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教學要有成效，教學模式、教師特質、課程資源等都是關
鍵。 港大網頁圖片

專家總結6大要素 互動助學生更投入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新冠肺炎疫

情令本港長期

停課，網上教

學一時成了師

生的必需品，如何有效推行是一門學

問。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丘琪鴻

從事相關研究多年，他完成的在線開

放課程（MOOCs）研究，總結出6大

影響學生參與及投入網上學習的要

素，包括教學模式要問題為本、教師

應熱情幽默、學生要主動學習並及時

回饋等。他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進

一步分享疫情下的網上教學經驗，並

開始研究現行網上教學直播平台，發

掘出更多改善指標。

(� ■■丘琪鴻丘琪鴻（（右右））的研究的研究，，針對針對MOOCcMOOCc總結出總結出66大大
影響學生參與及投入學習的要素影響學生參與及投入學習的要素，，對疫情下的網上對疫情下的網上
教學亦有啟示教學亦有啟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網教靠幽默 網學要多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港學校現時推
行網上教學是各施各法，針對同步與非同步網上教
學優劣問題，丘琪鴻認為沒有絕對答案，同步有助
學生即時發問、互動和回饋，加上直播要求學生於
指定時間上課，某程度可為學生增加課堂歸屬感，
這在長期停課下的確可取，避免同學欠缺自律疏於
學習。

錄影教學講求同學自律
非同步網上教學則可給學生提供更彈性的學習時間

和空間，而且對網絡頻寬等硬件需求較低，是以亦有
不少學校採用。惟這會更講求同學自律，教師亦宜定
期以家課或小測等方式，跟進學生的學習進度是否符
合預期。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是其中一所在停課期間以錄影方

式提供網上教學為主、直播導修為輔的學校。校長徐
區懿華表示，學校對完全採用直播教學存有兩方面擔
憂，其一是擔心家長未必可以陪伴學生進行直播學
習，「部分家長未必想學生在無監管的情況下隨時上
網與人見面，感覺難以放心。」

憂因科技問題影響學生學習
其二則是涉及家中設備問題，「唔好講學生，即使

跟老師進行視像會議，部分亦會因家中的WiFi速度
而影響參與，我們亦不希望因科技問題影響學生學
習。」
徐區懿華指出，錄影方式可讓老師有更多時間精心
準備課堂，相信質素上會比一般直播更佳。同時，學
校亦有將測、考、默等教學資源上載網站，配合一星
期一次的中、英、數科任老師網上直播導修，予學生
發問和互動機會，「整體上學生都保持到學習氣氛，
交功課等情況亦算鼓舞，不太擔心長期停課會影響學
習進度」。

■大學教師團隊製作教學影片。 港大網頁圖片

丘琪鴻早前完成「讓學生專注於在線學習：大
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OOCs）給我們的經

驗與啟示」研究，獲研資局優配研究金提供約26
萬元資助，以探討網上教學有哪些因素有助加強
學生的學習投入度，以及哪些因素會帶來消極影
響，以幫助MOOCs設計者建立有效的課程設計
原則，提升網上課堂、混合式課堂等的學生學習
投入度。
研究選擇合共6門MOOCs課程作為對象，數據
包括學生課程得分，學生在線問卷，電話訪談
等，以測量學生的學習投入度，動機值及學習感
知。
研究最終鎖定了6個影響學生參與和投入度的主
要因素，包括問題為本的教學模式附以明確解
釋，教師的「可用性」即有疑問時能找到老師，
教師特質如熱情、幽默等，同學互動度，主動學
習並及時回饋，以及滿足參與者學習需要或偏好
的課程資源。

直播具即時性 更貼近面授課
丘琪鴻表示，網上教學大致可分為同步與非同
步兩種，前者包括網上直播教學，後者則可能是
錄製教學短片，或在網上提供教學資源等，供學
生隨時隨地自行學習。MOOCs更多是屬於後者，

而疫情下學校之間各施各法，難以一概而論，但
研究結果還是可以帶來啟示，協助教師改善網上
教學質素。
是次疫情下，丘琪鴻亦身體力行，利用網上教

學替代餘下學期的面授課堂。大學現時普遍以直
播形式講學，要求學生在指定時間登入網上平台
上課。
「直播有助學生即時發問、互動和回饋，部分

直播平台更可以做到分組討論、投票、舉手等功
能，有些同學體驗過後都覺得跟面授課堂相當接
近，亦更有動力上課。」丘琪鴻認為，大學現行
使用的直播教學軟件，足以應付多數的教學需
要，下一步有意針對此軟件進行更深入研究，冀
發掘更完善的教學設計及模式，使其更貼近面授
教學。

同學拒「露面」老師難猜反應
不過，硬件即使再完善，亦不見得可以完全解

決「人心」問題。丘琪鴻笑言，現時直播
教學遇到的最大難題在於同學們抗
拒「露面」，「好多同學或擔
心房間不好看之類，大都
不願打開鏡頭，令我
好似對住幅牆講嘢

咁，感覺上無咩『癮』，亦較難知道學生當下狀
況，例如會唔會覺得好悶之類」。
他表示，面授課堂一般只需觀察同學表情，便

可以掌握多少同學正留心上堂，又或者多少人明
白教學內容。如今同學抗拒「露面」，對教師而
言無疑是頗大限制，因此也只能盡量呼籲同學打
開鏡頭，多加使用直播軟件預設的「自製背景」
功能，鼓勵同學安心露面，加強課室的互動溝
通。
丘琪鴻又分享指，部分同學曾向他抱怨個別講

師於直播「齋講兩個鐘」，非常沉悶。
為此他建議同步網上教學除了需要加強即時回饋

及分組討論外，一次的教學時間不宜太長，如教學
短片可考慮控制在6分鐘內，亦不妨多用小測做間
場，「例如可讓學生看短片或資料，小測，再放下
個教學短片或資料，小測……」，相信會比單純講
學為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港各學校面對

突如其來的疫情，很多是硬
着頭皮開展網上教學，摸着石頭
過河。丘琪鴻坦言，本港教界以往
對網上教學更多是以「間中、得閒
試吓」的態度看待，今次無疑是個推
動力，下一步應研究如何將其做得更
好，確保日後即使再遇大規模停課，學
界能有所準備。
丘琪鴻認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無

疑讓更多人重視網上教學，甚至逼得一些
學校必須重新檢視其網上教
學政策。他強調這必須持之

以恒，以備不時之需，「即使在疫情過
後，學校、老師都應更多去繼續網上教
學，以免下次再來時已經忘記晒或跟不上
（科技進步）了。」
丘琪鴻本身有一子一女，他們正於疫情

下接受網上學習，從家長角度他亦支持學
校多作嘗試，「始終都要接受疫情下無法
返學，定時定候的網上課堂模式，有助子
女建立一定的學習規律，避免一日到晚打
機。」
他又提醒家長，在此期間最好花點時間監

督功課，「個仔嘅功課有些深到我都睇唔
明，但盡可能都做，多少會有幫忙。」

疫情變推動力
不再「得閒試吓」

投入網上學習6要素：
1) 問題為本的教學模式，附以明確解釋

2) 學生有疑問時能較易找到教師

3) 教師特質（如熱情、幽默等）

4) 同學間互動

5) 主動學習與及時回饋

6) 課程資源能滿足參與者學習需要或偏好

▶在線教學平台可讓師生實
時互動，老師們可直接為學
生解答疑難。港大網頁圖片

▼▼疫情停課下疫情停課下，，昔日熱鬧的大學只偶而出現小量學昔日熱鬧的大學只偶而出現小量學
生身影生身影。。圖為圖為33月初的港大校園月初的港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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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黃健恆

20202020年年44月月66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0年4月6日（星期一）

2020年4月6日（星期一）

直
播
增
歸
屬
感

直
播
增
歸
屬
感

錄
影
質
素
更
佳

錄
影
質
素
更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