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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春节假期注定是难忘的。一场新冠病毒令全球陷入恐慌，各国都严阵以待。为

了减少疫情的扩散，全国各地都在春节后开始停课。学生留家学习，学校全面实施“停课不

停学＂的在线教学措施，香港也不例外。 

  突发性的停课令每所学校都要即时启动在线教学系统，即使每所学校和教师的准备度都

不尽相同。香港学校采用的在线教学形式大致有三种：(1)教师预制教学视频，学生自行上

网观看；(2)实时直播教学，但基于学生家中装置不同，部分可以双向互动，部分只是单向

接收；(3)选用坊间的电子学习资源，以上三种都会配合网上课业。 

  在停课初期，大家都在优先解决技术问题，这关乎生存，不解决不行。停课至今三周，

教师由手忙脚乱到逐渐适应，心理上也由抗拒到慢慢接受，报章上有不少有关在线教学领航

学校的报导，教育局高层也在发布会展示不同的电子学习资源，表示停课不会影响学生的正

常学习，一切似乎都已走在轨道上。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面对这场世纪战“疫”引发的长时间停课，教育界可以做的已经做

完了吗？都已经做好了吗？我们有好好利用这次停课的契机吗？ 

  疫情是危机，停课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何因势利导，利用停课的契机进行学校、教师、

学生和家长的发展，化危为机，是值得学校领导慎思的重点。 

 

（一） 教学范式转移的契机 

1. 抓紧教师专业发展的时机 

香港在 1998年开始推行信息科技教育策略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已超过 20年，期间

有一批走在前端的学校，无论技术、使用率和教师专业都站在领航位置；但普遍而言，

在线教学仍未能普及为每所学校的教学常规。这次停课制造了在线教学的必须性，不

少以往对在线教学一直采拖、慢、避态度的教师都被迫上马，赶紧学习成了生存需要。

学校领导绝对不要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专业发展机会。笔者建议不用急于追赶最先进

的技术，反而应先分析校情的需要。以我校为例，校内有一群 IT技能强但教龄浅的

年青老师，同时有一群教学经验丰富但 IT技能较弱的资深老师，我们把这两组老师

按科目一一配对，合作设计在线教材，互相补足，一起提升。每所学校的发展需要不

同，学校领导必须审时度势，适切比求新、求多更有用。 

 



2. 由抓技术到抓质量 

停课三周，不少在线教学的技术问题已在多方协作之下陆续得以解决，解决了技术问

题后，就应把焦点调较到教学的质量方面。技术只会让我们能教，但不会令我们教得

好。无论你喜欢与否，在线教学都已经是教育的趋势，这一步只会愈走愈快；与其花

时间在犹豫与质疑，不如务实地钻研善用在线技术提升学与教质量的方法。面授教学

与在线教学有什么分别呢？在线教学特点优势能更好地应用于哪些内容的教学？更适

用于哪些教学方法？在线教学如何照顾学生差异？在线教学要抓质量，可以从这几方

面作深入的思考。 

 

3. 发展多元化网上课业 

停课期间，学生不能回校提交实体家课，于是，所有课业都变作网上版。此举颇受老

师欢迎，因为大部分题目都由计算机批改，更可以分析学生作答情况，让老师针对性

跟进。除此之外，网上课业的优点是更多元化，除了文字之外，也可以用声音、图像、

录像等形式进行。教师更可以设置共赏平台，请学生上载作品，供老师及同侪留言指

正、点赞评赏，有时展示互评比精批细改更有效；老师亦可以上载具思考性的题目，

开放讨论空间，请学生发表个人观点，师生、生生同时互动，学生从不同的观点进行

反思和自我修正；笔者亦见过有老师在平台发放故事开端，请学生接力续写，进行空

中创写接龙的活动，过程中互相激活创意，完成后互相点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网

上课业不应停留在实体家课电子化的层次，如何善用在线的优点，发展多元化的网上

课业，值得进一步钻研。 

 

（二） 推动生命教育和价值思辨的契机 

  停课以来，教育界在“停课不停学＂的指挥棒下，全力制作在线教材，把停课对教学进

度的影响减至最低。在学科教学方面，老师都高效地完成任务，短时间已拍了大量教学视频，

然而，学校除了学科学习之外，还有培育学生成长的板块。这次疫情与防控正好是一本活生

生的生命教育教科书，我们有好好利用它吗？ 

 

1. 健康与生命 

疫症当前，死亡可能就在咫尺之间，每个人都突然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健康的可贵。

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跟学生分享抗疫期间的防疫措施，以及日常生活中保持身心健

康的方法；我们更可以透过疫情的发展和“疫＂境中的人和事，与学生一起探讨生命



的价值。疫情让我们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但也让我们更爱惜生命，如何在逆境中保持

正面思考，发掘逆境的意义，正是这次疫情给我们的功课。 

2. 公德心与公民责任 

面对生死存亡，正是考验人性的关键时刻。在疫情开始至今，每天铺天盖地都是疫情

的新闻——既有得悉确诊向医护吐口水的病人、囤积口罩高价发售的无良商人、私自

逃跑的隔离人士，也有甘冒性命危险赶往武汉声援的医护人员、把仅余的口罩送给清

洁工的小市民……每一件事都值得跟学生分享讨论，进行价值思辨。当要做抉择时，

应该先考虑个人需要还是公德？甚么是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权与责有矛盾吗？垂手可

得的活教材，不善加利用实在可惜。 

3. “疫＂境中爱的教育 

身处“疫＂境，口罩成了每个人防疫的盾牌，挂上口罩的脸容都带点冰冷和忧虑。为

了防疫，朋友不敢聚会，家人也不敢太亲近，一场战“疫＂好像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拉得远远的。然而，疫情愈冷酷，人就愈需要爱的温度。除了关心家人之外，我们有

没有关顾小区上的弱势社群吗？街坊邻里中有独居的老人家吗？有行动不便的残障人

士吗？我们可以跟学生谈谈如何在“疫＂境中送爱。 

4. 面对恐惧与理性思考 

每逢天灾疫症，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抢购潮——2003年沙士时疯狂抢购白醋和板蓝

根、2011年日本 311事件的“盲抢盐”，直到今次新型肺炎，市民还是受谣言影响

而疯抢清洁用品和粮油食品，连卫生纸也成了抢购目标，学生面对这种情况会有甚么

感受和评价呢？从事件可以看到当人面对恐惧时会丧失理性，不辨真伪地听信传言，

那该如何面对恐惧，以及如何在恐惧中保持理性思考呢？疫情中的生活事件，正好是

思辨教育的教材。 

 

（三） 学习自我管理与发展兴趣的契机 

突然的停课扰乱了学生平日作息有序的生活，如果没有足够的自律和规律，时间就

会白白溜走。除了虚耗光阴，更可能会养成不少坏习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培养自

我管理能力和发展兴趣的好时机。笔者制作了一段“停课日子怎么过？”的视频，

教导学生编订作息时间表，每天设定阅读、运动、做家务、学习及适度上网的时间，

同时每天都安排一段自由时间，鼓励学生利用停课的空间发展个人兴趣，并利用文

字和图片纪录自学的过程，待复课后与老师和同学分享。 

 



 

 

（四） 家校合作的契机 

要学生做到自我管理，善用停课的空间，家长的参与绝对不能少。学生在家学习是

否成功，最关键而责任最大的人是家长，所以在停课这件事上，一定要把家长拉进

来。在线学习的对象除了学生，也可以是家长，透过网络进行家长教育，制造家校

合作的契机。在抗疫期间，家长需要以身作则，做好防疫措施，保护自己，关顾他

人，作为孩子的榜样；家长应该协助孩子建立作息有序的生活习惯，更应好好利用

停课的空间，陪伴孩子，多进行亲子活动。没有家长的配合，“停课不停学＂不容

易做得到位。学校希望家长配合之前，必先了解家长的困难和需要，我们会透过班

主任的“阳光电话＂定期与家长和学生沟通，在有需要时提供辅导与支持。 

 

  疫情爆发是全球性危机，新加坡和澳门应对疫情的手法备受国际肯定，更增加了市民对

政府管治的信心，成功转危为机；停课处理得不好，也可以是学校的危机，所有危都存在机，

学校领导要懂得因势利导，善用停课的契机进行发展；教师要善用停课的契机突破教室课的

模式，利用在线学习的优势提升学与教效能，发展更多教学的可能性；同时好好抓住疫情与

防控这一主题，进行生命教育与价值思辨，从中培养良好的品德和价值观。“停课不停学＂

实在不应止于学科教学，也不应只是把实体教学视像化，“不停学＂的人也不只是学生；拓

展内容，突破模式，在“疫＂境中教学相长，这才是真正的化危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