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會「混合式學習」計劃 

教學短片製作指引及評核準則 

 

不少教師會親⾃製作短片，作為翻轉課堂或混合式學習的教學材料，供學⽣在課前預習或課後

溫習。此指引旨在提供全⾯的指引及評核準則，供教師評估短片的質素和其對學習的功效。 

 

製作教學短片時，教師應留意以下三個範疇： 

1. 教學設計：表達⽅式是否有助學⽣容易吸收知識，達到短片的學習⽬標，並促進主動

學習（active learning） 

2. 教學內容：教授的內容是否準確，難度是否合適，以及與教學⽬標或相關學習活動的

關聯性等 

3. 技術事項：短片的視訊、⾳效質素是否良好，令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都能有效掌握

短片的學習內容 

 

教師可以根據以下評估項⽬及準則，為⾃⼰或同⼯評估⾃製短片的質素。如教師認為評估項⽬

與短片的教學⽬標沒有關係，可以予以忽略。如評估項⽬出現「有待改善」，建議教師仔細審

視，作出相應的更正及修改。 

評估項⽬  評估準則 

良好  ⼀般 有待改善 不適

⽤* 

教學 

設計 

1．有助主動學習:學習

⽬標（引導性問題） 

學習⽬標明確；有相

關的引導性問題，能

有效促進學⽣思考學

習⽬標 

學習⽬標沒有明確提

出；有少量相關的引導

性問題，能⼀定程度促

進學⽣思考學習⽬標 

沒有提及學習⽬標； 

沒有使⽤引導性問題來

促進學⽣思考學習⽬標 

  

2．有助主動學習:學

習活動 

有豐富的主動學習活

動（如提問、問與

答、練習等） 

有⼀些主動學習活動 沒有任何主動學習活動   

3．學⽣投入度：短片

長度 

短片長度適當，能保

持學⽣的參與度，⽽

不會添加不必要的信

息 

短片有點太長或太短，

有⼀些不必要的信息，

可能會分散學⽣的注意

⼒ 

短片包含⼤量不必要的

信息，可能會分散學⽣

的注意⼒ 

  

4．學⽣投入度：表達

⽅式及語氣 

教師說話⽣動有趣； 

授課⽅式能吸引學⽣ 

教師說話頗⽣動；但授

課⽅式未必能吸引⼤部

分學⽣ 

教師說話⽅式過於⽣硬

或正式；授課⽅式對學

⽣沒有吸引⼒ 

  



5．學⽣投入度：教學

節奏 

教學節奏合適，能保

持學⽣的參與度；教

學節奏與學習⽬標相

符 

教學節奏稍快或稍慢，

較難保持學⽣的參與

度；教學節奏在某種程

度上與學習⽬標相符 

教學節奏過快或過慢，

無法保持學⽣的參與

度；教學節奏與學習⽬

標不相符 

  

6．認知負荷：短片內

容的分段 

短片內容有合適的分

段，每段的長度適

合，不會為學⽣的認

知及學習帶來負荷 

短片內容有作分段，但

部分段落稍長或稍短，

可能會為學⽣的認知及

學習帶來負荷 

短片內容沒有合適的分

段；有些分段太長或太

短，會為學⽣的認知及

學習帶來負荷 

  

7．認知負荷：信號 充⾜的視覺或⾳頻信

號，⽤於強調重要信

息或關鍵詞 

有⼀些視覺或⾳頻信

號，⽤於強調重要信息

或關鍵詞 

沒有任何視覺或⾳頻信

號，⽤於強調重要信息

或關鍵詞 

  

教學 

內容 

8．準確度及流通性 所有內容準確，信息

是最新的或被廣泛接

受的 

⼤部分內容準確，但存

在⼀些⼩錯誤或過時的

信息 

內容有嚴重的錯誤，及

有嚴重過時的信息 

  

9．難易度 因應學習⽬標，短片

的難易度合適 

因應學習⽬標，部分內

容太難或太容易 

因應學習⽬標，很⼤部

分的內容太難或太容易 

  

10．與學習⽬標的相

關性 

學習內容與學習⽬標

直接相關 

⼩部分內容與學習⽬標

沒有直接關係 

很⼤部分的內容與學習

⽬標沒有直接關係 

  

11．與學習活動的相關

性 

學習內容與學習活動

（如提問、問與答、

練習等）直接相關 

⼩部分內容與學習活動

沒有直接關係 

很⼤部分的內容與學習

活動沒有直接關係 

  

12．內容涵蓋 ⼤部分與學習⽬標相

關的內容，都有充分

的涵蓋及闡述 

⼩部分與學習⽬標相關

的內容，未有充分的涵

蓋及闡述 

與學習⽬標相關的⼤部

分內容，沒有得到涵蓋

及闡述 

  

13．來源和參考⽂獻 所有來源和參考⽂獻

都有清楚地說明 

⼩部分來源和參考⽂

獻，可能未有清楚地說

明 

沒有清楚地說明來源和

參考⽂獻 

  

14．版權 未發現潛在的版權侵

權⾏為 

⾄少識別出⼀種潛在的

版權侵權⾏為 

⾄少確定了⼀項極有可

能的版權侵權⾏為 

  

技術 

事項 

15．⾳頻效果 旁⽩⾳效非常清晰，

幾乎沒有背景噪⾳ 

旁⽩⾳效⼤致清晰，偶

爾夾雜背景噪⾳ 

旁⽩⾳效不清晰，經常

有背景噪⾳ 

  

16．視頻效果 短片畫⾯有出⾊的解

像度；曝光度和聚焦

度出⾊  

短片畫⾯有良好的解像

度；曝光度和聚焦度良

好  

短片畫⾯的解像度不

⾜；有曝光過度、曝光

不⾜和/或失焦的問題 

  

17．輔助功能：字幕/

講稿 

有提供同步字幕和/或

講稿 

部分內容有提供同步字

幕和/或講稿 

沒有提供同步字幕和/或

講稿 

  



18．輔助功能：字體

和顏⾊ 

⽂本清晰可讀，字體

⼤⼩和背景顏⾊合適 

⽂本有⼀定的可讀性；

部分⽂本需要調整字體

⼤⼩和/或背景顏⾊，以

使其更具可讀性 

⽂本不是清晰可讀的；

許多情況下需要調整字

體⼤⼩或顏⾊，以使其

更具可讀性 

  

19．適⽤於⾏動裝置 可以在⾏動裝置上清

楚地觀看短片 

可以在⾏動裝置上觀看

短片，但有些細節可能

難以看得清楚 

無法在⾏動裝置上觀看

短片; 或 

在⾏動裝置上觀看短片

時，某些關鍵信息會喪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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