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造課程（E） 
學生個案分析與校本經驗分享： 
 
識別學生潛能與資優培育(小學) - 
校本資優教育經驗分享 

                                    梁惠敏主任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校本資優教育政策 
 
• 資優的定義較闊，並採用多元智能的概念。 
 
• 不再局限學業成績範疇，而是涵蓋其他智力的發展，例如創造力。 
 
• 實踐「資優教育普及化、普及教育資優化」的理念。 
 
• 資優教育應為優質教育的一環，以浮尖和展才為目標。 
 
• 著重啟發學生思考、培育創造力及個人與社交的能力。 
 
• 有系統地發掘及培育學生的潛能。 



推行資優教育的目的︰ 

• 1.優化學與教 

• 2.發展及提升學生的潛能 

• 3.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高層次思維能力、個人及社交能力 

        (資優教育三大元素) 

• 4.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促進整體學生的情意發展。 



一 萌芽期 

• 2013-2018 開始發展資優教育 

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專業發展活動，已100%完成資優
基礎課程、教師發展日 

發展第二層抽離式(校隊訓練)和第三層校外支援(推薦
資優學生參加資優教育學苑) 

本校資優教育發展歷程 
 



二  推展期 

• 2018-2022 確立「校本資優教育政策」 

• 成立「人才庫」 

• 重點發展第一層「進一步發展校本全班式資優課程」為 

    本校關注事項 

加強培養學生的擴散性(創意)及聚斂性(明辨性思考)思維
素質。(2018-2022) 

培養高小及初小學生的解難能力。(2019-2022) 

綜合運用創意、慎思明辨及解難能力。(2021-2022) 
 

本校資優教育發展歷程 
 



三  優化期 

• 2022-2024  

• 優化「人才庫」 

優化第一層全班式資優教育︰參加教育局資優教育學
校網絡計劃（中文、英文、STEAM）(2022-2023) 

優化第一層全班式資優教育︰參加教育局資優教育學
校網絡計劃（中文、英文、數學）(2023-2024)各科
制定嶄新的發展路向，拓闊資優教育的學習空間。 

加強情意教育，成立第二層抽離式資優培育小組。 

加強家長教育 
 

本校資優教育發展歷程 
 



校本人才庫 
1.初期︰ 

先建立四至六年級的人才庫 

以學校成績表、比賽紀錄、老師提名識別有潛能的學生 

2.現在︰建立一至六年級的人才庫 

識別資優學生的方法較多元化 

• 多元化評估工具 

    學校成績表、 資優行為特質量表 

•  多元化途徑 

      教師提名、家長 提名、學生自薦、校內外的獲獎記錄 

• 多元化標準 

     學術以外的學習表現和態度、 課外活動的參與和投入程度 

 



校本人才庫 
施政報告指出在2024/25學年完結前，至少四分三的資助中小學建立校本學生人才庫，以發掘及培育資優人才。
(施政報告,2023) 

• 以Google form的形式收集校外比賽的資料，再以結合學生成績表、課外活動、教師和家長提名等， 以
Excel整理成校本人才庫。 

 

 

 



校本人才庫的好處 

• 學校可從宏觀(整校層面)和微觀(個別學生層面)的角度規劃學
校的資優發展和對資優學生的支援工作。 

• 有助分析本校資優學生的分佈情況 

• 有助發掘個別學生的潛能 

• 各科組在選拔學生參加比賽時，亦可直接從人才庫中揀選，
有助各科的人才培育。 

 

 

 



中文科︰新詩創作、改寫故事 

• 異質分組創作 

• 資優學生教導能力稍遜的學生 

• 提升領導能力 

• 學習跟不同能力的人協作 

• 分組匯報 

 

 

第一層全班式教學 滲透資優三元素 
(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個人及社交能力) 
 



• English︰Project Learning (P5)  

• Teaching objectives: 

1.Collaboration skills - Respect others during pair work                        

2.Communication skills - elaborate ideas                                          

3.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 express own ideas and make reflection                                 

4.Values and attitudes  

- appreciate others and learn from them 

- be brave and aim high                                                  

 

第一層全班式教學 滲透資優三元素 
(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個人及社交能力) 
 



• 學習內容︰撤去學習上限 

• 學習過程︰強調自由選擇及多元化，提昇高層
次思維及創意 

• 學習成果︰提供機會發揮潛能 

• 學習環境︰提供彈性和安全的環境 
 

校本關顧高能力學生的支援系統及基本情況︰ 
 
1.教學的層面︰運用「適異性教學」策略 



• 分層課業/小錦囊 

 

校本關顧資優／高能力學生的支援系統及基本情況︰ 

第一層全班式教學 運用「適異性教學」的策略 

 



• 多元智能 

  BINGO選擇板 

四年級 中文科 人物記敍 

延伸課業︰學習十種價值觀 

 

校本關顧高能力學生的支援系統及基本情況︰ 
第一層全班式教學 
 運用「適異性教學」的策略 
 



   情意五層次(感受、表達、人際、態度、價值觀) 

• 中文科   四年級 第四課 «媽媽的手» 

• 收看影片和閱讀篇章後，換位思考，以同理心出發，了解媽媽的感受，建立關愛的價值觀。 

 

 

校本關顧資優／高能力學生的支援系統及基本情況︰ 
第一層全班式教學 運用「適異性教學」的策略 
 



   情意五層次(感受、表達、人際、態度、價值觀) 

• 中文科   四年級 第四課 «媽媽的手» 

• 如果是媽媽，因工作賺錢而令雙手變得粗糙，你有何感受呢？(感受) 

• 當你明白媽媽的辛勞後，你會對媽媽說甚麼？(表達) 

• 你會用甚麼方式向身邊的人表達關愛？微笑、擁抱、感謝卡(人際) 

• 透過工作紙和活動培養感恩的態度和建立關愛的價值觀。(態度、價值觀) 

 

校本關顧資優／高能力學生的支援系統及基本情況︰ 
第一層全班式教學 運用「適異性教學」的策略 
 



校本關顧高能力學生的支援系統及基本情況 

2.家校合作家長學堂 

 



校本關顧高能力學生的支援系統及基本情況 

3.科組合作 

資優教育組、課程發展組、學生支援組合作 

例如︰關顧一個雙重特殊資優學生，在課程的層面課程發
展組需要調適課程，提供具挑戰的課業。課後，資優教育
組和學生支援組需要協調，提供第二層的拔尖小組/社交小
組。以及根據學生的潛能，推薦學生參與校外的比賽和資
優教育學苑。 

 

 



1. 中文科 把情意教育融入讀文教學 

        四年級 透過《赤道上的金牌》和《周潤發學英文》
學習堅毅不屈的精神。 

校本情意教育的特色︰第一層全班式教學滲透 情意教育 
 



2. 發展生涯規劃 

• 目標： 

• 對自己的能力、興趣、性格有進一步認識。 

• 認識中學的學制、科目等，為未來升中做好準備。 

• 發掘個人夢想，認識自己的能力/性格/興趣和期望與
升學選擇及夢想的關係。 

• 培養正面價值觀和良好態度對未來升學或職業發展的
重要性。 

• 發展相關軟技能(如：時間管理、善用金錢、溝通技巧、
解難能力、處理衝突等) 

 

校本情意教育的特色︰第一層全班式教學滲透 情意教育 
 



2. 發展生涯規劃 

   十年樹人活動 

校本情意教育的特色︰第一層全班式教學滲透 情意教育 
 



3.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   

 一年級︰小青蛙課程 

透過閱讀電子繪本《小青蛙愛靜坐》， 

培養正面態度，面對不順心事情時 

可以冷靜、靜坐、專注呼吸。 

 

二至六年級︰正念禪修課程 

校本情意教育的特色︰第一層全班式教學滲透 情意教育 
 



3.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   

生命教育 

•為學生創設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走出課室，讓學生在戶外的學習中培養自身的正念以及價值觀。 

 

 

校本情意教育的特色︰第一層全班式教學滲透 情意教育 
 



訓練領導才能︰ 

幼童軍 

風紀培訓 

升旗隊 

• 透過領袖訓練來提升自我概念、 

• 增進人際關係技巧、團隊精神。 

  

 

第二層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訓(情意教育) 
 



  發展自我概念、情緒管理技巧︰ 

   視藝大使(拔尖小組) 

• 學習透過藝術創作(禪繞畫、和諧粉彩)表達自己的情緒，

減輕壓力。 

• 學習情緒管理的技巧 

 

 

第二層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訓(情意教育) 
 



  視藝大使(拔尖小組) 

• 創作難度較高的作品 

• 例如︰製作STEAM的作品，再拍視頻，把作品與社區的

人士分享。 

• 本年4月於荃灣大會堂舉行了第六屆師生家長作品展，視

藝大使擔任導賞員。 

• 既可提升成就感，也可提升社交技巧。 

 

第二層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訓(情意教育) 
 



參考了校本的人才庫和教師的提名，識別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抽
離式情意教育。 

資優學生特質︰不同步發展、完美主義、有強烈的感官特質。 

課程參考了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的《甦Soc樂園》和《情意輔導攻
略》，結合繪畫心理分析和藝術治療的技巧，透過非語言的表達
的形式疏導學生的情緒。 

讓學生加強自我概念，學習情緒管理和社交的技巧，提昇解難能
力，成效顯著。 

形式：講解示範、角色扮演、藝術表達、討論及經驗分享 、學生
課堂的反思、電影欣賞 

 

校本情意教育的特色 ︰資優培育小組(情意教育) 
 



資優培育小組(情意教育) 實證 



資優培育小組(情意教育)   學生課堂反思 
 
問卷調查顯示，超過九成半的學生同意計劃增進他們對自己的認
識及自我反思能力，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 
超過九成的學生同意計劃能提昇他們的溝通和解難能力，明白互
相合作的重要性。  
 
 



•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大專院校的資優課程及培訓活動 

• 例如︰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課程、科技大學優才增益課程、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舉辦

科才種子培訓計劃、新地資優科學創意發展計劃 

 

第三層校外資優培訓 
 

 

 
      完成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課程 

 
   完成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上資優課程 



• 教育局及坊間機構舉辦大型的資優比賽 

• 例如︰香港數學解難比賽、中國語文菁英計劃、香港傑出學生詩人獎、常識百搭等 

 

第三層校外資優培訓 
 

 

Now TV主辦「STEM獎勵計劃」 
  F1極速賽車設計師大獎冠軍 

李惠利中學盃小學數學解難比賽冠軍 



• 舉行資優教育家長講座讓家長了解資優學生的特質及情意需要，及
早識別潛能未展資優學生。 

• 家庭因素是導致資優學生潛能未展的其中一個原因。例如︰父母對
子女的期望過高、父母對子女的管教及要求不一致等。 

 

 

 

 

 

 

如何照顧潛能未展資優學生 



建立人才庫 

有助發掘個別學生的潛能(新星)，補漏拾遺。 

可了解學生於校外參加的課外活動，於校內提供平台讓他展
示才藝。 

例如︰陳同學性格內向，沒有參加學校的興趣班(學校的興趣
班只有跆拳道沒有空手道)。從家長填寫的Google form得知
陳同學在空手道很有天份，更於校外比賽多次獲獎，於是安
排他在周三的才藝表演中發揮所長，提升成就感。 

 

如何照顧潛能未展資優學生 



• 定期舉行周三才藝表演，讓學生自廌參加，分享成就，盡展才能。 

 

如何照顧潛能未展資優學生 



• 邀請有自閉症的資優學生加入「愛心童盟」學生小組 

• 目標︰發展人際技巧，增強溝通能力，建立價值觀，
推廣共融文化。  

• 接受校外機構的專業培訓課程(專注力訓練、協作溝
通、戲劇活動) 
 

如何照顧雙重特殊資優學生的特質及需要 



• 拍攝校本共融微電影︰ 

• 2021-2022《堅毅大聯盟》 (堅毅)  

• 2022-2023《將勤補懶》、《隊長唔易做》 (勤勞、責任感)  

• 2023-2024《我不是她》 (誠信) 

如何照顧雙重特殊資優學生的特質及需要 



總結︰ 
 

相信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相信每個學生都有
潛能。 
 
老師了解學生的情意需要，對學生多點鼓勵
和接納，定能幫助學生發揮潛能。 



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