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日分享

理念篇

 結合EduVenture及社區地圖進行議題教學

操作篇

 利用EduVenture促進通識教育科的協作學
習初體驗



「社區地圖 x「 EduVenture
x

「通識教育科」 結合



議題選取

技術憂心

時間考慮

學生適應
考核需要



學生背景

• 專注力稍遜，對體驗實踐式的
學習較有興趣

• 對文字興趣意欲及處理能力不
高

• 同儕關係可引發互動學習
• 社經地位稍遜，知識層面也未

必廣闊

守規

VAK?



學生對社區地圖的認識





閉門造車？



社區地圖1.0
 構思目的：作為考察紀錄



社區地圖2.0

 構思目的：嘗試結合IES



結合地圖研習專題探究
教學階段 地圖功能 數據運用 IES階段

1. 自設觀察範圍，
以圖像及文字展示
觀察主題、其分佈
及特色等。

‧提高研習動機
‧認識及初定探究
範圍

‧個人觀察統計 A （+ B）

2. 報告及提問，小
組優化地圖

‧收窄探究主題
‧篩選合用的資訊

‧個人觀察統計
‧訪問

A （+ B）

3. 小組探究
（設題、定焦點、
第一輪資料搜集及
處理）

‧引入議題
‧一手資料的其中
一項來源（例如數
據印證）

‧個人觀察統計
‧網上官方數據

A + B + C

4. 報告及提問，小
組優化報告，列初
步結論

‧一手資料的其中
一項來源（例如數
據印證）

‧一二手資料互相
印證 （說明現象
及數據的關係）

A + B + C + D



社區地圖3.0
 構思目的：以議題教學(社區規劃、重建) 作為

切入點＋結合EduVenture ＋ IES



總結：社區地圖特色
 訓練繪圖者的觀察力

 容易幫助繪圖者定更具焦點地發掘個人興趣所在

 親手繪製地圖更能突顯觀察範圍的某一個主題

 非文字模式繪圖者自主性更高，更能激發其擁有感

 技術及所需準備的要求不高同樣呈現了學生另一方
面的才能，如藝術，觀察能力 （更能照顧學習差異）

配合提問



引入資訊科技輔助教學

 低端技術高端科技化

 EduVenture的配合角色框架

 多元化的題型 / 表達方式



課堂經驗分享
 1-2堂（70分鐘）

 分組社區考察

 6 - 7人一組（3 - 4 ipad） 3組

 考察主線：

1. 社區發展下---長沙灣區內的經濟活動

2. 社區變遷下---居民生活狀況的改變

3. 社區重建下---城巿的可持續發展及環境保護

額外任務：觀察區內可供（合法）泊車的位置、
綠化的情況、紀錄即將重建的位置、休憩用地位
置、紀錄回收設施的位置



 3-4（70分鐘）

 各組就搜集之數據，簡單歸納匯報

 就各組匯報後，老師補充，同學提問

 就組內搜集之資訊，繪畫地圖（可單人或
小組）



考察長沙灣



結合EduVenture的好處

 明確地點分布

 具體提問

 更簡易回應

 尋寶式神秘感



EduVenture
(http://ev-cuhk.net/)









設計三條不同類型的問題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