+軟件草草行統計和分析。

3. 跟堪請與

問卷的初步統計和分軒工作完成後，研究員在詣。1 年 12 月胡和 5 名正修讀「中學

中關語文科教師在戰培哥哥課程 (CSO 12 期刊的教師霞談(當中聞名其校本課程工作經

驗) ，藉試更全面和深入的收集教師的意見。

問 問慈善結構

「中學中罷語文科校本諜報問卷」有 10道擅自(問卷樣本見附錄) ，在內容上分磊下

列 6餾範疇。

} 以普玉堂或磁機取樣( ralldom sampl叫)方式抽取訪問對象，公認是最科學化的取樣方法 c 不過，讀兩種

方法手吉爾倒不為克服的缺點. (1)耗費人力、時詢和綴濟草草草草、; (2) 問卷到收率偏低。*研究街兩位研究

員在工餘時進行，放1錢用較節告對資源和效率較高的判斷其主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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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情卷內容範纜分配表

題號

1.個人資料 1 、 2 、 3

2. 參與校本說輯工作經驗 是、 5

3. 對校本課程的轉法 6 

4. 參與程;李諜報工作的意韻和信心 8 、 9

5. 實接投本諜報還麓的器難 ? 

6. 培著11需要 10 
-… 

五問卷調資結果

1.個人覺料

問卷題目卜 2和 3分割搗將受詣教師的教學年墅、主要在教級罵和教學醫摯的成績

純斜。立在年資方詣， 143 名教鶴j(59.8%) 的年覺瓏 10 年或以上，在教 7--9 年的t:!I.;有

57人 (23.8%) ，教舉揮資只有 6年或以下的只有39人 (16.阱。)。可見受訪的大多是資深

教綺 c

在任教級別方闕， 148 人(佔總人數 6 1.9%) 主要任教初中， 132 人(佔總人數

55.2%) 主要任教筒中?參與敵科教學的也有 100人(拈總人敷衍.8%) c 3 歪扭教機對象

的成績組別，受訪對象三位任教第 l 、第 3 和第 5組割的學生，各佔教師懇、人數的的發之

9 餘下的館借之…教掰分期任教第 2 和第 4擺闊的是要生。

2 任教不向成績組詩1]學校教歸入數分捕

學生成績盤棋 教師人數 百份忱

60 25.1 

2 37 15.5 

3 56 23.5 

4 27 11.3 

5 58 24.3 

2 :2拉研究的問卷調查在划。l句句月間始進行，當時本港把升讀中學學生按成績分為5組。自 2001 ，!î終年起，升

中學生昂的成績組月IJ改為3綴。為求研究的連貫性和更準確的反映教師教學對象的程度，本辦?毛仍使消5經

辦級科 c

3 s1於一主要任教級自IJJ 不容為然迄今所以本題註踴教締可獲多顯答言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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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與校本說程工作的經驗

現時本地的校本課程多以教育署的「校本課程計數lJ形式推展。題目 4 顯示約有三三

成 (70蹺多 29.3%) 的學校參加了教舉主辦搗載本諜報發展頃臣，另外的六成的學校沒有

參加。不髓，不少教師不知道學校有沒害參與或學校到底參加了聯項計聲。

通常~ffr參加投本課程詐割的學校 3 當中只有部分教師參與課輯發展的工作。題目

5 的統計結果顯示超過三成的受訪華立象( 75人， 3 1.5~人) }參加了有關工作 3 沒有參加這項

工作的教師中多別人(站，總人數的 10吟叫快將投身校本課程活動。

3. 對校本課程的看法

發展校本課程是當龍教改的主要項目。題目 6揉討教師觀校本課程鐘點的看法寶受

訪者可聽多{問答案。教師認為校本課程的最大優點主義「教學更白白心其故是

得更好J 和 f復禮教輝的專業發展J ;選擇「其他j 一項的數師告撞倒列舉的理由包括[能

自赫施敢小巾擦清晰j 、 f觀堂有趣」和「能力為本j 等。教師對校本課程優點的見解

和!課程學者的接一致。多

4. 參與校本媒體.工作的意頤和信心

校本課程建設是一項艱辛和護雜的工作 3 開卷麗日 8和題目 9的時的在瞭解教師參

如有輯工作的意廟和對幫人工作表現的詰心。如舉校方讓教師自行決定是否參與校本

諜報工作，的立份之二( 1 的人， 66.5%) 的教銷會主動參與，餘下的教師 (71 人， 29. 

7%) 選擇不參加。 值得注意的是， 9 名教師沒有回答本問題?顛示對校本鵲程工作持

觀摺態度的教師位有不少。

誠如校方選派受訪教師學與校本諜報工作) 18名 (7.5%) 教師對自己的表環「非常有告

心J ' 154 人 (64.4% )表示「有信心J '另分別有 66 名( 27.6~心)和 i 名( 0.4~心教師蒙古自己

的表現{沒有信心j 租「非常沒有信心j 。可見大部分教輔對體人的能力很有信JL" 多白，信

能勝任校本諜報發展正作。

5. 賞踐校本課程工作時教師頭對的主變困難

校本諜報為教師帶來諧的工作和挑戰。詩卷題倍?調至整教師在實驗校本諜程將面對的

困難;本題提供 10 個選項(包括其他一頭) ，受詣者可選 3個答案。教師的意見統計如

下:

斗 中外謀殺戀者初期;基爾貝克 (Skílbeck， 1983) 和崔允鄉 (2000) 等 9 都曾分析校本鎳程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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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污:教歸實踐校本諜報遭題的主要困難統計

項目 選答人數 選答人數的平均龍

A 教誨未看過當的培譜11 95 .40 (3) 

B 教師沒有設計課程的能力 32 .14 (8) 

C 教師沒有設計報鞋的錯驗 90 .38 (4) 

D 教師工作量太多 211 .90 (1) 

E 沒有適用的教輯 56 .24 (6) 

F 配套;不足 61 .26 (5) 

G 教學工作文化 43 .18 (7) 

H 學生己曾價中央課程 6 .03 (9) 

1 合開考試的擎劉 108 .46 (2) 

J 其f生 4 .02 (I O) 

說:平均值愈大 3 表示愈多受訪者選擇該項目。括號內數個是該項羽的排序。

季主昏暗實踐校本課程攪遍的主要街難多按選擇人次多少鼓吹是: (I)了教師工作量太

多j 、 (2)1公鞠考試的牽制j 有 (3lí教師未有連當的培訓IJ 。至三授課程設計者和師資培割

者兇較擔心的「教學工作文化J 和 f教縛沒有設計課程的龍力卜教師認品不是主要的關

難。

6. 對部資培訓的需要

過去本瑜的語文教師師資培單身諜程$均是屆中央課程的教學服務，一般都沒有設覽

有聽校本課程的理論和實廳的相關課題合院以 3 校本課程暫不夕教師來說是全新概念，

教師對培寄"有很大的需求是可以肯定的。

聽目 10 提供了的咱有關培訓內容的還瑰，請教歸以 5 、 4 、 3 、 2 ' 1 眾表示每…項

目的鞏耍，性;數值愈大，表示重要4性愈禹。根據受訪教師的意晃鏡話，教師認為(l) r攝

、組織教材的具體討法」、 (2) r揖輩科制訂全校語文科課程的方法j 和 (3)1評估學生表

現的芳法J 等方面的培寄11最為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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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師對培訓!課程內容的意見

項 告 重要程度 表本此項目最鞏耍的!

平均道 人數百份比

A 校本課程的理論 3.07 (7) 11.8 

8 規劃和常i訂校語文科課程的方法 4.32 (2) 52.3 

c 攝躍、組織教材的具體辦法 4.5是 (1) 66.巷

。課堂教學主法 4.02 (生) 37.0 

E 詩給學生表現的方諸 4.24 (3) 43.7 

F 喜事估課程設計和教師教學表現的方法 3.99 (5) 30.0 

G 其校本課程設計鐘驗敷帥的經驗分寧 3.91 (6) 29.生

H 其他 0.4 (詩) O.是

誼:平均值愈高，表示教掰認為重要，性食高;搭號內數告;是平均告排序。

六問卷調查錯果台析

L 教師寶路中醫語文校本課程選議的問難

17 

第 7題的統計結果顯示，教師認為實接中國語文校本課程最主要的五項顯難，按程

度順序告別是: (l) 教師工作量太多、 (2) 合間考試的牽制和 (3) 教師未有適當的培訓。

般來說，課程設詐者和師室主培首11者在推行教誨改革詩，直受擔心的是教揮對新諜報的意向

和教師的能力是否足夠，買主革的uskey) 和英體時(泣。的s) 等認為教師的意顧和能力是諜

報改革的成敢闖聽;不議，本露自守調子堅結果反映教鵑並不大轉心建替自擎的負面影響。

從性質上看，工作釁、金與考試和教師培說是教育模樹上存在的客觀問題，它們和教師

的能力沒容必然的室接關碟，但卻嚴重的影響教師的士氣和工作素質;此外，告些問題

也不是教歸單方富能處理和控制蝕。

課程專家認為教師的意肉和能力是課程改革的主李體右，主要原臣是她們認為任何課

程改革都會給教歸帶來新龍要求和諧的工作，這自然會帶來種種困難;新工作和新悶雞

是教師能力的嚴梭考驗，更會進一步影響教鶴對改革的接受程度。不過 p 從是改間草委調

查腕兒，本港語文教師的自信心很強，他們大都對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有信心，輝以能力

影響意顯的闊握不存在 o 另-方面，教育哥哥過去十多年來鼓勵學校推行校本讓釋，教

篩對校本語文課程並不陌生?同時薪課程是程合整體教育改革的路向，輝以沒有出現教

師不認向校本語文新諜報的情?見。

5 有鶴教師對工作的自仿心﹒可參考第 4 、 3 小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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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還差訪問中，曾參與校本諜程工作的教師指出，課程規針是很專業和耗費時間的

工作，教師在正式工作說應先作全盤規章u '但在現時沉重的工作壓力下，教師往往被迫

「邊做遷費、卜 f邊想還是(此，這被影響設計的素質和教學的建質性。此外多 5位受訪教歸

都很關心未來公閱考試的取肉，他們一致認為初中階段和章中階段的銜接十兮重要，如

有關方在言能提供一個清晰的新課程合開考試鸝緣，定能化解教師能搶漿。

總的來說，海了落實和貫撤校本課程，有關當持生安裝協助教師克服建輯上的障礙，

例如改善報生比例 3 聘請教學助理去滅聽教每館工作量，建立一輯和競課程相鱉抬起合

閱考試機制和提供讀當的教師培言"課程嚀。

2. 參與校本課程工作的教師和沒有參與的教師對工作，能!難的著法比較

根據第 5題及第 7 聽既得資料分斬多其校本諜報設計蠶驗的教師和沒有經驗的教師

對實賤語文校本課程i遇到的困難的看法很… A致。聽罷教師對 10項困難的排序有7項相闊，

大多數項目的選擇人數的百份比也頗接近。

:兩組教結認為實踐校本課程的主按困難和韶難肆序

參與校本課程教師
排序

沒有參與校本諜報
頃 自 認為是最戀灘的人 的教歸認為是最關

數百分比 灘的人數在分比

人教師未有樹當皇宮緝部i 3]0，佔 3 42.4只/。 3 

B 教喜事沒有設計課程的能力 11 0;;。 8 13.70;;。 8 

C 教師沒有設計，讓程的經驗 3 1.50/(。 5 39.60，句 生

D 教掰工作蠶太多 9 1.80/(。 87.80;;。

E 沒有適用的教材('Ê2括多媒體) 260;;。 6 23.7% 5 

F 鹿套不足(如組織諜卦活動、 35.60/(。 4 200;;。 6 

筆記印輯數量的限制等)

G 教學工作文化 20.50/(。 ? 180;'。 ? 

H 畢生已習慣中央課程 2.70;'。 9 2.901(。 9 

互合開考試的牽輯 38.4。而 2 47.50;;。 2 

j 其龍(論說明) 1.40/(。 10 1.4% 10 

鬧起教歸對F項的意晃差異較大。統計結果額品?超過三或半 (35.6%) 曾從事校本諜

報工作的教師覺得協助教師推行校本課程的配禁不是多如在5且織課外活動草草印刷筆記時

受割不爵的成現限制等;按他們的意見，這頭腦難的嚴黨程度據在第 4位。

只有兩成 (20%) 沒有校本課程控騁的教師認為 F項是推行校本關程的主嬰屆難之一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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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影響的巖重程度排第 6 {iz 0 這個差異其實很容易理解，因為確項目屬實諧，性

問閣，是在具體操作時才會遇上的留難。其參與校本議程如嚼的教師可能曾遭議類仙的

難題，所以有海膚之捕; r話沒有聲驗的教每只是聽空想像 3 覺得過不是大問題。

3. 教師的培訓需要

根擔泰勒(199生)的理論，學校課程必須起合(1)目標、 (2) 教材、 (3) 教怯和性)評估

4鵲起章。在中央課程的題作模式下，語文科的?目標J fU I教材j 都是由教育當賠頭

怖和通過出飯商編畏的數科書體現;閱 f評估j 一頃，教室m只須參考合閱考試的要求，

在讀寫兩方蘭進行總結，性評核。蜈古之，教師的工作只集中於 f教法扒在謀生室主把教科

書的內容識繹出來。 6 前輩育課程空要求「教師根據學校的實際，情說，編樣整個學年的學習

重點，然後靶舉習黨黯組織成若干個學習單元，再說每(自華習單元的舉習重點，選用合

適的學習材料j;7 儒學習評估著重對學習國難的診斷和回轍。建樣，體文課程的「目

標心「教材j 和「靜站」都得rn教師負責設計和推行了。

據第 10題的發料分析 1 教師認為周驛校本課程哥哥!設置的歸貸培翻譯程中最重要的內

容是: (J) I編選、f.ífi識教材的其體方法J ' (2) I規畫和制訂全校語文科課程的主法J和 (3)

f詳佔學生表現的方法J ;除「其他J 一項外，教師認為重要，挂最低的肉容是 f校本課程的理

論J 0 項器 (1) 、 (2) 、 (3) 軒涉及的，就是沿樺J 、 f教輯J 和 f評估j 等三個元素。可兒

教師很聽解新課程和現仔課程兩者的分別，以及他們在工作性質和工作範聞方面的改

變。這樣看來，教師雖然忽棍課程理牆的重要性事但他們卻是應選課程理念來分析教舉

工作的改變和1培諒自霞要。

在跟進訪問裡 3 教師…致認為香港語文教師多沒有接受課程間標、學習單點說覽和

教材攝蟬的話H練，向時教師的工作一向只集中於課堂教學，故參與課程設計對教師來說

是一項重大的跳戰，也給教師很大的盤力，所以師資踏說是當前急務。其校本課程設計

經驗的教師臨表示說校教育事學只聽過研討會形式對發揮校本計艷的教師提供培話11 '在培

觀的質和學:上都非常不足賄，教師在黨蹺校本課程鵲起始階段要花不少持問達百探索，

搶過不少挫折，有些教都因此悲觀起來。囡此，這位教師希要有關方面-在新課程推行前

能向所有語文教師提供培誠，讓教師在崑好的支援下鵑展新工作。

課程的取向和師資格割讓程的無容有很容切的關館。過往本草書露錢中央課程 p 師哥哥

諜報盎然只偏重 f教法J 的培訓;新課嚨大大擴悶了教師的工作範闕，自然須簡意改變肉

6 戀者人打比喻道:語文教師沒有課本就不會教書。資料自編輯/岫: <與時接逛，吉普文教學改革我先行

一-地利益修女紀念每學校中文章育課程試行計割著學訪〉 T 《語文教學雙月刊) ，第 11期 (2001你10月) ，真 18 0 

? 課程發展議會: <中國話文課程指引) (香港:香港特別行殺區政府教育辛辛， 2000) ，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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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供過當的培韻。事實上，教育會見也體會到境方醋的商要，近…‘兩8年來，教育

著常當車辦有關新諜報的講崖，也發托大專院校開辦培夢11斑。不過，很多教師反映他們

最需要的是實踐的經驗 9 研究員聽議有關方置可委派空降部隊至1日舉較多按學校和教師的

實彈備要接俠培諒自;教宵當局可協助、鼓勵同一端甚或背景相近的學校組織起來 2 通婚

研討會、協作計鑫tl等交流和分享經驗。

4. 教硨對校本課程的信心

雖然大部分受訪教老師 (68.6%) 沒有參與中國語文校本課程設計的總驗 3 不髓，參

照第9蟬的調查結果，大部分受訪老師 (72%) 的對自己在校本課程工作的表現很有信心。

可見大多數的錯文教鶴的態度都十分積極，他們認為自己有能力克服實踐校本課程時讀

過的各種由難。所以，相倍只要教輯有機會接受適當的培訓，閑時在日常工作中得到支

援，中聞語文校本鍵程會得到教師的認同。

5. 教師參與校本課程工作的意頤和自信心的觀係

研寬員採用交互聞表 (Crosstab叫ation) 方式，結合第 8題與諦。 9蠶的的資牽羊作分析亨

發琨教師發與校本課程的意鸝雪和他們對自己工作表現的信心有很響切的鸝標。

我 6: 教師的意顱，和倍心聽係表

對自己參與校本工作的表現的倩心程度

具信心(百份比) 欠缺信心(百紛也

聽意參與校本讓程工作 85.5 14.5 

不顧輩學與校本課程;工作 香3.5 56.8 

如果把第 9題的首兩種讓頃簡單歸類作 f具信心J '其餘萬個蟬項歸納為 f欠缺的心J ' 
可以筍，到 85.5%選擇參與校本工作的教師，白話能勝任校本課程發展工作費而選擇;不參

與豹，只有問成多 (43.4%)對個人的工作表琨有信心 o 1克外，受訪教師在第 8 、第 9題的

答案的皮爾遜積距梧鞠系數為 0蚣，在 0.01 水平上其觀著鏡寄予意義。可見教師參與工作

的意顱，和他們對息已在工作表現的信心兩者具相闋的一致，攏。

上述發現符合適思義的usk仰， 1997) 的理論，能指 ili課程改革的推行是否顧利，和

教師的信念和工作意頗有很響切的觀懷。在大規模的課程改革中，組果教篩樂意參與搜

、攝選及設計教學材料的工作，教師的投入感會大大增強食而詣囂的聞難也會相應站

誡夕，信心自然躍升;相反地步倘若教歸是被迫參與課程改革 3 他研所面對的困難也會

較多，對工作的信心自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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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二線錯

還攝對近三百名單是海中關語文教師的問卷訪問，我們對教師在寶路校本課輯撞牆的

臨難和培訓i需要有較深入和清賄的體解。教師大都認為龍們在校本諜報發展工作上還過

的關難，主要是客觀教撥環境欠理想和整個教育機艇上的有不少有待解決的缺灑;

方頭，教師期望措辭!機構能提供課程黨艷、教桔鍋育了華日畢業評估等方面的最11諜。雖然堅

大部分語文教師目前仍沒有詭計較本課程的經驗 9 但數師對自己的能力顱其信心、寐

以，相信只要白色提供連當的支援和合理的教學環境要中學中國語文校本課程的前景是樂

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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