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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C10 校本「讀寫結合」課程:
 

再思與再行

以行求知
 

─
 

體驗‧探究‧求真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二零一零年三月六日

佛教林金殿紀念小學
黃淑芳老師
李雅緻老師
朱慧卿老師
鄺楚瑤老師

羅綺蘭女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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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寫結合主張閱讀教學和寫作

 教學結合，老師在寫作前安排

 一些配合寫作題目的讀文去施

 教，學生就有足夠的寫作材料

 及意念，作品的表現應該不再

 「流水賬」。為什麼我們也是

 應用這個流程，學生的表現的

 確是配合寫作題目的內容，但

 是他們在緊扣文章主旨，安排

 情節的詳略，選擇重點素材去

 突出文章的中心思想方面，都

 未如理想?」

「學生寫作時沒有大綱就內容空

 泛，是學生的認知問題抑或是

 我們讀寫結合的取向比較偏向

 內容，忽略處理由閱讀能力遷

 移到寫作表達的能力?既然讀

 寫結合的策略已推行了這麼

 久，我們又可以怎樣評鑑自己

 的教學，從中得到深層啟發，

 為自己的專業發展找到更優化

 的路?」

愉快的親子活動(約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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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 提供一個平台，
 進行專業對話，以求對真相有
 更深入的認識和掌握，具備更
 專業的知識和能力外，不斷進
 步的勇氣

‧

 
修訂原有的讀寫結合課程，客觀地

 把潛藏的思維觀念進行分析，並與

 課室產生成的問題反覆對照，尋找

 自己及中文科同工在發展課程背後

 的觀念改變

以行求知
 

─
體驗‧探究‧求真

校本「讀寫結合」課程:
 再思與再行

‧「體驗」:我們和教師在協
 作及進行教研活動中所獲得的
 經驗和感受

‧「讀寫結合」讀寫遷移:不單是改

 變學科內容和教師的技術，更要

 從課文內容、閱讀教學的設計以

 及打通由理解到表達的思維教學

‧「探究」:不再局限於特殊的
 現象，看似尋常普遍、理所當

 然的課堂現象，或是一些被認
 為「行之有效」的教學策略或
 理論

‧藉著高小單元(說明文、片段寫作

 及週記)，總結讀寫結合的概念
(教材觀:怎麼樣的教材才能帶出

 有效的以讀引寫?) (目標觀:透

 過讀寫結合，最重要發展學生甚麼

 能力?) (形式觀:怎麼樣的閱讀

 及寫作活動，才能帶出讀寫遷移的

 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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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閱讀教材及對應的寫作課程

閱讀教學

(教科書課題)
寫作體裁 / 題目

三下：

《遊太平山》

《圓明新園遊記》《快樂的海洋劇場》

記敍文(記事)
《學校旅行》、

《生日會》……

四下：

《推己及人》

《畫龍點睛》

《卡羅納》

記敍文(記人)
《我的同學 / 老師》

記 遊 為 主 記 活 動 為 主

記古人故事、
外國兒童文學

記 現 實 生 活
人 物 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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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評估中文寫作

 教科書提供的同類典型教材不足

 學生未能掌握各種文體基本結構

∴
 

2006年9月開始以三年級為試點，發展校本讀寫課程

小三 小六

實用文：

卡類、書信

實用文：

日記、周記、便條

短文：

記敍文

短文：

記敍文、說明文

針對學生在內容上的弱點(記事沒有重點素材、內
 容沒有延伸情節=說事理只有例子沒有不同方法的
 解釋、情節表面化欠缺深情)

發展原則:校本投入(閱讀範例具文體的認知特色)、閱讀教學
 (閱策配合寫作為主、其他為輔)、進展性教學及評估



6

「讀寫結合」的單元流程
 1.周記

 2.片段寫作與心理獨白
 3.說明文

‧把閱讀教學和寫作教學結合起來，閱讀課時教師誘導
 學生通過具體文字材料去理解文章所要表達的思想

‧學生要從讀文教學中發展「怎樣解題、審題和擬
 題」、「怎樣表現文章的中心」等思維能力，為作文準

 備認知的條件

‧這樣的以讀帶寫教學才強化學生的理解能力，提昇他
 們的表達能力，也是「讀寫結合」概念中互為因果的讀
 寫遷移 教材觀(怎麼樣的閱讀教材才能帶出此等目標?) 

目標觀(透過讀寫結合，最重要發展學生甚麼能力?)

形式觀(怎麼樣的閱讀及寫作活動，才能帶出讀寫遷移的預

 期成果，著重學生的審題、立意、選材、組材等能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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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的:

1.認識週記的格式

2.認識週記的內容架構

--主題句(兩主事+情感定位句)

--主事一及主事二

--情節

--人物反應

--道理句

--總結情感(比喻句)

四年級

實用文 – 週記
‧周記的功能:通過敘事表

 達情感
‧有組織地把一周發生的

 事情，按時序或事件發

 生的先後次序敘述
‧所記的事情能緊扣題

 旨，選材適切抒發情感

 方面要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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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記事流於瑣碎(由內地返港、
 到遊樂場玩耍、玩海盜船)，未能
 抓住重點(難忘)，有條理地記事，
 抒發感情

讀寫結合(閱策)

*透過課文教
 導學生選取一

 星期中較為特
 別的 兩件事來
 作為文章的主

 線，並帶出事
 件中有意義的
 情節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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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一篇內容較為零散的週記引入，從而啟
 發學生的思維。

週記內容:

星期日，我和爸爸一起到超級市場買東西。
星期一，上午上常識課，我因為和同學談話，被

 老師責備。
星期二，上中文課時，進行默書，然後看教育電

 視。
星期三，沒有甚麼事可記。
星期四，上學時，校車遲到了十分鐘。
星期五，放學後和同學一起去圖書館。
星期六，下午去外婆家玩。

讀寫結合(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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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範文解讀週記的架構:

十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六日
這一週，我的作品在學校的開放日中展覽

 (主事一)，又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主事二)，真
 的過得十分快樂。(情感定位句)

星期日(星期)，是學校的開放日，我的圖畫
 在開放日中展覽(主事一)。我和同學在學校玩了

 不少攤位遊戲外，也走到視藝室裏，看看自己的
 圖畫，我更聽到不少同學和家長在讚賞我的圖畫
 呢!(情節)我聽到後，感到十分高興，更開心得笑

 了出來呢!(人物反應)這樣讓我明白到，只要是自
 己盡力做的事，一定會有別人欣賞自己的道理。

 (道理句)

範
 文
 一主題句

 (兩主
 事+情
 感定位
 句)

內容段

主事句

情節

人物反應

道理句

讀寫結合(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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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星期)，是派發成績表的日子，
 我在這次考試中取得很好的成績(主事二)。

 老師在派發成績表時，在班上宣佈我的成績
 大有進步，更恭喜我獲得「最佳進步獎」

 (情節)。我簡直開心得不能相信，放學時更
 立刻把消息告訴媽媽呢!(人物反應)這次的進
 步，讓我明白到，只要肯努力，一定會有回
 報的道理(道理句)。

這一週，我的心情就像吃了蜜糖般一
 樣甜(總結情感---比喻句)。

範文一:續

內容段

主事句
情節

人物反應
道理句

教材觀(怎麼樣的閱讀教材才能帶出此等目標?)

讀寫結合(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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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二:

四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八日

這個星期，我患了傷風，而且我家的金魚死掉了，真令
 我苦不堪言。

星期一，我們一家人到郊外遊玩，最後竟然患了傷風。
 當我們在野餐時，突然，一隻猴子走過來看着我，我立刻逃

 跑，在逃跑的時候，我不小心跌進河裏去，全身都濕透。當我
 上岸時，連打數個噴嚏，我冷得發抖，更染了傷風，真是倒霉
 啊!經過了這件事後，令我明白了凡事都要保持鎮定，否則只會
 好像我一樣，慘變成一隻「落湯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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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的早上，我發現了我家的金魚死了。從此魚
 缸內已沒有牠的踪影，那時我發呆地望着空空的魚缸，回
 想起可愛的金魚。我的心裏十分難過，更哭起來了。從這
 件事，讓我體會了生離死別之苦，也學會了珍惜眼前事物
 之重要性。

這一週，我的心情有如喝了一碗味道苦澀的中藥般
 叫人痛苦萬分。

學生要從讀文教學中發展「怎樣解題、審題和擬題」、「怎樣表現文章的中心」等思維

 能力，為作文準備認知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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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式教學:

(一) 週記的格式(日期)

--
 

利用工作紙一，請學生先在範文中，把格式部份間起來，然
 後請同學找出它們的共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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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週記的選材
--

 
利用工作紙二，請學生先在範文中，把主事一、主事二找出

 來，然後再審視下列的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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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書寫週記的主題句

--利用工作紙三，請學生先在範文中， 找出各篇章內的「主題
 句」，並請學生在「情感定位句」下間線。最後請學生按題目的指
 示，書寫「主題句」(附件三)

讀寫結合(閱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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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寫作週記中的事件

--
 

利用工作紙四，老師提供「主題句」，請同學書寫事件一、二
 的內容。( 主事、情節、延伸)

讀寫結合(閱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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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寫作週記中的道理句
 --

 
利用工作紙五，請學生先在範文中，找出道理句，

 然後根據題目的內容要旨，書寫相關的道理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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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讀寫結合讓閱讀和寫作產生交互作用和緊密聯繫

‧

 
閱讀和寫作是雙向的，表現為兩種組合形式：

1.在進行閱讀教學時，有意識地結合寫作教學
2.在進行作文教學時，有意識地結合閱讀教學

‧

 
學生在概括篇章要點和理解篇章隱含信息的能力比較弱，未能找出篇章各部

 分之間聯繫，從而理解作者表達的意思;周記主要是以記錄個人感受為主，須

 系統地組織相關資料，擷取有意義的事情寫作。題目要求記述做了一次錯誤

 決定的經過和體會，大部分學生只記述經過及結果，但未能就事件抒發相關

 的感受，內容一般，體會、感受方面未見深入;不少學生未能緊扣題旨，選擇

 適切的材料重點記事(2008 年全港性系統評估)
‧

 
要提升這一方面的能力，必須理解上文下理的關係，抓住段落的要點，才能

 準確地概括段落的意思。另外，在閱讀理解的過程中，把篇章理解和
 篇章結構的訓練共同進行，學生能通過篇章訓練，找出作者的思
 路，繼而概括全文主要內容，這不僅能加強辨識段落主題和理解段落關係的

 能力，也能使學生掌握篇章結構在傳意中的作用

丁有寬(1994):「讀」和「寫」是唇齒相依
‧「讀」是理解和吸收，而「寫」是理解和表達

「讀寫結合」讀寫遷移:不單是改變學科內容和教師的技術，更要
 從課文內容、閱讀教學的設計以及打通由理解到表達的思維教學

教材觀(怎麼樣的閱讀教材才能帶出此等目標?) 

「讀寫結合」在小學語文教

 學的應用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李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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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記的事情
 雖配合題旨
 (難忘)，選

 材適切(回
 鄉拜年、放

 煙花)。但
 在抒發情感

 方面十分表
 面(煙花美

 麗)，
沒有加入細

 節解釋放煙
 花過程中如
 何令自己體
 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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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動力車比賽
 讀寫結合例子

‧在閱讀理解的過
 程中，把篇章理
 解和篇章結構的
 訓練共同進行，
 學生能通過篇章
 訓練，找出作者
 的思路

‧繼而概括全文主
 要內容，這不僅
 能加強辨識段落
 主題和理解段落
 關係的能力

‧學生掌握篇章結
 構在傳意中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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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觀(怎麼樣的閱讀

 教材才能帶出此等目標?)

學生要從讀文教學中發展

 「怎樣解題、審題和擬

 題」、「怎樣表現文章的中

 心」等思維能力，為作文準

 備認知的條件

‧

 
學生在概括篇章要點

 和理解篇章隱含信息

 的能力比較弱，未能

 找出篇章各部分之間

 聯繫，從而理解作者

 表達的意思



23

(五年級)範文引入
 

單元說明︰片段寫作與心理獨白

‧開展原因︰寫作零碎，感受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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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級)範文引入
 

單元說明︰片段寫作與心理獨白

‧
 

文體特點︰

1.能找到情緒變化
 的情節安排(先悲
 後喜、先喜後悲)

2.在寫作事情外，
 更能運用心理獨白

表達內心感受(邊
 記事，邊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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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內容表現:文章結構大
 致完整，能按時序或事情

 發生的先後次序敘事，把
 文章分為開首、主

要內容、結語三個段落，
 惟中心段往往過於冗長，
 學生應按內容重點加以

細分，使段意更明確，條
 理更清楚(2008 年全港性
 系統評估)

按表達重點分為兩個片段:

文章的中心思想/主旨是甚麼?(審題)

老師真偉大

哪件事情反映老師真偉大?(選材)

雖生病仍上課

事件中可抓緊哪些重點素材去分段?(分段)

片段(一)課堂初期:一邊教，一邊咳嗽

片段(二)課堂中期:休息一會兒，再講課



26

片段寫作與心理獨白

‧教學目標︰

主要針對選材、情節鋪排

‧教學安排︰

1.先安排範文(閱讀)
2.在文章中劃分片段

3.試寫第一片段(加入心理獨白)
4.試寫第二片段(加入心理獨白)

文體特點︰

1.能找到情緒變化
 的情節安排(先

 悲後喜、先喜後
 悲)

2.在寫作事情外，
 更能運用心理獨

 白表達內心感受
 (邊記事，邊抒

 情)

學生要從讀文教學中發展「怎樣解題、審題和擬題」、「怎樣表現文章的中心」等思維

 能力，為作文準備認知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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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寫作與心理獨白

先安排範文閱讀

1.帶領學生閱讀範文(過山車)，協助他們找出情
 緒變化的情節，讓大家明白，甚麼是片段。

2.讓大家明白，每個片段中，都需要交代當時的
 內心狀況—心理獨白(延伸方法四)。

學生要從讀文教學中發展「怎樣解題、審題和擬題」、「怎樣表現文章的中心」等思維

 能力，為作文準備認知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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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一讀《過山車》，你能說出作者是怎
 

樣把玩過山車的過程分為不同的片段？
(一)坐在座位上，等待

 過山車開動。

(二)過山車開動，

準備在最高點衝下來。

(三)過山車向下衝，

他們成功征服過山車。

學生要從讀文教學中發展「怎樣解題、審題和擬題」、「怎樣表現文章的中心」等思維

 能力，為作文準備認知的條件

http://tw.mjjq.com/pic/20061104/200611040037347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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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不同的片段，作者的心理反應
 

又是怎樣的？
(一)坐在座位上，等待過山車開動。

心想︰不是嗎？就連姊姊都這般緊張，我是不
 是不應該走來玩這種「自討沒趣」的遊戲呢？

(二)過山車開動，準備在最高點衝下來。

心想﹕太空過山車還沒開始最刺激的翻轉，
 我便招架不住它的魔力，真是有點不甘心。

(三)過山車向下衝，他們成功征服過山車。

見到她這樣的摸樣，與她心靈相通的我，腦
 海浮出一個超人的影像。我還對自己說，這
 次該由我保護姊姊了，讓我發揮超人的精神
 去使她克服這頭怪獸吧。

http://tw.mjjq.com/pic/20061104/200611040037347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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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題目分析數據，學生在理解篇章段意和概括
 段旨的表現，仍是六項基本能中最弱的一環

 
概括段落大意是理解文章的重要手段，也是概括

 文章主要內容、中心思想的前提
 

不少學生未能找出段落的中心句，誤以局部的信
 息作為段落大要，或是只直接擷取段落中相關的
 語句作為答案，或只單單理解表層的信息，未能
 歸結要點，概括段落的主題

 
反映學生在掌握語段理解及概括要點時遇到障

 礙。相信這應與學生在閱讀段落時未能緊貼追隨
 資料，把大部分的注意力放在基本的語言處理上
 有關(2008 年全港性系統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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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寫作與心理獨白

3.繼續閱讀範文(寶貴的羽毛球課)，再找情節變化
 和心理獨白的部份。

‧(一)擋不住爸爸的球，想放棄。

心想：即使我再用力，也不可能跳得比爸爸高，
 已經打了近二十分鐘了，難道繼續這樣捱打嗎？
 還是認輸吧﹗

‧(二)成功接球，「戰勝爸爸」。

我想：幸好有媽媽的鼓勵，我才可「戰勝」爸
 爸。

目標觀(透過讀寫結合，最重要發展學生甚麼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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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寫作與心理獨白

4.總結文章的重點︰

透過心理獨白，表達情節的改變，從而帶出文
 章的中心思想。

《過山車》︰在回程的途中，雖然我和姊姊的喉
 嚨十分痛，面上也充滿疲倦的神態，但我倆的

 感情又再次走近一大步。爸媽望著我們在車上
 互相倚偎地睡着的樣子，他們也笑瞇瞇了……

《寶貴的羽毛球課》︰
 

我終於明白到，只要我們
 多努力，不放棄，做任何事情也會成功，如果

 面對不了失敗，輕易放棄，又怎會有成功的機
 會呢？這天，我真的上了寶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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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運用︰
1.認知

 
(老師示範)       

2.應用
 

(師生共作、學生共作)

投入

投入

學生寫作
 

成果

片段寫作與心理獨白

範文的設計︰每篇的範文必須要針對相關的教學

目標，因為這是學生日後寫作的一個重要指標。

目標觀(透過讀寫結合，最重要發展學生甚麼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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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寫作與心理獨白(考卷安排)

目標觀(透過讀寫結合，最重要發展學生甚麼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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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讀中學解題，了解題目的內涵與意義

2.從讀中學概括主旨，表達中心思想

3.從讀中學分段，概括段意

4.從讀中學區分主章主從

5.從讀中學會捕捉重點

6.從讀中學語詞、文句的賞析

7.從讀中學作者怎樣觀察、描寫事物

8.從讀中學作者的開頭、結尾的表現技巧

9.從讀中學各種修辭技巧

「讀寫結合」在小學語文教學的應用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李志宏

‧「讀寫結合」基本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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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觀(透過
 讀寫結合，最

 重要發展學生
 甚麼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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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要求記述做了一
 次錯誤決定的經過和
 體會，大部分學生只
 記述經過及結果，但
 未能就事件抒發相關
 的感受，內容一般，
 體會、感受方面未見
 深入;不少學生未能

 緊扣題旨，選擇適切
 的材料重點記事

 (2008 年全港性系統
 評估)

‧要提升這一方面的能
 力，必須理解上文下
 理的關係，抓住段落
 的要點，把篇章理解
 和篇章結構的訓練共
 同進行，學生能通過
 篇章訓練，找出作者
 的思路，使學生掌握
 篇章結構在傳意中的
 作用

這樣的以讀帶寫教學才強
 化學生的理解能力，提昇
 他們的表達能力，也是

 「讀寫結合」概念中互為
 因果的讀寫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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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段)：
背景句/定義句

 
+ 提問句

 
+ 引言句

(第二至四段)：
中心句

 
+ 說明

 
+ 例子

 
+ 描述一

 
+ 描述二

 + 好處句

(尾段)：
總結短語

 
+ 第一、二、三重點

 
+ 期昐句

說明文單元
 

教學流程及教學難點分享
 

說明文架構

三等內容表現:
1.沒有就列舉的例子詳加說明，以致說理不夠

 深入，內容一般(2008 年全港性系統評估)
2. 多以分類的方法說明事理，但不少學生未能

 有條理地就提議的方法加以歸納，作出總結



40

6CW2 題目要求學生寫一
 篇文章，說明在日常生活
 中應怎樣減少垃圾。不少
 學生都能通過個人經驗，
 提出減少垃圾的方法，但
 沒有加以闡釋及附以具
 體的例子說明，致使內

 容空泛、欠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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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章中心句

題目

技能知識 態度

形式觀(怎麼樣的閱讀及寫作活動，才能帶出讀寫遷移的預期成果，著重學生的審

 題、立意、選材、組材等能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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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上網的好處(節錄其中一段)
其次，上網可以提高我們語文能力。

 (中心句)我們可以瀏覽一些自學網站
 (說明)，如《中文百寶箱》(例子) ，
 只要我們每天登入，自行完網上閱讀理
 解、聆聽練習等(描述一—如何一)，再
 利用網站提供的答案修正及分析答案

 (描述二—如何二)，就能慢慢提升自己
 中文的水平，更提升了我們的自學能

 力。(好處句)

內容段
中心句

 + 說明
 + 例子
 + 描述
 一

+ 描述
 二

+ 好處
 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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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初期作品

其次，上網可以提高我們不同的技能。
 (中心句)我們可以瀏覽一些自學網站(說

 明) ，如《中文百寶箱》
 

(例子) ，只要
 我們做網上練習(描述一—如何)，就能提
 升自己中文的水平及自學能力。(好處句)

檢討：學生寫作「描述」延伸能力
 不足，未能清楚說明如何做才可有
 中心句之效果，中心句也不清晰。

中心句不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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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如何引導學生能自行
 構思「中心句」及「描述—如
 何」之內容呢？

請看附件六年級：工作紙
 內容段重溫(二)(三)

學生認識架構，但未能自行構思「中
 心句」及「描述—如何」之內容，如
 沒老師指導下就想不出內容，教師應
 如何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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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年級

 
中文科

 
說明文內容段重溫(二)

寫作小貼士(一)：下筆寫(描述一、二)時，可從這幾方面想，先問自己兩條問

 題。

問題一：在(例子)這個活動中，你得到/提升到/培養到什麼知識/技能/態度(兩

 種)呢？

問題二：在(例子)這個活動中，遇過什麼人/物，又看/聽/做/哪兩件什麼事，才

 能令你得到/提升到/培養到這些知識/技能/態度呢？
請細閱例子，學習如何構思內容段(一)。

題目：義務工作的好處
首先，做義務工作可以讓我們學習到很多課外知識(中心句)。
例如參加植樹活動，(例子)
問題一：在植樹(例子)這個活動中，得到什麼課外知識？
一般答案：植樹的知識。

答案一定要具體說明是什麼知識，若回答不清楚將難以再具體回答第二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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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在植樹(例子)這個活動中，得到什麼課外知識？
一般答案：植樹的知識。
正確答案：不同植物的生長所需要素及植物的生長過程。

問題二：在植樹(例子)這個活動中，遇過什麼人/物，又看/聽/做
 /哪兩件什麼事，才能令你獲得這些知識？

答案：
在植樹過程中，工作人員會先講解不同植物生長所需的要素，如

 有些植物可種在斜坡，有些植物不需澆水太多等。(描述一)

另一方面，工作人員又會講解植物的生長過程，講解小樹苗是怎
 樣慢慢長成一棵大樹的。(描述二)

寫作小貼士(二)：必須加入一些小補充，即
 
標示的句子，

 意思才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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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例子)這個活動中，你得到/提升到/培養到什麼
 知識/技能/態度(二種)呢？

‧從這個活動中(例子)，你在什麼時候，做過/看過/
 聽過哪兩件事/部分，從而使你增加知識/提升技能
 /培養態度(中心句)？

‧為什麼你能從這個活動中(例子)，能達致增加知識
 /提升技能/培養態度(中心句)？

培養學生自問自答之習慣

描述—如何

描述—為何

中心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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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一)

在什麼時候?

做過/看過/聽過哪事?

在什麼時候?課外活動
 的好處

—態度段

(工作紙五.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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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二)

看電視的好處—態度段(工作紙五.三.一)

做過/看過/聽過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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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三)
旅遊的好處—技能段(工作紙五.五)

做過/看過/聽過哪事?

形式觀(怎麼樣的閱讀及寫作活動，才能帶出讀寫遷移的預期成果，著重學生的審

 題、立意、選材、組材等能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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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內容:

中心句
 



例子
 



描述一
 



描述二
 



好處句
 



問題：在
 

例子中，遇過什麼人/物，又看/聽/做/哪
 兩件什麼事，才能令你獲得這些益處？

另一方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描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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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流程

老師先進行示範提問，並把所有提問的問題紀錄在工作紙
 上，教授有關思考的方式

堂上着學生分組，互相提問並作答。再着學生把自擬題目
 填寫於工作紙上。

訓練學生直至有此思考能力，能自擬描述題後，才安排他
 們寫「描述一」、「描述二」及其他部分。

範文分析—認識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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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能力的層次性

(一)表達的核心

(二)文章的結構

(三)材料的選擇

(四)語言的表述

華東師範大學戴寶雲教授
 (1998)

‧上每一節閱讀課時，老師
 要注意誘導學生將從閱讀課
 所學到的東西運用到寫作

‧寫作能力的要求

(一)審題（命題）的能力

(二)立意的能力

(三)搜集材料的能力

(四)選材和組材（布局謀篇）
 的能力

(五)語言表達的能力

(六)修改作文的能力

「讀寫結合」在小學語文教學的應用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

 
李志宏

閱讀和寫作是雙向的，表現為兩種組合形式：
1.在進行閱讀教學時，有意識地結合寫作教學
2.在進行作文教學時，有意識地結合閱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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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寫對應法
‧1.解題、審題與擬題

‧2.歸納中心與表現

‧3.分段、概括段意與擬題綱

‧4.區別主次與安排詳略

‧5.捕捉重點段與突出中心

‧6.品評課文與自改作文

‧7.從讀中學觀察事物與從作文中練習觀察方法

教材觀(怎麼樣的閱讀教材才能帶出此等目標?) 

目標觀(透過讀寫結合，最重要發展學生甚麼能力?)

形式觀(怎麼樣的閱讀及寫作活動，才能帶出讀寫遷移的預

 期成果，著重學生的審題、立意、選材、組材等能力

 
?)

「學生寫作時沒有大綱就內

 容空泛，是學生的認知問題

 抑或是我們讀寫結合的取向

 比較偏向內容，忽略處理由

 閱讀能力遷移到寫作表達的

 能力?既然讀寫結合的策略已

 推行了這麼久，我們又可以

 怎樣評鑑自己的教學，從中

 得到深層啟發，為自己的專

 業發展找到更優化的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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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2864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支援範圍及重點
校本課程發展及策劃
學校發展主任與教師緊密協作，以主要學習領域、學科

 或專題作為切入點，從不同層面促進學校全面發

 展，支援範圍及重點如下：
規劃及落實能力導向的校本中國語文課程
因應學校需要，發展能力導向的校本中文課程，並兼顧

 各級學習內容「縱」的發展及各單元學習內容

 「橫」的連繫，設計完整連貫的校本教材，以幫助

 學生奠定良好的語文基礎
運用多元化的學習策略(包括小班教學)，提升學生讀、

 寫、聽、說及思維等能力
申請時段: 3月後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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