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家长教育资源套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如何支援子女学习 21 世纪所需的共通能力? 

 
范畴四：促进家校合作与沟通 

 
家长笔记 

 
A. 活动目标 

 
a) 了解甚么是 21 世纪共通能力 
b) 了解如何培养子女的慎思明辨能力 
c) 了解如何培养子女的创造力 
d) 了解如何培养子女的解决问题能力 

 
B. 活动内容 

1. 21 世纪共通能力是指能够适应变化、面对挑战的能力。 这些能力帮助子女不断学

习，通过探索、思考、沟通、合作、创新、应变，自我完善、解决问题。共通能力

的种类繁多，能力与能力之间亦有相关相类的地方。其中三种重要的共通能力为： 
• 慎思明辨能力 
• 创造力 
• 解决问题能力 
 

2. 慎思明辨能力是指处理资料，再通过分析资料而作出结论和决定的能力。慎思明

辨能力可以包括： 
• 演绎 
• 分析 
• 推论 
• 评估  
• 解释 
• 自我调整  
 

3. 要帮助子女学会慎思明辨能力，家长就要多向子女发问，为子女提供思考的机会。

我们可以按问题的性质作不同的分类。其中一种分类是将问题分为资料性和反思性

两类： 
 
• 资料性问题，即是有明显对错 / 特定答案的问题，如： 

(i) 今天是星期几？ 
(ii) 植物是如何摄取营养的？ 
(iii) 哺乳类动物有什么特点？ 
(iv)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v) 恐龙活跃于哪一个时期？ 
 

• 反思性问题，即是没有明显对错的问题，如： 
(i) 你觉得乘搭什么交通工具去公园比较好？ 
(ii) 如果我们一家人要去旅行，哪个地方会较好呢？ 
(iii) 你把零用钱储蓄起来，打算将来怎样使用？ 
(iv) （子女看完卡通片后不满意其结局）如果你是作者，你会怎样改写这个结

局呢？ 
(v) 你认为电子书与体实书，哪一种更好呢？ 

 
4. 家长可以运用反思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子女表达自己的意见﹙「你对这个问

题有什么看法？」﹚。家长更可通过进一步的问题，提升子女的思想深度： 
 

• 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看法？﹙鼓励子女解释﹚ 
• 你的看法反映你重视什么？﹙帮助子女自我调整﹚ 
• 你从哪里得到这些资料的？这些资料的来源可靠吗？﹙帮助子女评估资料的准

确性﹚ 
• 还有没有其他看法？﹙帮助子女推论﹚ 

 
5. 家长亦可以利用其他不同类型的问题，在功课学习中帮助子女锻炼慎思明辨能力： 

 
问题类型 例子 针对能力 

澄清 「电子产品」指的是什么？ 演绎 

分类 以下哪些是电子产品？哪些是非电子产品？ 

比较 实体书和电子书有什么相同和相异的地方？ 

总结 根据这篇文章，使用电子产品对儿童发展可能有什么

好处？又可能有什么坏处？ 
分析 

推论 除了文章提及的论点，你还可以想出使用电子产品对

儿童发展的其他好处和坏处吗？ 
推论 

评估 这里说两至五岁儿童每天不应该使用多于一小时的电

子产品。这是建基于什么理据？你觉得这个理据能够

支持作者的论点吗？ 

评估 

结论 你觉得电子产品对儿童发展是「利多于弊」还是「弊

多于利」？ 
解释 

解释 为什么？ 

反思 你的想法反映你比较重视什么？儿童的身体健康，还 自我调整 



是儿童的认知发展？ 

故意反对 假设你遇到一个专门与你「唱反调」的人，你觉得这

个人会提出什么论点，去反对你的结论？你又会怎样

回应？ 
 

6. 创造力就是指打破旧有模式、跳出现有框框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要

培养子女的创造力，家长就要帮助子女打破常规思维： 
 
• 让子女动手做：家长在子女遇到困难时都会立即帮助子女，其实家长可以先

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并让子女自己尝试去解决困难。 
• 让子女表达想法：家长在子女发问时都会立即提供大量解释，但家长可以鼓

励子女先表达自己的想法，并鼓励子女自己去寻找答案。 
• 让子女「发梦」：当子女分享自己的梦想时，家长有时会立即打断子女，告诉

子女这些想法是不设实际的。其实家长可以先聆听，并鼓励子女为自己梦想学

习新知识和锻炼新技能。例如，子女说自己想做 YouTuber，家长可以鼓励子

女学习写稿和剪片的技巧。子女说自己想做气象学家，家长便可以鼓励子女学

习有关天文和气候的知识。 子女未必可以真的做到 YouTuber 或者气象学家，

但写稿和剪片的技巧和有关天文和气候的知识，对子女来说也是重要的体验。 
• 让子女「脑力激荡」： 

(i) 在「脑力激荡」阶段，家长和子女可以随意讲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暂时不

理会方案的可行性。例如，家长与子女一起运用脑力激荡，想象究竟「天

空城市」是什么样子的。子女可能说天空之城会有鸟、鱼和机械人。家长

无需立即质问子女：「天空又怎会有鱼？又怎会有机械人？」相反，家长

可以顺着子女的思路，让子女尽情表达自己的想象力。 
(ii) 家长亦都可以运用「脑图」帮助子女将想法视像化。在使用「脑图」时，

子女先将主题写在图中间，然后自由联想，快捷清楚地把想法以文字或图

象记录下来，并以线联系，让想法清晰地像树枝般分散出来。例如： 

 

7. 有时侯子女的想法未必很「新颖」。要帮助子女想出新主意，家长可以利用「奔驰

法」（SCAMPER）。奔驰法通过七个方向，帮助子女推敲出新颖的想法。例如，家

长可以通过以下提问，帮助子女设想电子产品的利与弊： 
 



方向 定义 例子 
• 代替﹙Substitute﹚ 可以「代替」什么？ 「代替」了真人互动 
• 结合﹙Combine﹚ 可以与什么「结合」成为

一体？ 
与金钱「结合」成为一体 

• 适应﹙Adapt﹚ 能否「适应」、「调整」？ 会自动「适应」用家的喜

好 
• 改变﹙Modify﹚ 能否「改变」其意义、颜

色、 音效、形式？ 
细小到可以放在身体里面 

• 其他﹙Put to other 
uses﹚ 

有没有「其他」非传统的

用途？ 
可以为用家提供食物 

• 除去﹙Eliminate﹚ 能否「除去」？能否浓

缩？能否减少？ 
能够「除去」充电的需要 

• 重新安排

﹙Rearrange﹚ 
能否「重新安排」原物的

排序？ 
可以让用家走进电子世界

里生活 
 

8. 当眼前的客观状态与我们的预期状态有落差时，问题就会出现。解决问题能力就

是指将客观状态和预期状态拉近的能力。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状态，就是达到目标，

亦即是解决问题。 
 

9. 要培养子女的解决问题能力，家长可以运用「解难四部曲」： 
 
• 界定问题：与子女讨论眼前的问题是什么。 
• 寻求方法：与子女讨论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阶段，子女可

以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法。 
• 设想后果：第一个解决方法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如果使用这方法，会有什么

事情发生？第二个解决方法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如果使用这方法，又会有什么

事情发生？第三个方法… 
• 作出决定：与子女一起拣选最多好处及最少坏处的方法，尝试实行。 

 
10.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通过协作解决问题。协作能力是指能够有效地进行小组工作，

并在协作关系中达成共同目标的能力。 
 

11. 在协作过程中，子女可能要扮演以下角色： 
 

角色 工作 
• 主管 指引讨论、帮助分工、制定计划、保持进度 
• 鼓励者 
 

鼓励组员表达意见，维持组员的关系 

• 记录者 澄清想法、制作纪录、回顾决定 
• 代言人 代表小组向外界表达想法 
• 秘书 收集或分配物资，观察工作进展 



• 评估员 评估工作成品的质量 
 
这些角色并不一定是固定的。同一个组员可能需要在协作的不同时间点扮演不同角

色，所以子女要懂得所有角色需要的技能。 
 

12. 家长亦可以教导子女如何与同伴分工合作。例如，子女可以运用「工作流程看板」，

令分工更透明更具体。「工作流程看板」亦可以帮助分工、记录和评估，帮助主管、

记录者和评估员完成他们的工作。工作流程看板包括： 
 
• 工作 
• 负责组员 
• 预计完成日期 
• 进度 

• 实际完成日期 
• 遇到问题吗？ 
• 打算如何解决？ 

13. 家长可以扫描右方的二维码，下载「工作流程看板」范

本，练习如何使用看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