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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感到：

•
 

二年級中文科教學書的教學重點零散重點零散，很
 難找出一個「序」，整個教學就不易做到
 循序漸進的原則。

••
 

沒清晰教學目標沒清晰教學目標，無法從課文本身掌握明
 確的教學目的。

••
 

二、三年級寫作要求差距大二、三年級寫作要求差距大，要學生在
 TSA有好表現，三年級教師便感吃力

1. 背景



《教育制度檢討：改革方案》

廿一世紀中國語文教育－－

•
 

以發展聽說讀寫四個學習範疇的能力為
 主導，帶動其他學習範疇 (文學、中華文

 化、品德情意、思維、語文自學)，有機
 結合



檢視教科書－－

1.1. 單元目標單元目標


 
是否我們學校、學生需要的？


 

需要增刪修訂教學重點嗎？


 
若不是用語文能力導向語文能力導向，我們可以從中找到一

 條能力訓練的主線嗎？


 
可以「讀寫結合」嗎？

2.2. 教材教材


 
是否合用？


 

需要重組、增刪教材嗎？


 
精讀、略讀，還是自讀？



單元編置－－

以寫作能力為主
重組單元

以讀帶說寫
建構語文能力

原則：



•
 

讀帶動說、寫

用

吸收

和
 

的結合讀 說寫

學

表達

「讀－說－寫」結合－－



•
 

通過閱讀閱讀擴充我們生活經驗與知識，引導
 我們想像與思考，豐富說話和寫作素材與
 內容，經由模仿，將閱讀能力遷移至說話說話
 和寫作寫作。

•「讀－說－寫結合」有兩個重要機制：

1. 模仿機制

2. 學習遷移機制



輸入(範文)：
精讀
略讀
自讀

輸出(說寫)：
以讀帶寫
模仿遷移
先說後寫

1.1.單元組織重心單元組織重心
2.2.其他語文知識其他語文知識

 技能和態度技能和態度

單元組織重心單元組織重心

寫作指導寫作指導

聽說練習聽說練習

教師評講教師評講

個人創作個人創作

單元組織重心：
語文能力

設計單元的步驟－－

1.1.單元組織重心單元組織重心
2.2.其他其他((如有如有))



(1)
閱讀：
精讀篇章
略讀篇章
自學篇章

(2)
歸類識字

(3) 
課堂活動

(4)
小練筆：
寫作技巧

 練習

(5)
說話：
配合寫作

(6)寫作

寫作能力的建構－－



段落結構
並列句群
承接句群
過度語

篇章結構
故事手掌

記事六要素

觀察方法
多感官(視聽嗅味觸)
多角度(六種行為)

描述細節技巧
聯想

人物反應
人物動作
人物表情

2. 單元編置



單元
 主題

新編的單元重點新編的單元重點((課次課次))

(一)事物的特點(2, 6)
(二) 並列句群(4, 12, 1)
(三)承接句群、過渡語(9, 14, 7)
(四)六種行為 (11, 3)
(五) 連續動作(15, 8, 2, 6)
(六) 並列句群(9, 1)
(七)人物反應(14, 3, 4)
(八)故事手掌(5, 15)
(九)古詩欣賞(11, 12)

上學期

以
寫
作
能
力
為
主

**第一冊 第二冊



單元主題 教材

精讀 略讀 自讀 延伸閱讀

(一)事物的特點 2 6 同步閱讀一,三,
補充範文

(二) 並列句群 4, 12 1 同步閱讀二,六,
補充範文

(三)承接句群、
 過渡語
9 14 7 同步閱讀五,七,

補充範文

(四)六種行為 11 3 同步閱讀六,
補充範文

(五) 連續動作 15, 2, 6 8 同步閱讀七,十,
補充範文

(六) 並列句群 9 1 同步閱讀十一,
補充範文

(七)人物反應 14 3 4 同步閱讀十三,九,
補充範文

(八)故事手掌 5, 15 同步閱讀十,十三,
補充範文

(九)古詩欣賞 11, 12 同步閱讀十二



下學期

單元
 主題

新編的單元重點新編的單元重點

(一)記事六要素,承接句群(2, 13, 8)
(二)六種行為,人物反應(14, 1, 9)
(三)以事情表現人物特點(10, 11)

(四)狀物,多感官描述(7, 8, 9, 6)
(五)聯想(10, 11, 1, 7, 6, 5)

(六)描述人物表情(4, 13, 2)

(七)故事手掌(3, 12)

以
寫
作
能
力
為
主



單元主題 教材

精讀 略讀 自讀 延伸閱讀

(一)記事六要素,
承接句群

2, 13 8 同步閱讀一,
補充範文

(二)六種行為,
人物反應

14 1 9 同步閱讀七,四,
補充範文

(三)以事情表現
 人物特點
10 11 同步閱讀六,

補充範文

(四)狀物,
多感官描述

7, 8 9 6 同步閱讀三,十一,
補充範文

(五)聯想 10, 11 1, 7 6, 5 同步閱讀十二,十,
補充範文

(六)描述人物表
 情
4 13 2 同步閱讀九,八,

補充範文

(七)故事手掌 3 12 同步閱讀十三,
補充範文

下學期



句群

段

篇

詞語填充

補段成篇

全篇創作

寫作形式寫作能力進程

小練筆

正式寫作

寫作訓練

補句成段

3. 寫作課程設計



小練筆    作文



小
練
筆--

填
詞
語

寫
作--

補
段

事物的特點



小
練
筆--

補
句

寫
作--

補
段

承接句群、
 

過渡語



小
練
筆--

句
群

寫
作--

補
段

六種行為

(看)
(做)

(感)

(聽)



小
練
筆--

補
段
成
篇

人物反應

寫
作--

篇
章



困難  vs  解決
困難

教學焦點放在第二段(主要內容)，學生不
 懂得寫作結段

解決

在評講及其後寫作，教學生結段可以寫：
‧總結上文
‧感想
‧所得教訓



故事創作



上學期 下學期

進步明顯，能與三年
 級寫作課程銜接。



選材 寫作題目

生活經驗 例如：我學會了________(有關視藝
 作品)、蜜蜂來了、親子遊戲
 日等

創設情境 例如：難忘的一刻(宣佈突擊默書)、
 描述老師製作聖誕卡的過程

看圖寫作 例如：做個好孩子、小息的時候、遊
 覽動植物公園



4. 寫作能力的建構



4.1 示例一

單元﹕描述人物表情



精讀︰井底之蛙
略讀︰狼來了
自讀：天上的月亮

看圖寫作《難忘的一天》

1.閱讀

2.歸類識字

4.小練筆

6.寫作短文

3.課堂活動

5.說話訓練

活動：表情定格
工作紙：看圖寫作句子

看圖說故事《難忘的一天》

看圖寫作「補段成篇」

教學流程(讀說寫結合)

描述人物表情的詞語



（1）閱讀「描述人物表情」

精讀︰井底之蛙

略讀︰狼來了

自學︰天上的月亮



（2）歸類識字︰描述人物表情的詞語

a.從課文中找出有關人物表情的詞語

井底之蛙 得意洋洋
 

好奇

驚訝

狼來了 哈哈笑
 

淚汪汪

天上的月亮 笑着
 

細心觀察



b.延伸活動︰表情定格

1.出示描述表情的詞語，請學生演繹

2.出示圖片，請學生運用剛才所學的
 詞語描述圖中人物表情



（3）工作紙
 

(課堂活動)

—看圖寫作「描述人
 物表情」的句子。

版
權
所
限
，
未
能
出
示
。



（4）小練筆︰

－看圖寫作「補段成篇」

版
權
所
限
，
未
能
出
示
。



（5）說話訓練︰

—看圖說故事

（6）寫作短文︰

—看圖寫作

版
權
所
限
，
未
能
出
示
。



表現良好

家長評語

‧真的難以想像只
 小學二年級的學
 生能寫到這樣的
 文章，我毫不吝
 嗇的對他說﹕

 「你真棒!」

版
權
所
限
，
未
能
出
示
。



表現一般

家長評語

•
 

可以看圖作文，
 比以前好好多。
 努力加油。

版
權
所
限
，
未
能
出
示
。



表現稍遜

家長評語

•
 

已可以運用六種
 行為和形容表情
 的詞語寫出這篇
 文章，唯部分句
 子未見太暢順，
 但總算有很大很
 大的進步，令我
 喜出望外。

版
權
所
限
，
未
能
出
示
。



其他家長評語
•

 
高程度：

•
 

對看圖造句越來越有條理和通順，希望你
 繼續努力。

•
 

能充分利用描述表情的詞語，令人覺得這
 篇作文很吸引。

•
 

中程度：

•
 

在作文上有明顯進步，但有些地方仍需努
 力和改善。

•
 

低程度：

•
 

今次的作文比上次的作文進步不少。



4.2 示例二

單元﹕聯想



精教︰課業十

 
祖父的白髮

課業十一

 
太陽、綠樹、磨菇

運用聯想創作詩歌

認識比喻句

自修簿︰白髮還像甚麼?

中閱簿︰比喻句

分組活動︰先說後寫

以比喻句表達對家人的聯想

教學流程(讀說寫結合)

1.閱讀

2.歸類識字

4.小練筆

6.寫作短文

3.課堂活動

5.說話訓練



（1）閱讀「聯想」詩歌

精讀︰祖父的白髮

太陽、綠樹、磨菇

略讀︰風在哪兒

太陽是大家的

自學︰寫詩

多彩的賀卡



自修

發揮聯想力，想想祖父的白髮還像甚麼？



中閱

看圖書時，找出當中的比喻句。



小練筆



作文課(熱身活動)

發揮聯想力，想想像甚麼？



學生的聯想－－

Y
雪糕杯

分叉路

街燈

鐵塔

無頭的人

M
山

猪手

魔鬼耳朵

O
冬甩

車輪

糖

時鐘

手鐲

O 嘴



多讀、欣賞詩歌

運用聯想力和想像力

運用比喻比喻和擬人擬人寫出來



作文題目《神奇的大自然》

大自然的景物是多麼神奇、多麼美妙，試運
 用你的聯想力，依照第一節的形式，創作一
 首屬於你的詩歌。請試以星星、月亮、太陽
 或雲為主題，詩歌的三節內容可選擇同一或
 不同的主題。

‧出示大量太陽、月亮和星星的圖
 片，激發學生的聯想

‧小組討論，進行腦力激盪



學生作品



學生作品



學生作品



5. 教學反思



5.1 學生學習方面︰

☺
 

提高了學生的寫作能力

問卷調查結果︰

1.經過老師在中文課堂上的教導，

我的寫作能力進步了。 十分不同

意

0%
無意見

6% 不同意

0%

同意

31%

十分同意

63%



☺懂得將閱讀教學中的寫作知識遷移到
 寫作中，以讀悟寫，讀寫遷移。

2.老師透過課堂教學、工作紙、小練

筆、作文課使我學習了不同的語文知

識，並應用到寫作上 (如過渡語、六

種行為句、故事手掌等) 。

不同意

0%
非常不

同意

3%

非常同

意

63%

同意

25%

無意見

9%



☺提高了學生的寫作興趣和自信。

3. 二年級學期末，我已能寫作一篇約

   120字的文章。

同意

34%

非常同

意

47%

非常不

同意

6%

不同意

0%
無意見

13%



☺檢視下學期期中試寫作試卷

能銜接TSA的寫作進程

☺少部份能力弱的學生會較難跟上課程的進度

處理方法：

1.
 

分層工作紙

2.
 

抽離作小組輔導



5.2 教師方面︰

能更新教師的教學理念，使理論與實踐
 相結合

體會了閱讀教學與寫作教學相輔相成的
 果效

加強了師生及生生的互動性



教材設計需不斷修訂及完善

取材宜具延續性及貼近學生生活經驗

需考慮作文課的課時

寫作前需開展有效的「熱身運動」
 （如︰小練筆、相關的課堂活動、工作

 紙、先說後寫等活動），才能調動學生
 的寫作動機。



～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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