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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课堂学习研究是一种校本行动研究，主要由同科同级的教师针对学

生的学习难点，以变易理论为指导设计教学方案，并由不同教师轮流施教、检

讨教学成效并提出改善方案。课堂学习研究不但有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提升，

而且还利于推动校本课程的开发，包括加深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了解，对现

有教学内容和教材进行客观验正和有效调整以及激励教师开发和尝试新的教学

方法和策略。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课堂学习研究；校本课程；课程发展；行动研究 

 

一一一一、、、、校本课程开发的模式校本课程开发的模式校本课程开发的模式校本课程开发的模式 

校本课程开发（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过程是一个促进学生、教师、

学校发展的行动过程，“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哲学思想、为满足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

以学校教师为主体进行的适合学校具体特点和条件的课程开发策略”
    ［［［［1111］］］］。校本课程开发

主要有四种实践模式：创新模式、整合模式、调适模式、选择模式
［［［［2222］］］］，需要教师扮演

课程开发者和研究者的角色，以学生的发展为前提和根本目的
［［［［3333］］］］，根据本校学生的学

习情况来对中央或地方课程进行增加、选择、整合和调适，以最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 

 

我国香港地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推行以调适模式为主的校本课程开发政

策，鼓励学校根据课程发展议会课程纲要或指引，设计新的教学方式、新教材或调整单

元或课题的教学，协助学生更有效地达到学习目标，以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为了加大

校本课程开发的力度，香港教育局自 1998 年起开始在中小学校推广共同备课、观课与

行动研究，希望在小学开展共同备课的协作文化，以行动研究推动校本课程开发，促进

教与学。而本文介绍的课堂学习研究，为促进香港学校校本课程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模

式和契机。 

二二二二、、、、课堂学习研究简介课堂学习研究简介课堂学习研究简介课堂学习研究简介 

课堂学习研究是一种以瑞典著名学者马飞龙教授(Ference Marton)的变易学习理论

(Theory of Variation)
［［［［4444］］］］为指导的校本行动研究。主要由同级同科的教师在学科专家的协

助下，组成研究小组，先确定研究课题，再通过前测和课前访谈找出学生学习难点，确

定研究课的学习内容和关键特征，设计教学方案，并由不同教师在不同班轮流施教。每

次施教后立即检讨该课的成效并提出改善方案，在下一班再施教，力求达到最佳教学效

果［5］。在过去十年里，香港教育學院的研究队伍在卢敏玲教授的领导下，和 200 多

間香港中小學合作完成了将近 300個課堂學習研究个案，建立了一套进行課堂學習研究

精密而完善的流程（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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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课堂学习研究的流程及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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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㤄个过程中，研究小组僱Ҕ了变易理论的Ο个䤞य़：变易一（V1）、通过侼㯑

的前测和课前访谈了解学生对学习内容的不同见解，来确定研究课教学内容的关键特܄

征（即教学的ख़点和难点），以ߡ更有效地解㜞学生的学习֚难。而课堂教学的成效䞩

通过后测和课后访谈进行ڗ侳检验。变易二（V2）、通过教同科同级不同教师的教学

实践经验和ϩ٦进行共同备课，找出教授学习内容有效方法。通过课堂学习研究，教师

ૈဂ策ဂ力，更ૈ提ଯ自己的专业教学Нѳ。变易Ο（V3）、利Ҕ变易图式（供ނ٣

的ځд特征不变，有س䶘地针对教学ख़点改变ࢌ个/٤ࢌ特征）进行教学设计，Ӽ௨教

学ࢲ动。 

 

。ӢԜ，研究课的ϪΕ点更ૈ课堂学习研究䴿Ԍ学习内容，并以಄合学生学习佤ࡓ

的变易图式设计教学方案。 通过整个过程，教师кϩ体验س䶘的共同备课和同䝔观课

的协作过程，并ࡐ自ฅ地Ε行动研究者和课程开发者的角色。现在，香港课堂学习研

究课堂模式ς广为香港的中小学校接ڙ，在学校推行课堂学习研究，有助于教学倽ໆ的

提ଯ和ᣮ倽观课文化的推广，并进一推动教师专业学习ޗဂ的成。㚸 2005到 2009

年，香港教育学院䜁㚾了ϖ㡼课堂学习研究国际会议，Ӛ国课堂学习研究专家共ᆫ一堂，

共同讨提ଯ课堂教学的理论和策略。课堂学习研究Ϧ侖为，一个有效提升教学设计

的模式一个有效观课的模式，一个教师发展的模式
［［［［6666］］］］。而本文侖为，课堂学习研究Ψ

是一个有效促进校本课程开发的模式。 

ΟΟΟΟ、、、、课堂学习研究推动校本课程发展课堂学习研究推动校本课程发展课堂学习研究推动校本课程发展课堂学习研究推动校本课程发展的有效机ڋ的有效机ڋ的有效机ڋ的有效机ڋ 

课堂学习研究主要通过Ο种方式，促进学校以调适模式进行校本课程开发。२先，

教师ૈ通过س䶘侼㯑学习֚难和侶学习成效的过程加深对学生学习情况的了解，有利

于提ଯ课程校本化的程度。ځ次，教师٩据学生学习的需要和特点，对和选定课题࣬关

的现有课程内容和教材进行调整，㞅㭨课程内容，调整教学ख़点和理勫教学勫ׇ。最后，

教师通过研究课不同教学ൻ㣞的共同备课、实践和检验，ϕ࣬ڗ剟伲อ，尝试和推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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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法和策略。本文以下ϩ会Ҕ不同的个案来展Ң课堂学习研究ӵՖ促进香港校

本课程的开发。 

（（（（一一一一））））增进对学生学习难点和ख़点的了解增进对学生学习难点和ख़点的了解增进对学生学习难点和ख़点的了解增进对学生学习难点和ख़点的了解 

在研究初始，研究组的教师需要先确定一个研究课题，通த是学生㠀学ӳ或教师佩

ளࡐЋ的课题，ӵ有个学校初二的म俟教师选了“Γ㬏代词”㤄个课题，Ӣ为Ӵ䜹的学

生ࣗԿ到了初ΟΨ不会正确٬Ҕम俟Γ㬏代词。㨏ฅ教师䜹ς经在初一Ҕ一乳课专剫去

教Γ㬏代词的不同式及Ҕ法，而且在初二Ψ进行了ᯕ习，ё是学生还是经த出凿。但

是，学生ѝ要Ҕम俟Ҭ流，就Ѹ定会Ҕ到Γ㬏代词。而Ӣ为㠀学ӳ㤄个最୷本的课题，

以܌。Ѻ䞤ڙࡐ܄侸，学生学म俟的䲹ޕдम俟ځ㻁了学生䶠䶦有效地学习和٬Ҕߔ

研究小组侖为㤄个课题有研究的ᣴॶ
［［［［7777］］］］。 

 

在确立了㤄个课题ϐ后，研究小组进一通过Ӛ种㢐䵿ठ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难

点。२先，Ӵ䜹先䤂佦了教师ϐ前课Ҕ的教材，以了解学生的ς有ޕ侸。Ӵ䜹发现根

据该教材的䷏௨，教师会先䶒学生简单介绍主俟（subject）、倅俟动词（verb）和䤊俟

（object）的定㚜以及“主+倅”和“主+倅+䤊”㝫种ѡη的୷本䶌构，ฅ后就供学生䵼习，

ϩΗ个ѡη的成ϩ，最后教师ω介绍不同㧵的Γ㬏代词在ѡη中的成ϩ，主代词Ҕ

作 subject（主俟），䤊代词Ҕ作 object（䤊俟），܌有߄Ң܌有关س。㜾ฅ，

㤄٤内容ӄ是由教师Ҕम俟来侤授。 

 

次，研究小组对㡌与研究的Ο个班的学生进行前测。前测是针对䩚定的学习内容ځ

而设计的侼㯑܄测试题，以具体而确地ඓඝ学生的学习֚难。ନ了供学生עҔ凿的Γ

㬏代词改正，测试题还要求д䜹解儫改正的চӢ。ϐ后，研究小组对Ο个班学生的เ案

进行ϩ，发现有 85%的学生ૈ㮅改正܌有的凿信，但ځ中 81.7%的学生是利ҔΓ㬏代

词在ѡη中大ཷ的Տ来区ϩѬ䜹的Ҕ法而作为改正চӢ的。 

 

最后，为了进一了解学生҂ૈ正确٬Ҕम俟Γ㬏代词的具体চӢ，研究小组再ܜ

选每班ӚΟ名学生（成䶢ଯ、中、եӚ一名，Ο个班共 9名）进行课前访谈（主要Ҕ广

䛵俏和म俟），了解д䜹เ题思ၡ和学习Γ㬏代词的֚难。倴倸访谈的研究䠑先剱学生

对ѡη䶌构不同成ϩ的理解，ϙΧ是 subject 或主俟，ϙΧ是 object 或䤊俟。䶌果发现

多学生㨏ฅ在म俟课֘过㤄㝫个म俟单词，但对Ѭ䜹的఼㚜并不了解，学生并㠀ඓඝࡐ

教师ς经教过的ѡη成ϩ。而㜾研究䠑剱到䥷该ӵՖ在ѡ中٬Ҕ不同的Γ㬏代词㟭，学

生䜹的ӣเΨ侳实了研究小组根据前测䶌果ள出的䶌论。学习成䶢中的学生俦：ȸಃ

一组Γ㬏代词一定是ܫ在一ѡ俏的开㛮；ಃ二组Γ㬏代词一定是ܫ在ѡη的中剷或者䶌

在ѡη的䶌ܫ在ѡη的中剷；而ಃ四组Γ㬏代词一定要ܫಃΟ组Γ㬏代词一定要；׀

 ȹ。׀

 

୷于以䵿ठ的调，研究小组䶁于找出学生学习म俟Γ㬏代词的正难点。学生

䜹㨏ฅ侢Ր了Γ㬏代词Ӛ种不同的式，但是对于不同在ѡη䶌构中扮演的不同成

ϩ并不了解。܌以д䜹ѝૈ㠾㰢自己的ޔ佩经验，即Γ㬏代词在ѡη中的大ཷՏ，来

区ϩ٬Ҕ㤄٤Γ㬏代词，㤄Ψ是д䜹Ҕ凿Γ㬏代词的主要চӢ。㤄就成为研究小组下一

确定学习内容及ځ关键特征的主要٩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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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每个教学ൻ㣞ϐ后，研究小组会对学生进行后测和课后访谈，以检讨教学成

效，提出进一改善的方案。整个研究课的设计和改善是୷于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调

研究ள出的客观٩据，܌以自ฅ就ࡐ有俦ܺ力。而㤄个通过科学客观的调来侼㯑学生

学习难点和检讨教学成效的法正是课堂学习研究最⛃动教师䜹的地方。ࡐ多教师߄

Ң，在进行完课堂学习研究ϐ后，д䜹对学生学习的࣮法改变ࡐ大。而对学生学习情况

的进一了解，正是激励教师䜹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改善教学策略的最佳动力。有Տ

教了二十多年䜐的教师ࡐ有ག⛃地俦，“教师䜹教学的难点在ব，就是我䜹不ޕၰ学生

为ϙΧ佩ள难，为ϙΧ㤄Χ㦲的题目佩ள难，为ϙΧ我教ளٗΧమཱգ还是不ᔉ。我

䜹ࡐ不ᔉ为ϙΧд䜹不ᔉ。ޔ到我䜹Ϟ年进行了课堂学习研究，针对㤄个课题，合Ӛ

Տ教师的ඵૈ和教育学院专家的㡸偊ཀ见，我䜹䶁于找出学生正的学习֚难。ѝ有ඓ

ඝӳ学生的学习֚难，我䜹ωૈע课备ள更ӳ，ωૈ教ள更ӳ。” 

（（（（二二二二））））调整现有教学内容的Ӽ௨调整现有教学内容的Ӽ௨调整现有教学内容的Ӽ௨调整现有教学内容的Ӽ௨ 

୷于对学生学习֚难的进一了解，教师䜹在教育学院研究䠑的协助下，对本校现

行的课程内容进行䤂佦和অ改，或增伲，或㞅㭨或调整教学ख़点和次ׇ，䞼求找出供本

校学生ඓඝ܌选课题的最佳校本方案。 

1、、、、增加关键的教学内容增加关键的教学内容增加关键的教学内容增加关键的教学内容 

在一个ނ理个案中，教师ϸࢀ该校初Ο同学在ಃ二学ය学习ѳय़剂成Ⴝ的课题有֚

难。于是研究小组访剱了Ο个ଯ一的同学以检д䜹学习该课题的成效。进行访谈的研

究䠑在ਫय़ڰ定一य़剂η，在剂η前य़ڰ定一Ѝ冫㬖，剱学生䜹冫㬖通过ѳय़剂的成

Ⴝ在ব里。ځ中一Տ成䶢最ӳ的ζ同学俦冫㬖的Ⴝ在剂η后य़，并且ނຯ和Ⴝຯ࣬。

接㰢研究䠑剱Ӵ，ӵ果Ӵ֤的Տਊ到働僴的地方，冫㬖的Ⴝ在ব里。Ӵӣเ俦不变，

Ӣ为冫㬖和剂η㠀动，而且Ӵ㣣的Ӏ䵸图Ψࡐ标。根据ζ同学的ӣเ和Ӵ以۳Ե试

的情况，㤄Տζ同学对该课题ඓඝளࡐӳ，该课题՟Я不是难题փ。ё是㜾研究䠑剱Ӵ

学习该课题还有ϙΧ֚难㟭，Ӵ的เ案供研究小组ࡐӞ‡。Ӵ俦，要עӀ䵸图和Вத生

Ӵܴܴ࣮见冫㬖的Ⴝ就是在剂ηय़的，ё是根ࢲ难。Ӣ为在Вத生ࡐ起来س现ຝ世ࢲ

据Ӏ䵸图，冫㬖的Ⴝ㣣到剂η后य़去了，Ӵ佩ள܁ڻࡐ。㜾研究䠑剱Ӵ是ց࣬ߞӀ䵸

图。Ӵ俦，不由ளգߞ不ࡽ，ߞฅ教师和科学家俦Ӏ䵸图是对的，ٗ就是对的。 

 

研究小组㚸㤄Տζ同学的ӣเ找到了该课题学习内容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ȸѳय़

剂成Ⴝ是㱢Ⴝȹ㤄个关键ཷۺ。而㤄个ཷۺ由于在该校٬Ҕ的新课改后主题式的教材中

㞅了，ߡ成了学生学习的ᅪൽ。܌以研究小组的教师㜞定以后在教授该课题内容

䷏௨加ȸ㱢Ⴝȹ㤄个ཷۺ。 

2、、、、调整教学内容的ख़点调整教学内容的ख़点调整教学内容的ख़点调整教学内容的ख़点 

侸䶌构的䤞次由㦲Ε深来䷏௨，但是有㟭㤄㪰的Ӽޕ多现行的教材是根据学科ࡐ

௨并不利于ँ出学科ޕ侸的ख़点方ߡ学生ඓඝ。在课堂学习研究中，教师䜹会根据对学

生学习֚难和特点来确定܌选课题的教学ख़点，并对教材和教学ख़点的䷏௨进行检佦，

以进一理勫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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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凜行利ځৡ，Ѐࡐ初二学生对ԭϩ㹠的僱Ҕૈ力ځӵ，一组㹠学教师发现ٯ

和利৲㤄一单元的ඓඝࡐৡ。该单元的学习要求学生ඓඝ年利、ϩය利、Ӹීය、

单利৲和ᯕ利৲ཷۺ（ӵ图二܌Ң），并会僱Ҕ单利৲和ᯕ利৲㝫个Ϧ式解เ䥷Ҕ题。

㜾研究小组访剱学过该内容的初Ο学生㟭，学生䜹߄Ң学完该课题ϐ后ځ实不ϼ理解

Ӛ个ཷۺ及Ϧ式里的ӷ҆，ѝ是ԝ侢ฯङϦ式来䥷бԵ试。而且д䜹对凜行䝶ᆽ和利৲

ཷۺΨ不ϼ了解。有Տζ同学还俦，利৲是我䜹ӢӼӄ起见，ע冗Ӹܫ在凜行要б䶒

凜行的Ћ䶦偎。 

 

图二 单利৲和ᯕ利৲的Ϧ式 

 
 

研究小组זࡐ在该校٬Ҕ的教材发现学生学习剱题的চӢ。该教材先教单利৲的ཷ

٬Ҕځϐ剷的关世，而ۺ和Ϧ式，并不ϼ㳾调㝫个ཷۺ和Ϧ式，ฅ后再教ᯕ利৲的ཷۺ

ଷ设凜行䝶ᆽ的ٯηΨ与现实生ࢲ㱏乳。儿于现实生ࢲ里ᯕ利৲К单利৲த见，而单利

৲ѝ是本ߎ不㺊Ӹ的特ਸٯη，研究小组对于㛪理该单元的教学内容作出以下Ӽ௨：२

先教授学生“ᯕ利৲”及ځϦ式，ँ出本ߎ㺊Ӹ㤄个ख़点(㤄Ψ是研究课的学习内容)；在

教学㟭٬Ҕ香港㚌生凜行Ӹී利的ٯη，ߡ于学生㩲܌学ޕ侸世س生ࢲ实际，更ӳ地

ඓඝ该单元ੋ及的ཷۺ；在研究课后，再介绍单利৲作为不㺊Ӹ的特ਸٯη，并供学生

由ᯕ利৲的Ϧ式推出单利৲的Ϧ式，以加㳾㝫个ཷۺϐ剷的世س（见图Ο）。 

 

图Ο 对凜行利和利৲课题教学ख़点的অ改建议 

一课本Ӽ௨一课本Ӽ௨一课本Ӽ௨一课本Ӽ௨ 课堂学习研究অ改ཀ见课堂学习研究অ改ཀ见课堂学习研究অ改ཀ见课堂学习研究অ改ཀ见 

先单利৲，后ᯕ利৲ 先ᯕ利৲，后单利৲ 

名㬏：ᯕ利৲ᯕ利৲ᯕ利৲ᯕ利৲； 

      单利৲单利৲单利৲单利৲。 

名㬏：本ߎ和利৲㺊Ӹ本ߎ和利৲㺊Ӹ本ߎ和利৲㺊Ӹ本ߎ和利৲㺊Ӹ； 

      利৲提ڗ利৲提ڗ利৲提ڗ利৲提ڗ、、、、不㺊Ӹ不㺊Ӹ不㺊Ӹ不㺊Ӹ。 

(研究课后ω䥨出Ȩᯕ利৲ȩ及Ȩ单利৲ȩ

名词) 

 

正是Ӣ为对该课题教学ख़点的调整方案是针对学生学习特点来ڋ定的，܌以调整后

的Ӽ௨会К働ִ㜾，ځ教学效果Ψ更ӳ。 

3、、、、理勫理勫理勫理勫教学勫ׇ教学勫ׇ教学勫ׇ教学勫ׇ 

在课堂学习研究中，研究小组还发现学校现行的٤ࢌ单元教学勫ׇ的䷏௨不利于学

生有效地学习，于是研究小组就根据学生学习的难点提出改善的方案，再由㡌加研究的

教师去施教，检验ځ效果，最后ω㩲最有效的䷏௨䵬Ε校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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Ӵ䜹的学生经த会షౄ७㹠和Ӣࢀ中，教师ϸٯӵ，在一个小学四年级的㹠学案ٯ

η者㝫个ཷۺ。而在课前访谈和前测中，研究小组Ψ发现，学生不ૈ有效ϩమ७㹠和Ӣ

η㤄㝫个ཷۺ，Ψ不ޕၰ最小Ϧ७㹠和最大Ϧ䵟㹠的区㞄。在ϩ该校܌Ҕ的教材后，

研究小组发现该教材对该课题Ӛ个ཷۺ教学勫ׇ的䷏௨К働ష㝬（见图四），是成学

生ཷۺష㝬的主要চӢ。于是，研究小组ख़整Ӛ种ཷۺϐ剷的关س，并୷于Ԝ对教学勫

ׇ作出新的Ӽ௨。㨏ฅ，该个案的研究课ѝ是教授७㹠㤄个ཷۺ，教师䜹ځ后的教学是

䩒佩ள新的教学䷏௨К働ӳ教，而学生ܴ，ࢀ新的教学勫ׇ进行。教师䜹过后ϸྣࡪ

对该课题܌有ཷۺ的ඓඝК以۳ӳ。而且，Ӵ䜹通过该课堂学习研究Ψ侖侸到，不ૈ

 。㜾地调整教学设计࡞而䥷该根据学生学习的特点去进行，ڋ教材䷏௨的䶊和ज़ڙ

 

图四 对७㹠和Ӣη单元的教学勫ׇ䷏௨的改善方案 

    教材的䷏௨         课堂学习研究的䷏௨ 

 

 

 

 

 

 

 

 

 

（（（（ΟΟΟΟ））））推广有效的教学方法推广有效的教学方法推广有效的教学方法推广有效的教学方法 

课堂学习研究的进行是以变易学习理论为指导。变易学习理论主䦄，在确定了学习

内容后，要理మځ关键特征，作为课堂教学的ख़点。而且在教学中利Ҕ变易图式来ँ䩒

关键特征。变易图式ё以具有四种фૈ，供学生㩲学习对ຝ及ځ特征进行对ྣ、㛶䵬、

区ϩ和䶵合
侸僱Ҕޕ以教师在研究的过程中ૈ㮅㩲学到的关于变易学习理论的܌。［［［［8888］］］］

到教学设计和课堂实践中，Ҕ该理论来指导实践，再Ҕ实践䶌果来检验该理论的成效，

㤄是供教师ඓඝ新理论，㩲理论和实践䴿密世س的最佳模式。 

 

㟭经ق初二学生进行一ϩ内发ځࢀӵ，在一个关于中文俦俏的个案里，教师䜹ϸٯ

த有㛮㛐׀，或㛐㛮㛐׀。ё是教师ς经在初二学යς经对学生进行了ъ年的俦俏侟

䵼，对于俦俏מѯΨ不㯑地㳾调，ё是学生ӳႽ就是㠀ඓඝ俦俏䶌构㤄个学习内容。研

究小组㜞定僱Ҕ对ྣ的变易理论供学生䤂ᒣ一ϩ内发ق需要有䶌׀的ख़要܄。于是教师

㢏Ⴝ了㝫Տ同学的发ځ，ق开㛮和ҙॊϩ一㪰，㧆ಃ一Տ同学发ق在俦完ҙॊ

ϩ后，就ե㛮不俟了。ฅ后，ಃ二Տ同学ӳڻ地剱Ӵ，գ俦完了䠋ǻӴࡐ䤜ּ地点点㛮。

于是ಃ二Տ同学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发ق。㜾学生䜹࣮到ಃ一Տ学生由于发ق㠀有䶌׀而

成的䤜ּ䢉य़㟭，ה不Ր大ઢ了起来。ё是在ઢ㞴过后，教师供д䜹ϩ㝫个发ق

的不同和效果，通过㤄个对ྣ，学生ૈ一针见Ո地࣮到发ق的䦧䶌是多Χख़要，而且ӑ

ຝߚத深څ。通过一个简单ܴ了的对ྣ，教师ע学生㤄个学习֚难䦒ۭ地解㜞了。 

 

ಃ一单元ಃ一单元ಃ一单元ಃ一单元 

७㹠 

Ӣ㹠 

Ӣ㹠和७㹠的关س 

ಃ二单元ಃ二单元ಃ二单元ಃ二单元 

Ϧ७㹠和最小Ϧ७㹠 

ϦӢ㹠和最大ϦӢ㹠 

小䶌 

ಃ一单元ಃ一单元ಃ一单元ಃ一单元 

७㹠 

Ϧ७㹠和最小Ϧ७㹠 

ಃ二单元ಃ二单元ಃ二单元ಃ二单元 

Ӣ㹠 

ϦӢ㹠和最大ϦӢ㹠 

Ӣ㹠和७㹠的关س 

小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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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后ϸ思㟭，教师߄Ң，д䜹不但发现变易理论的֮Ҕ，而且还߄Ң以后会㝀ໆ

多有س䶘地٬Ҕ变易图式来设计д䜹的教学。而且Ӣ为有Η轮教学ൻ㣞的机会和同٣ϕ

࣬Ѝ，教师䜹ё以在每次教学ൻ㣞ϐ后，开俌ѲϦ地共同䤂佦教学设计的成效，并及

㟭提出অ改方案，再度进行实践检验，同Ј协力共同俽ӊ最佳的教学方案。 

四四四四、、、、䶌俟䶌俟䶌俟䶌俟 

由以ٯηё见，课堂学习研究确实为促进香港校本课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

模式。Ѭ通过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有效的调研究，供教师䜹ඓඝ深Ε了解本校学生学

习需要、难点和特点的有效方法，并加深教师䜹对学生学习的了解。ځ后，通过研究小

组成䠑ϐ剷的通力合作，教师䜹ૈ㮅在学㛼指导和ܻ僒协助的㣞ნ下，䵿ठڶ俌地检验

和䤂佦本校现行٬Ҕ的课程内容、教学材和教学策略，确实地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

对教学内容、教学ख़点、教学勫ׇ和教学策略进行及㟭调整，并ע调整方案б俪实践，

根据教学实践和学生学习的成果来检验教学设计的成效。课堂学习研究正是提供一个㤄

㪰ྍྍ不㯑，针对学校、教师和学生情况进行课程内容校本化的一个س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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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Learning Study Enhanc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ZHANG Yuefe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bstract: Learning Study is a form of Action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judg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based o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It provides teachers with a structured procedure revolving around collaborative 

examining existing curriculum materials, planning, delivery and review of a Research Lesson. 

Participants are generally a group of teachers who teach the same subject and/or year group, 

and a team of experienced researchers. During the process, teachers develop their capacity as 

a curriculum developer. Through detailed and scientific diagnostic pre- & post-tests and pre- 

& post-lesson interviews,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tudents’ learning is greatly 

enhanced. Though only one research lesson is involved, teachers need to examine, adapt and 

improve their existing curriculum, including content,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ir students’ learning. Therefore, Learning Study provides a 

scientific mode for teachers to develop thei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the long run.  

 

Key word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curriculum development; Learning Study;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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