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師專業發展的形式衆多，但是⼤致都是期望⽼師藉着持續性的專業學習與探

究歷程能有系統地檢視及提升其專業表現(Darling-Hammond and McLaughlin, 1995;

Kennedy, 2005)。在⾹港，⽼師除了修讀⼀些教育碩⼠或專業進修課程外，主要是

透過參加教育局或坊間所提供的活動進修。以STEM相關的活動為例，根據教育局培

訓⾏事曆的資料，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在2017/18及2018/19學年為中⼩學⽼師提供了

約230場專業培訓活動，藉以提升⽼師在課程設計、教學法和評估等⽅⾯的效能。雖

然⽼師們樂於學習，但是因為專業培訓活動以不定期的形式進⾏，因此有關的活動

安排及內容較為零散和被動，往往⽋缺個⼈化的規劃及⽬標。再者，⽼師有時候因

為學校⼯作繁重或交通不便，要抽空外出參加研討會或⼯作坊均有較⼤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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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在早前的疫症期間停課四個⽉，不同學校都因應⾃⼰的校情⽀援學⽣進⾏網上

學習。隨着疫情的急劇發展，復課⽇期⼀再推遲，⽼師在使⽤資訊科技教學上亦有不

同階段的變化。在停課初段，⽼師和學⽣也在適應和探索，⼤家從習以為常的線下

（⾯對⾯）教學，⼀下⼦改為線上教學，⽼師們都抱着「很快便復課」的⼼態，⼀般

以⽐較「被動」（passive）的⽅式（例如：使⽤內聯網發放教材和收集⼯作紙）去

⽀援學⽣學習。然⽽，當復課時間⼀再推遲，⽼師開始掌握線上教學的節奏及⽅法，

教學模式變得「主動」（active）（例如：⾃⾏拍攝錄像教學影⽚）。及後，⽼師再

進⼀步以「互動」（interactive）的⽅式去響應「停課不停學」，配合學校新規劃的

時間表進⾏多元化的實時課堂。⾯對突如其來的線下線上教學模式的轉移，⽼師們是

如何學習和適應過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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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老師專業發展

⾯對21世紀，我們經常強調未來  4C 技能（Future Skills）  ，當中包括創意

(creativity)、明辨思維  (critical thinking)、溝通  (communication) 和協作能⼒

(collaboration）(Urbani, Roshandel, Michaels, & Truesdell, 2017) 。⾯對這⼀次教

學模式的轉移，⽼師們都運⽤了4C 技能去解決不少問題。縱然他們在網上教學時遇

到不少硬件的困難（例如：設⽴收發功課的平台和檢視網絡的安全及速度等）和軟件

的挑戰（例如：整合教學內容和選擇合適的電⼦教學⼯具等），他們卻嚴選教學法，

有創意地進⾏網上教學，與學⽣互動，還透過協作，努⼒地改變教學模式，在危機中

尋找機會。

為了提升教學效能，除了不斷在網上⾃學，⽼師們還會透過群組不時與同儕交流有⽤

的資訊及作深⼊討論。與此同時，不同業界組織亦紛紛⾃發地組織各式各樣（例如：

有關網上保安、網上課堂規劃及使⽤實時評估⼯具等）的分享會。在這⼀陣⼦，⽼師

的專業分享⽂化變得特別活潑和濃厚，「停課不停學」不單改變了學⽣的學習模式，

同時為⽼師的專業發展帶來了新氣象。



⽼師們經歷了這⼀次⾰命性的教學模式轉移，我預想他們不但對⾃⼰的教學模式有更

深的掌握和理解，將來還會定期檢視⾃⼰的教學效能及配合學⽣的學習需要，從⽽規

劃個⼈專業發展的⽅向，並訂定短期或⻑期的⽬標，以提升他們的教學能量。隨著對

線上學習的認識及學習社群的建⽴，我深信⽼師們能不斷豐富及優化現時的專業發展

模式，以多元的⽅式（如：⾯授、錄影⽚段、實時線上⼯作坊∕分享會等）隨時隨地

去學習新的知識，並透過整理、與⼈分享⾃⼰的實戰教學經驗，讓專業學習社群的⽂

化得以在業界推廣。事實上，教育界有不少推廣教師專業發展的組織，例如：教師及

校⻑專業發展委員會⼀直就教師及校⻑的專業發展，向政府提供政策及措施的意⾒，

因此，我期望⽼師們在往後的⽇⼦，除了留意教育局的培訓⾏事曆平台外，也會留意

不同的渠道（如：教師專業發展資訊平台（ PTIPS ））所發放有關進修、分享會的

資訊，參與多姿多采的專業發展活動。

經過這⼀次疫情，⽼師從「被動」、「主動」到「互動」，不但重拾教學節奏和提升

教學效能，更不斷反思如何去適應 (adaptive) 新的教學環境，這不但能在專業階梯上

更上⼀層樓，還為教學⽣活增添⾊彩。這⼀次轉變，相信會為傳統的進修模式注⼊動

⼒，共建⽼師專業發展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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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專業發展的願景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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