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天王�  
⼩學常識科�五年級�
第⼀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
背景及注意事項�
此⽰例是由本計劃與計劃學校協作時，按實際情況編寫，所有教學設計及資源，包括教

案、簡報、⼯作紙和學⽣作品等，僅供參考。在使⽤有關資源時，教師應考慮學校校情

及學⽣特性，作出調整。�

教師參考此⽰例時，亦應參閱學與教資源庫之前⾔、資優教育理論基礎及結語部分，以

理解資優教育之理念及實踐⽅法。��

此⽰例夾附 1份前⾔、1份教案、3張⼯作紙及 3份評量表。�

期待各教育同⼯能因應學⽣的特質和興趣，把本計劃提供之教學資源，結合學與教經

驗，設計合適的學習活動，融⼊資優教育元素，讓學⽣展現潛能，培育成才。��

各教育同⼯可瀏覽、下載及參考本資源庫的資料，作教育及⾮商業⽤途。所有資源均受

版權保障，版權由香港中⽂⼤學賽⾺會「知優致優」計劃擁有。使⽤時須註明資源出處

為香港中⽂⼤學賽⾺會「知優致優」計劃。�

 
 

 

 



適用級別：五年級
課節（學習時數）：兩課節（共70分鐘）

廣告天王

學生已有知識
- 學生能說出影響消費抉擇的因素

- 學生認識廣告的不同宣傳策略

學習目標

- 學生明白廣告吸引消費者的元素

- 學生能發揮創意，包括設計宣傳新校舍的產品以作義賣籌
款，或將舊校舍物品改良並搬遷至新校舍繼續使用

- 學生能運用吸引消費者的元素，設計和製作具創意的廣
告，並進行拍攝 / 短劇綵排 / 即場物品推銷排練

- 學生能運用批判性思考分析廣告的不同策略，如名人效
應、誇大效用、羊群心態、對專業信服

- 學生能反思個人能力，發揮專長，如領導、美術等，協作
完成學習任務

- 學生能說出製作期間遇到的困難及其解決方法

-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 學生能以持平態度給予其他組別的回饋

教與學策略 適異性教學、提問、分組討論及活動、 匯報、互評和自評

資優教育推行模式 第一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資優教育元素         高層次思維技巧           創造力           個人及社交能力

64 小 學 常 識 科

廣
告
天
王

五
年
級
　
常
識
科



前言/背景
資優教育的目的是要發掘和培育學生的資賦，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機會，讓他們充分發揮

潛能。本計劃學校在其校本發展的優勢下，已嘗試在常識科課程滲入資優教育三元素，

即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及個人與社交的能力，本示例則以培育學生的創造力為其中

一個重要目標。

建基於學校的校本課程「精明選擇」，賽馬會「知優致優」計劃團隊及學校教師進行共

同備課，參考《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課程發展議會，2017），設計

學習活動，優化課程設計。優化後的課程在該校五年級的常識科課堂實施，該校五年級

學生喜歡發問及參與分組活動，大部分學生愛思考，但學習能力差異較大。

協作目標
根據學生的特質和學習需要，檢視和優化常識科校本全班式課程的學習內容和活動

設計，進一步照顧高能力及資優學生的學習需要，讓他們充分發揮創造力和其他潛

能。重點檢視和優化的項目包括：情境設置、產品設計、廣告演譯方法、組員工作

分配等。

基礎理論 /  理念架構
1 .  資優教育與創造力
創造力是定義資優生的其中一項特質，也是培育資優生的三項教育元素之一。根據教

育局在2000年擬定的資優教育的三層推行模式，推動資優教育的其中一環，是在課程

中加入資優教育的三大元素，即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

另外，有關資優的研究指出，沒有任何單一標準可以判定一個人是否資優，但是就創

造力來說，研究一致指出，被認為是資優的人都會顯示出獨特的成就和創造方面的

貢獻，這也是構成「資優三環理論」的依據。Renzulli（1978）提出的「資優三環理

論」主張資優人士應擁有三方面的特質，分別是中上智能、高度投入和熱忱及高創造

力。可見創造力是資優生其中一項重要的特質。

林幸台（1994）認為資優學生之所以需要特殊教育，是因為他們有特殊的學習需求，

因而有必要在普通教育之外給予適當的教育協助。吳武典（2010）指出創造力屬於高

層次範疇的思考能力，因此需要教育的誘發與引導。張昇鵬（2005）則認為資優學

生與普通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與創造思考能力有部分差異，因此教學時應該重視不同

學生的優勢能力、潛能與特質，妥善安排與設計不同層次的教學，才能引導資優學生

進行更具深度與廣度的學習，以激發其創造思考能力的展現。綜合上述，資優學生的

學習內容應具適異性及啟發性，而創造力的培育則是刺激資優學生高層次思考能力的

方式之一。創造力教育能讓資優學生以彈性的態度和多元的視野來看待生活中各項事

物，對其整體生涯發展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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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創造力的意義
Guilford（1956）指出，創造力是多元的反應能力。創造是個體產生一種新的觀念、

產品或融合現有觀念或產品並改成一種新穎的形式。而Wil l iams（1980）承襲了

Guilford的理論，並加以發揮，他認為創造能力包含了認知和情意兩方面，二者相輔相

成，互為補足。認知指流暢性、變通性、獨創性、精進性；情意則指好奇、想像、冒

險及挑戰（林幸台與王木榮，1998）。 總而言之，創造力是個體在環境下結合敏感、

流暢、好奇、冒險等特性，透過思考歷程，對於事物產生分歧性觀點，賦予事物獨特

新穎的意義，其結果不但使自己也使別人得滿足（吳靜吉，1993）。

Torrance指出，創意思維的探討方向及表現特質眾多，是以他們將研究的焦點放在

探索孩子的獨創力、變通力、精進力及敏覺力，以及孩子的創意態度（Torrance, 

1981）。獨創力指新奇獨特的思考，孩子對難題會有不尋常的反應，但亦是一種聰慧

而新穎的獨特見解，並形成不同凡響的結果；變通力指孩子有轉移類別的能力和迂迴

變化的思路，能採取不同的途徑來對問題作出反應；精進力是指看問題有很多意念，

並能深入而完整地描述這些意念；而敏覺力則是指能敏銳地觀察事物；創意態度指可

以包容或接受他人的見解，不會盲目跟風或不接納他人（林幸台與王木榮，1998）。

3 .  創造思考教學模式
陳龍安（1998）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理論，提出「問想做評」創造思考教學模式，即透

過問、想、做、評四組教學策略，增進學生創造思考能力，其基本內涵為：

1. 問：教師設計或安排問題的情境，提出創造思考的問題。當中特別重視聚斂性問題

及擴散性問題，提供機會供學生創造、思考與解決問題。

2. 想：教師提出問題後，鼓勵學生自由聯想，並給予學生作擴散思考的空間，以激發

創意。

3. 做：教師利用各種方式，讓學生邊想邊做，從實際活動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並

能付諸行動。

4. 評：師生擬訂評估標準，共同評鑑，選取最適當的答案，相互欣賞與尊重，使創造

和思考由萌芽轉入實用的階段。當中強調的是師生的回饋與尊重，也是創造思考教

育的「延緩判斷」原則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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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創意思考法
美國心理學家羅伯特‧艾伯爾 (Robert Eberle) 提出一種開展創意的思考法，稱為「奔

馳法」(SCAMPER)，在產品改良中常被應用 (Eberle, 1971)。這思考法共有七個改進

或改變的思考構面，能幫助推敲出新的構想。下表簡列了奔馳法的概要及內容（陳龍

安，2004）：

S Substitute（替代） 何物可被「取代」？

C Combine（合併） 可與何物合併而成為一體？

A Adapt（調適） 原物可否作出調整？

M Modify（修改）
可否改變原物的某些特質，例如意義、
顏色、聲音、形式等？

P Put to other uses（其他用途） 可有設計原意以外的用途？

E Eliminate （消除）
可否將原物變小、濃縮，或省略某些部
分，使其變得更完備、更精緻？

R Re-arrange （重整） 可否重組或重新排列原物的各項要素？

5. 適異性教學及資優教育三元素（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
可參考「引言」的相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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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設計及編排

課節 創意思考
教學模式 課堂內容

1

問

情境：
學校將於下學年搬遷到新校舍，學校邀請學生
參與設計及製作以下其中一項產品
- 宣傳新校舍的產品，以供籌款

- 改良的舊校舍物品，以供搬遷至新校舍使用

應用已學習的廣告宣傳策略，設計及製作廣告
宣傳

想

在設計產品的過程中，鼓勵學生運用創意思考
法，例如：腦振盪、SCAMPER等，自由聯想
產品的設計。

在思考廣告框架上，鼓勵學生應用已學習的宣
傳策略。學生討論廣告的相關內涵與大綱、劇
情內容、對白、角色安排等。

於學校
長假期開展 做

根據組員能力及意願結果，協商工作分配，期
望每一位組員在分組活動中均能發揮潛能。

學生根據產品和廣告設計的初稿，進行實際的
製作，包括產品的美工設計與製作、廣告劇本
與角色排練、劇本的修改檢整，並可選擇採
用短片拍攝 / 短劇綵排 / 物品現場推銷排練等
（適異性元素）。

2 評
強調師生相互的回饋與尊重，並以多元的評估
收集意見，包括學生自評、學生互評和教師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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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策略
本示例依據學校的校本課程，作出一些調整，以提供更適切的學習機會和安排，讓高

能力及資優學生發揮創造力和其他潛能。學習內容分三個部分，簡列如下：

第一部分：學生學習創意思考方法（例如奔馳法）和廣告的宣傳策略。

第二部分：學生運用第一部分所學的創意思考方法，分組進行產品設計、製作，並展

示成果。

第三部分：學生運用第一部分所學的廣告宣傳策略，分組進行廣告設計、製作，並展

示成果。

第一部分的學習內容給予學生基礎知識。基礎知識甚為重要，因為創意思考並不是天

馬行空、無的放矢地幻想，反而必須建立在各領域的知識基礎上，才能顯示其意義與

價值。

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內容，則應用了「問想做評」創造思考教學模式而設計，內容也包

含適異性的元素。學生因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選擇設計和製作的產品，以及演繹廣

告的方法。

討論 
在實踐本示例的過程，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提供機會予資優 / 高能力的學生發

揮潛能，並培育和發揮學生創造力為核心目標。課堂觀察和產品的質素可反映有關的

學習成效，綜合的結論和建議簡述如下：

1 .  學生的整體學習見成效
學校在校本發展的優勢下發展常識創意學習，學生不單在敏覺力、精進力、變通力及

獨創力各方面有所提升，面對不同意見時，學習態度也較以往開放，樂於接受及欣賞

他人，創意的學習氣氛也有提升。另外，只要有機會獨立思考，學生便會發揮創造

力。教師察覺到學生具敏銳的觀察力（敏覺力），他們能夠以變通方法處理問題（變

通力），還能細緻地描述（精進力）及發揮獨持的創意（獨創力）。另一方面，學生

在創意的態度上亦有顯著的進步，在創意學習的過程中學會尊重及欣賞不同意見，在

學習態度上，則開始不拘泥於生硬的「對」、「錯」觀點。

2 .  學生展現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
高層次思維技巧
在製作產品和宣傳廣告過程中，學生表現非常投入，遇到製作有難處時，都會設法克

服和解決，展現高層次思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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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
本示例中的不少學習活動，均能讓學生思考和發揮創造力。學生應用所學，包括創意

思考方法和廣告宣傳策略。學生製作的產品獨特和多元化，廣告亦富創意，拍攝手法

不錯，內容生動有趣。

個人及社交能力
大部分學習活動以分組形式進行，提升學生的個人及社交能力。從觀察所得，在分組

分享個別的設計時，學生投入參與並給予意見。

3 .  優化課程設計助學生發揮潛能
根據原有的校本學習活動，作出變動，以提供更合適的學習機會，讓高能力及資優學

生發揮創造力。

真實情境設置能提升學習意義
過去的學習活動是先讓學生運用「奔馳法」改良隨意自選的物件，再應用課本知識設

計廣告，以宣傳該產品。本示例則以遷校的情境作引入，讓學生產生共鳴，加強活動

的意義，提升學習動機。

適異性教學照顧不同學習者的需要
學生能選擇製作的產品及廣告的演繹方式，實踐適異性教學，既配合學生的個人生活

經驗、能力及興趣，而教材的選取和課程的組織，都照顧了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按強項和興趣分配工作有助發揮潛能
組內的工作分配按照學生的能力和興趣編排，按組員的共識，製作產品及廣告。學生

學習動機和投入度高，有效地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果。以下為分工的方式及安排： 

自我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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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能力及興趣編排意願

學生因應強項和興趣，負責不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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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生的強項和興趣分工 

4 .  實踐困難及改善建議
礙於課時不足，產品和宣傳廣告製作過程，大部份都是在假期進行，以致教師未能從

旁指導和即時給予學生回饋。如能安排在課堂上進行部分的製作，效果會較佳，除了

可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外，教師亦可發掘學生的潛能。教師亦可觀察學生的表現，給

予正向的鼓勵，進一步提升創造力。

學生的表現供校內學業成績評估之用，以致在活動設計時須考慮這個因素，加添了限

制。設計有關創造力的課程時，建議以質性的回饋為主，以鼓勵學生發揮無限創意。

5 .  結論
要照顧高能力 / 資優學生的學習需要，不需要大費周章，只要就他們愛思考、尋根究

底、好奇及主見多的特質，在一般學習活動中作出小變動，就能夠設計出更合適的學

習活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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