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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支援



校本支援

• 附設津貼宿舍部的文法中學

• 明愛辦學使命：

「The Last、The Lost 、The Least」轉化成

「Loving、Learning、Leading」

• 發展職業專才教育

學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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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支援

• 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

• 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

1. 營造自主學習氛圍

2. 運用預習課業，蒐集學習顯證回饋學與

教

• 提升團隊的專業交流

目標|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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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支援
第一次：2023年10月30日

• 中一級課堂研究

• 檢視過去的擬卷模式及數據分析

第二次：2023年12月8日

• 中一級教師參與SOLO分析工作坊

第三次：2024年2月7日

• 公開課

• 主題：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加強促進學習的評估

到校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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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
分類理論

約翰B.彼格斯//凱文F.科利斯，譯者:高凌飈//張洪巖. (2010)《學習質量評價: SOLO 分類理論 (可觀察的學習成果結構)》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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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分類理論

圖片出處：https://www.structural-learning.com/post/what-is-solo-taxonomy

背景|

前 結 構

單 點 結 構

多 點 結 構

關 聯 結 構

抽象擴展結構

基 於 教 師 的 教 學 目 標

Educational Objectives分類

基 於 學 生 的 學 習 結 果

Learn ing Outcomes分類

記 憶

理 解

分 析

評 鑑

創 造

應 用

(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

https://www.structural-learning.com/post/what-is-solo-taxonomy


SOLO分類理論
• 操作性高

• 有利於教師制訂教學目標

• 有系統地檢測教學效果

• 對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提供了一個可行

的思路
1 John B. Biggs and Kevin F. Collis,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The SOLO Taxonomy 
(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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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課堂設計



課堂設計 備課分析|
• 學習單位：率、比及比例

• 學習目標

1. 理解連比的概念

2. 懂得如何利用連比的性質化簡

• 已有知識

1. 認識兩個同類量的比的概念

2. 利用兩個同類量的比的性質化簡

3. 利用兩個同類量的比解日常生活問題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Caritas Ma On Shan Secondary School



課堂設計 備課分析|
• 運用SOLO分類理論作學習評量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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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設計 備課分析|
• 利用學生於上學年下學期的測驗表現，分析

學生學習難點

合共大於

50%

難點1：利用兩個量

的比的性質化簡



課堂設計 備課分析|

合共大於

50%

難點2：利用連比

的性質化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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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習工作紙課堂設計 |
• 教師以預習工作紙，及早了解學生對學習內

容的理解 (重溫部分)

←對應已有知識

的「難點1」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Caritas Ma On Shan Secondary School

←評估學生是否

達至已有知識

的「關聯結構」



預習工作紙課堂設計 |
• 教師以預習工作紙，及早了解學生對學習內

容的理解 (開拓新知識)

←對應「難點2」

加入導學指引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Caritas Ma On Shan Secondary School

←以「多點結構」

設計預習問題



預習工作紙課堂設計 |
• 教師以預習工作紙，及早了解學生對學習內

容的理解 (開拓新知識)

提供機會讓學生通過生活

情境拓展抽象概念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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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預習)課堂設計 |
✓能適當地同時乘以或除以相同的數化簡比，

已達至「多點結構」

未能理解比的意義，

未達「關聯結構」

未能適當地同時乘以或除以相同的數

化簡連比，未達至「多點結構」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Caritas Ma On Shan Secondary School

✓能分辨公共量，

達至「單點結構」
未能適當地排序，

未達「多點結構」



學生表現(預習)課堂設計 |

✓有合適的解題方向，

但在設未知量時有失誤

✓能確定公共量，

但求連比的方法未能

正確排序

✓有合適的解題

方向，求連比

的方法正確

✓能應用已有知識，

惟運算時有失誤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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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學生已達

至「抽象擴展結構」

總括來說，學生仍未

達「多點結構」



電子平台課堂設計 |
• 運用電子平台，於課堂中作評估，並即時

作出回饋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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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平台課堂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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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點結構」設計評估問題 ↑以「多點結構」設計評估問題



電子平台課堂設計 |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Caritas Ma On Shan Secondary School

↑以「多點結構」設計評估問題 ↑以「多點結構」設計評估問題



電子平台課堂設計 |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Caritas Ma On Shan Secondary School

↑以「關聯結構」設計評估問題 ↑以「關聯結構」設計評估問題，

並加入跳躍提升元素



參與者回饋課堂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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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習有助了解學生的已有知識

• 學生能主動參與匯報、互評

• 學習活動能讓不同層階的學生均有提升

• 能有效辨識學生的難點

• 如遇上未能提升層階的學生，如何跟進？



參與者回饋課堂設計 |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Caritas Ma On Shan Secondary School

• 建議在預習中加入反例子(counter-example)

可讓教師加深了解學生達至的層階

• 以學生為中心作討論能讓學生由多點結構提

升至關聯結構

• 可進一步加入情境題/自擬題目以達至抽象

擴展結構



反思及展望



反思及展望
轉變

• 配合數學科的發展，制定擬卷重點，試題設計亦能分辨

學生的能力，以便檢視教學成效

• 同儕日常討論中多用SOLO分類理論

困難

• 教師掌握和認同程度各有不同

• 每個學習重點也能應用SOLO分類理論，但分析需時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Caritas Ma On Shan Secondary School

反思(轉變和困難)|



反思及展望

• 從「印象」及「經驗」之談轉移至「科學化的分析」

• 從「不進步」及「停滯不前」中探索「可變之路」

• 給予「誘因」，讓同事多聽、多看、多講、多嘗試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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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經驗總結)|



反思及展望
• 教師加深認識SOLO分類理論，實踐為推動學

教評的策略，包括運用分類理論分析學習重

點，設計預習和課堂學習任務，檢視教學成

效

• 嘗試以「促進學習的評估」為備課和觀課重點

• 探索如何讓學生了解自己在哪一層階的結構，

從而能自我評估自己的學習進度

明 愛 馬 鞍 山 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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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