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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是国家教育部与香港

教育局合作推行，旨在通过本地教师与内地专家教师一起协作，按本地课程的宗

旨与目标，以及学校的发展需要，进行学与教的专业交流。协作内容包括课程策

划、提供专业意见、举办专业发展活动、组织跨校分享活动等，以提升教学质素。 

 

计划自 2004/05学年开始，至今已推行了 20年。英华小学早于 2008年已开

始积极参加协作计划，前后共六次 (六个学年)。透过计划，在内地专家教师驻校

期间优化课程，推进教师发展。除了一般驻校交流外，我们也曾透过内地教师的

安排，到内地观摩省级别的语文教学评比大赛；计划结束后，亦与泉州实验小学

缔结成姊妹学校，中英文教师还曾分批到泉州小学交流学习。每一年度计划结束

后，我们都会与内地专家教师保持联系，并与内地学校开展深入的交流和互动，

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从中获益良多。本文在此和大家分享英华小学在实践协作计

划中的一些经验与心得。 

 

以下从三个方向去分享，分别是：1、计划带来教师成长机遇；2、实践知识

管理，传承教学心得；3、延续计划的成效方案。 

 

【正文】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是国家教育部与香港

教育局合作推行，旨在通过本地教师与内地专家教师一起协作，按本地课程的宗



 

旨与目标，以及学校的发展需要，进行学与教的专业交流。协作内容包括课程策

划、提供专业意见、举办专业发展活动、组织跨校分享活动等，以提升教学质素。 

 

计划自 2004/05学年开始，至今已推行了 20年。英华小学早于 2008年已开

始积极参加协作计划，前后共六次 (六个学年)。透过计划，在内地专家教师驻校

期间优化课程，推进教师发展。除了一般驻校交流外，我们也曾透过内地教师的

安排，到内地观摩省级别的语文教学评比大赛；计划结束后，亦与泉州实验小学

缔结成姊妹学校，中英文教师还曾分批到泉州小学交流学习。每一年度计划结束

后，我们都会与内地专家教师保持联系，并与内地学校开展深入的交流和互动，

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从中获益良多。本文在此和大家分享英华小学在实践协作计

划中的一些经验与心得。 

 

以下从三个方向去分享，分别是：1、计划带来教师成长机遇；2、实践知识

管理，传承教学心得；3、延续计划的成效方案。 

 

1、协作计划带来教师成长机遇 

1.1 教学专科交流，丰富教师的专业知识： 

计划的内容丰富多姿，包括由内地专家教师与本地教师一起合作策划课程设

计、共同备课等。内地专家教师甚至会亲自示范特定课题的处理，分享教学经验，

并带领科组老师进行具体个别主题研究，促进教师对教学的深度与广度的专业发

展。 

 

内地优秀教师来港驻校，为本地教师带来了传统教学模式以外的新思路，拓

宽教师的视野。两地教师在讨论和交流中迸发出新火花，产生更多创新教学策略，

透过两地教师的互相启发，达至教学相长，提升教学质素及专业能力。 

 

案例分享： 

2019/20 年度，武汉光谷小学的罗晖老师在驻校期间推展「群文阅读」教学

方法。以往教师一般会针对教学单元的文章来准备相关教学工作，而不会想到让



 

学生同时阅读几篇相类似的文章，但「群文阅读」的思路是选择两篇或以上与教

学单元相似题材的文章，让学生同时阅读，教师需要掌握几篇文章的共通点，针

对性地进行教学，进而提升学生的阅读技巧与赏析文章的能力。 

 

罗晖老师在共同备课、公开课示范和工作坊等各种模式中，先让本校教师们

对「批注式阅读教学」有认知，然后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推行「1＋X」的选文。

这让教师们在单篇教学中，尝试拓展教与学的广度，激发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

的自主阅读，结果学生们无论是在阅读数量或质素方面都得到提升。这也使我们

在推展及优化自主学习时，得到有力的启蒙和方向的指引。内地教师的专业分享，

让我们的师生获益良多。 

 

2020/21 年度，在上海竹园小学郭妹峰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以阅读经典中的

古诗文教学为发展主题，尝试用「四读法」让学生从反复朗读中悟出诗中之情。

我校教师结合实际情况，经过改进和完善，总结出适合自身的教学方法。中文科

黄秀芬老师在教授《送元二使安西》前让学生先预习，了解王维的资料，体会「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黄

老师这堂课还有幸在一个两地共同举办的古诗文教学在线分享活动中被选为示

范课例，得到两地与会教师的一致好评。由此可见，两地教师在交流中互相切磋，

裨益显著。 

 

1.2 文化上的交流，令彼此更包容体谅： 

教师之间的文化交流，连接两地不同背景和生活体验的教学有心人，能藉协

作而令彼此欣赏共勉。内地来港的驻校教师不仅为学校带来具启发性的教学策略，

通过合作与文化交流，令彼此间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甚至变成了好朋友。

这种友谊增加了两地教师和教育机构间交流互动的机会。 

 

2009/10 驻本校的泉州实验小学陈星老师，便促成本校与泉州实验小学签约

成为姊妹学校。陈老师完成驻校工作返回内地后，现在虽已离开泉小，改为担任

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室主任，但仍与本校教师保持联系。平日泉州市教



 

育局有合适的在线教师发展，又或者有录播课、教学网上平台等，她都会与我们

分享，又或邀请我们一同参与；而我们的教师到泉州，她就像老朋友一样，一定

会抽空与我们叙旧，陪我们同游，共享文化飨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本校举办中华文化日活动时，也曾透过网络，邀请上海、武汉、泉州

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们一起参与，让他们了解香港的文化。活动结束后，他们的学

生还曾主动地给我们文字的回馈，写出他们的观后感，令我们感到鼓舞和惊喜。

例如一名来自上海小学三年级的邢采兮同学，洋洋洒洒写了 800多字感想，当中

世界武术锦标赛冠军周定宇师傅令他印象深刻，周师傅在那天即场带领在线线下

的学生一齐学打咏春拳，令邢同学觉得受益匪浅。 

 

诸如此类的交流，可说是内地教师驻校计划的延伸发展；这个计划为两地师

生建立起友谊的桥梁，增进彼此的理解，进而扩大至多样化的合作交流，从学生、

教师到学校各个层面都能从中获益。因此这个协作计划应当继续更丰富、更深入

地开展下去。 

 

2、实践知识管理，传承教学心得  

计划为学校带来课堂内外的突破与优化，如何保留这些宝贵经验和教学资源

是绝对值得思考的课题。每当计划结束，内地专家教师要离开的时候，学校最不

想见到的就是精炼出来的教学资源因着计划结束而流失，甚至到新一学年，所有

相关的教案、教材被束之高阁，又或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持续发展的机会，所以

做好知识管理是必须的。 

 

我对这方面有些研究，我发现当教师共同备课时，如果教师没有机会观课，

或者观课后的检讨没有系统地记录下来，那就会容易因人事变动而影响经验传承。

那么，学校如何才可以有效管理因计划而获得的新知识，并能延伸及扩大其影响

力？以下就着三个关键点作进一步阐述。 

 

第一个关键点是时间，而时间也可以分三个方面去看，包括：一、备课时间；



 

二、观课时间；三、检讨时间。 

备课时间：通常教师会因应计划的重点去准备相关的课题，例如：资料搜集、

共同备课、研究讨论和拓展教学策略的可行性等。深入的课研需时，所以学校需

要准备足够的备课时间，让老师可以掌握整体课程理念，并作出专业判断，为教

学创造时间空间。 

 

观课时间：教师互相观课是协作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通过观课，教师可

以亲身了解经过两地教师交流而制定的课堂设计有否真正落实到教学课堂内、成

效是否达至预期成果等。可惜，有时当一级有四或五班，而每一班教师都是在差

不多同一时间上课，如果要抽调个别教师参与观课，在行政上便需要作出协调，

并需要顾及不影响个别班的教学进度。即使用录像方法把上课情况拍摄下来，教

师也要有时间和空间去观看录像片段，并作出适时反思，以调整相关的教学流程

和策略，这样才更能真正提升教学质素。 

 

检讨时间：教师就着观课后的课程内容设计、课堂活动设计，甚至是单元重

点设计，去作出修订和研究，这些工作都需要花时间处理。教师的教学工作繁重，

难得腾出了空间做好了检讨，就更要确保这些交流经验在日后仍能继续应用到课

堂上，所以教师需要将检讨的内容作有系统的整理和存盘，好让日后教师再教同

一个课题时能够清晰地传承精要，惠及更多学生和教师，达至协作计划的最终目

的。 

 

第二个关键点是教师的心态。交流之后，教师们的教学知识能否大大提升，关

键是要看教师的心态。教师们能否以开放及谦虚的态度去聆听专家的意见，交流

学习，是协作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所以学校的科主任和管理层需要让参与计划

的教师了解自己的角色，并准备好学习心态，做好期望管理。只有得到教师的积

极参与，让他们相信协作交流可带来的成长、愿意寻求改变，教学质素才能持续

优化。 

 

 



 

第三个关键点是资源配套。学校推行协作计划需要有相应的资源投入，例如教

师的人手安排和课担调整，还有整个知识管理系统、处理数据的存放规划，甚至

配备科技支援和软件配置，令教师能更有效地收纳宝贵的知识资产、会议纪录，

供日后参考。在协作过程中，学校若果能安排一个知识管理人员，将难得的教学

经验持续更新就更理想了。资源投放得宜，教师便能有空间去学习、去尝试新的

教学点子。 

 

3、延续计划成效的方案 

事实上，计划即使更好，但学校并非年年都有内地教师来校进行交流，尤其

是经历过疫情，令我们明白到能够实践这类型交流并非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

现行的交流模式有地域时空的限制，所以要突破这一点我们便需要善用科技。我

校尝试由实体交流延伸至网上交流，旨在进一步延续计划成效，让更多老师及学

生受惠。 

 

疫情期间，我校发展了大课与小课的教学模式。这个创新方案就是由一位教

师负责在大课中为全级学生统一教授一个课题，带出教学重点，然后再让学生各

自回到自己的班别课室，由各班科任老师接力进行跟进活动，包括：分组活动、

动手实践、概念讨论等，以强化教学重点的掌握。 

 

同时，其他同级科任便可以藉此机会在同一时间从旁观摩担任大课教师的优

秀示范。而这种大课教学模式，更可以逐渐发展到由同级教师轮流担任讲课教师，

在专业教师的带领下，让参与计划的教师也有机会实践协作而来的教学设计，同

时这样的安排更可以让每一位教师可以一同观课。 

 

当学生完成大课和小课之后，教师们便可以检讨成效，修订教学设计。而这

种模式的教学亦可利用科技实时遥距授课，不受时间空间所限，一个开放式的学

习平台便应运而生。 

 

 



 

即使内地专家教师并非长驻香港，我们也可以采用视像会议，定期安排个别

课题的教学研究，进行备课、分工、教学、分析和进行专题讨论等。 

 

要把知识管理做好，就要将重要的知识点好好记录下来，保存宝贵的教学经

验。日后即使参与计划或授课教师更换了，接棒的教师仍可以通过完整的教学数

据，明白推行计划的构思、教学理念和教学精华，从而实现优质的教学传承。 

 

疫情除了带给我们很多挑战，同时也带给我们不可多得的机遇。我们只要好

好把握这个机遇，便可以让教学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