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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教學的優勢

教

 師
•秩序管理較容易

•能運用更多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策略

•評估更多元化和仔細

•更能照顧學生個別學習需要

師

 生
•教師與學生及家長的關係更密切

•更多元化的教學環璄佈置

•更有效的師生交流

學

生

•參與學習機會多，更具自信及願意承擔責任

•學習的方式及進度更具彈性和個人化

•更多同學之間的交流

•更懂得與人溝通和合作

香港教育學院《優化小班教學集思錄》



詞彙不足

初小學生寫作時遇到的困難

缺乏寫作興趣

缺乏生活經驗

缺乏自信
 和成功感

表達能力薄弱

看圖造句 供詞造句 句式填空

如何善用小班教學，在初小推動寫話課



1.以說帶寫，培養學生的寫作興趣：鼓
 勵學生寫自己想說的話，即用文字嘗
 試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感，寫想像中的
 事物，寫出自己對周圍事物的認識和
 感想。

2.讀寫結合，加強識字教學：在寫話中
 促使學生樂於運用閱讀和生活中學到
 詞語。

3.鞏固語文基礎，運用標點符號寫作：
 根據表達的需要，學習使用逗號、句
 號、問號、感嘆號。

國內教育部出版的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

寫話課的內容可概括為以下三項：



課程設計 教學策略 評估

提問技巧

學生參與

小組活動

回饋

學習目標 促進學習的評估

提升小班教學效能的六項原則

Galton, M.(2009). Study on small class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讀寫結合，配合單元閱讀教學目標，
 加強識字教學

重視創設情境，啟導思維

豐富學生的生活經驗，鼓勵學生運用
 所學表達自我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分享重點

詩歌創作 一年級：古詩仿作

二年級：新詩創作

記敘文 一年級：星期天(四素句和時間詞作過渡語)

二年級：小息的時候(個人動作、他人反應、人感句、首

 尾呼應)

二年級：我們的運動會(六種行為句、連接詞作過渡語)



設計適切及多元化的寫作課業，例
 

如：仿作古詩、新詩創作、故事創
 

作、日記、寫謎語、介紹樹葉畫……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學生參與及小組活動學生參與及小組活動

‧配合學習目標，設計具挑戰性和有意義的
 小組活動以說促寫，鼓勵學生「大聲想」
 (Think aloud)

‧充足的指示，教師示範活動流程

‧清晰地講解目標，讓學生了解老師的期望
 和應有的行為表現，善用互動學習技巧



輪流說(Round robin)

發言卡(Talking Clips)

思─討─享(Think-Pair-Square)

組合閱讀(Jigsaw)

排次序(Sequencing)

內外圈 (Inside-Outside-Circle)

學生參與及小組活動學生參與及小組活動



提問技巧提問技巧

強調以讀帶寫，設計不同層次問題

除了理解詞義和內容大要，更着重分析
 文章結構，以及欣賞作者如何表情達意

複述

解釋

重整

評鑑

創意

伸展

祝新華〈閱讀認知層次〉



老師批改→讀者回應的評賞活動

設立個人學習檔案，系統地儲存學
 

生習作，使之成為學生成長的印記

(進展性評估)

設立陳展角和小作家壁報板，展出
 

學生作品，供同學欣賞

出版學生作品集，鼓勵小詩人繼續
 

努力

回饋及促進學習的評估回饋及促進學習的評估



學校背景

‧推行小班教學，已建立合作學習的課堂常規

‧班級結構：09-10--1A(19人)，1B(18人)

10-11--2A(24人)，2B(9人)

‧家長的支援不足，社經地位普遍較低

‧學生生活經驗不足，語文能力稍遜

‧學生樂於學習，投入課堂活動



我們忽略了……



古詩仿作

學習目標

• 以讀帶寫：仿作駱賓王《詠鵝》

• 結合識字教學內容

單元名稱 識字重點

動物真可愛 •動詞：爬、飛、跳……

•動物名稱：猴子、蛇、老虎、狗……

秋天，秋天 •顏色詞：紫、褐、粉紅、黃……

•動物身體部位：嘴巴、尾巴、翅膀……

生活多樂趣 •擬聲詞：嘶嘶、汪汪、嘩啦嘩啦……

•外形：長、短、圓形、正方形



古詩仿作

運用不同層次問題，引導學生欣賞古詩

• 複述：牠們的羽毛是甚麼顏色的？（白色。）

• 解釋：把學生分為兩組，分別負責在詩歌中找出表示顏

 色的詞語和表示動作的詞語，寫在適當的「生字湖」。

• 重整：教師由上到下指着白鵝身體不同部分，請學生唸

 出相對的詩句，引導學生欣賞詩歌的結構。

• 伸展：你認為池塘中的白鵝快樂嗎？為甚麼？（參考答

 案：快樂，因為牠們在又碧綠，又美麗的水中游泳，快樂得向着天

 空唱歌。）

• 評鑒：你喜歡這首詩歌嗎？為甚麼？（自由作答。）

白 綠

紅

浮 撥

歌

顏色詞 動詞



小貓

叫聲：

喵喵喵

顏色：

褐色、白色、黑色、
 灰色

愛吃甚麼：

魚、牛奶

愛做甚麼：

玩毛球，玩玩具

捉老鼠

爬樹、挖泥

睡覺
動作：

爬

跳

抓東西

擺尾、搖頭

特徵：

尖耳朵、長尾巴

大眼睛，會發光

利爪

學生參與
師生共作《詠貓》



《詠貓》

(叫聲？) 

喵喵喵，

(怎樣吃？吃甚麼？)

搖頭/低頭
 

吃小魚/喝牛奶，

(毛色？在甚麼地方？)

褐毛躺牀邊/睡樹上/卧窗台，

(會做甚麼？)

利爪捉老鼠/玩毛球/爬大樹/挖泥沙。



古詩仿作
小組活動

• 以說帶寫，鼓勵學生大聲想(Think aloud)
• 運用概念圖構思說話內容，與同學分享



古詩仿作



古詩仿作

回饋及促進學習的評估

• 向同學朗讀自己的作品

• 師生共同評賞作品（回饋重點：動物的特徵）



新詩創作──蒲公英去旅行
學習重點：

1)認識形容詞疊用(例如：笑盈盈、綠油油、紅通通)

2)運用聯想與想像

3)運用擬人法以提高表達效果

4)運用人看句或人聽句，創作詩句



教學流程

提問學生假如自己變成一棵蒲公英，你會是怎樣

 的蒲公英？(誠實、勤力、善良……)

•引起動機

•重溫形容性格的詞語

請同學填寫「愉快旅程報名表」 •協助學生構思

老師運用簡報引導學生想像蒲公英飛過江河及山

 岡時，它會看到或聽到甚麼
•師生共作



目的地一：江河

江河是怎樣的？ 長長的

在江河上有甚麼東西？ 船兒

看到/聽到船兒在做甚麼？ 散步

我是快樂的蒲公英，
 

飛呀飛，

飛到長長的江河上。

看！船兒在散步。

照片



教學流程

學生先個人想想在平原和村莊會有甚麼景物，它

 們在做甚麼？
•個人構思

•重溫擬人法

學生二人一組，1及2(平原)，3及4(村莊)

，然後1與3、2與4分享

•小組活動
(Think-pair square)

•以說帶寫

老師邀請同學匯報 •老師協助學生轉譯

•師生回饋

1 2

3 4



目的地三：平原

平原是怎樣的？ _______

平原上有甚麼東西？ _______

看到/聽到它/牠做甚麼？ _______

我是
 
的蒲公英，

飛呀飛，

飛到
 
的平原上。

！
 

。

照片



教學流程

提問學生假如自己變成一棵蒲公英，你會是怎樣的

 蒲公英？(誠實、勤力、善良……)

•引起動機

•重溫形容性格的詞語

請同學填寫「愉快旅程報名表」 •協助學生構思

老師運用簡報引導學生想像蒲公英飛過江河及山岡

 時，它會看到或聽到甚麼
•師生共作

學生先個人想想在平原和村莊會有甚麼景物，它們

 在做甚麼？
•個人構思

•重溫擬人法

學生二人一組，1及2(平原)，3及4(村莊)

，然後1與3、2與4分享

•小組活動
(Think-pair square)

•以說帶寫

老師邀請同學匯報 •老師協助學生轉譯

•師生回饋

個人根據「愉快旅程報名表」創作新詩 •個人創作

在壁報板展示學生作品 •展示作品

1 2

3 4



08-09

一年級
 四素句──我的星期天

09-10

‧連繫生活經驗

‧培養分段意識，以時間詞作為過渡語

‧初步建立「篇」的概念



二年級
 

擴句成篇──小息的時候

學習重點：

1)認識課餘活動的詞語(例如：畫畫、聊天、看圖書……)

2)認識表達心情的詞語(例如：舒暢、開心、愉快……)

3)認識表達程度的詞語(例如：格外、更、特別、十分……)

4)運用人動句(個人和他人反應)和人感句寫作段落



《唱校歌》

「我」和同學、老師、校長一起唱校歌。

唱校歌的時候，各人在做甚麼？

「我們」挺起胸膛，站得筆直地唱校歌。

音樂老師指揮大家唱歌。

「我」喜歡唱校歌嗎？為甚麼？

「我」最愛唱校歌，因為歌聲十分動聽和感人。

以讀帶寫

提問技巧：重整能力

個人

他人

人感



小息的時候……

同學，你喜歡小息嗎？

你有多喜歡小息？

運用表示程度的詞語

我______喜歡小息。

人感句



小息的時候……

小息的時候，你在做甚麼？ 我在玩耍。

你在玩甚麼遊戲？ 我在玩「剪刀石頭布」。

你在哪裏玩？
我在有蓋操場裏玩「剪刀

 石頭布」
 

。

你玩得開心嗎？ 小息的時候，我在有蓋
 操場裏玩「剪刀石頭

 布」，我玩得很開心。

圍圈說

輪流問

個人反應



小息的時候……

小息的時候，你看到甚麼人？
 他們在做甚麼？ 我看到同學在溫習。

他們在哪裏溫習？
我看到同學在課室裏

 溫習。

他們怎樣溫習？

我看到同學在
 課室裏認真地
 溫習。

圍圈說

輪流問

他人反應



‧協助學生積累字詞

‧培養觀察力，鼓勵學生從生活中提取寫作素材



人感句

個人反應

首尾呼應

‧如何豐富內容

‧建立「篇」的概念

他人反應

人感句+原因

個人反應



閱讀教材：《小猪過橋》、《蜘蛛運動會》、《熊媽媽出門了》

學習重點

‧重溫動詞(例如：爬、傳、跳……)

‧認識不同運動項目的名稱(跳高、足球、羽毛球、籃球……)

‧認識表達語氣的詞語(例如：吧、啊……)

‧適當地運用連接詞(例如：首先、然後、接着、最後)

‧適當地運用冒號、引號和感嘆號

‧運用不同行為句豐富文章內容
(例如：人看、人聽、人說、人想)

二年級
 

記敘文──我們的陸運會



每位同學根據發言卡(Talking clips)的問題，觀察圖片。

•圖A：開幕禮(人看、人聽)

•圖Ｂ：擲豆袋(人動、人聽)

•圖Ｃ：競技比賽(人動)

•圖Ｄ：頒獎典禮(人感、人想)

1（圖Ａ） 2（圖Ｂ）

3（圖Ｃ） 4（圖Ｄ）



•組合閱讀(Jigsaw)
•思─討─享(Think－pair－square)

1（圖Ａ） 2（圖Ａ）

3（圖A） ４（圖A）

專家小組

1（圖Ｂ） 2（圖Ｂ）

3（圖Ｂ） ４（圖Ｂ）

1（圖Ｃ） 2（圖Ｃ）

3（圖Ｃ） ４（圖Ｃ）

1（圖Ｄ） 2（圖Ｄ）

3（圖Ｄ） ４（圖Ｄ）



排次序(Sequencing)
學生從專家小組返回本組，組員合力把圖片排序，並適當

 地貼上連接詞

輪流說(Round robin)：各組員輪流根據在專家小組討論所
 得向組員描述圖片內容。

齊做小記者：請一組同學依照圖片內容，報告學校運動會
 的情況。教師板書重點詞語，協助學生轉譯。

1（圖Ａ） 2（圖Ｂ）

3（圖Ｃ）4（圖Ｄ）



具體正面回饋

學生互評

我先拿着豆袋，然後跑步將豆袋拋出去。

我拿着豆袋，跑了幾步，用力擲出去，它就

 飛到很遠去了，比賽的時候，我聽到同學的

 叫聲，他們在叫：「何龍威，加油啊！」
人動、人聽

聽到他們唱出感人的

 校歌。



內外圈 (Inside-Outside-Circle)
學生站在同一中心的兩圓圈上，外圈與內圈學生兩兩相對，互相

 分享作文。然後，站在外圈的學生按教師指示，逆/順時針方向
 轉移至下一位置，並與站在內圈的另一位同學互相分享作文。



寫話是……

以說話為基礎，激發寫作欲望

以教材為憑藉，提供寫作途徑

以生活為泉源，創設寫作情境

以評改為手段，享受寫作樂趣



我們是這樣想……

1. 突破以往一、二年級只停留在句式訓練

2. 加強各單元的識字教學元素，配合單元
 教學內容，系統地進行主題識字

3. 溫故知新，注重學習重點的螺旋遞進

4. 銜接幼小，在活動中培養學生的寫作能
 力和興趣(例如：隱形心意卡、樹葉畫)

5. 從生活中發掘寫作素材，培養學生的觀
 察力(例如：小息的時候、記運動會、記聖誕聯歡

 會、遊楊小坑公園)

6. 學習歷程檔案，有助推行進展性評估，
 培養學生自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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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方法

陳少芳女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電話：21584928

電郵：siufongchan@edb.gov..hk

www.edb.gov.hk/sbss/sbc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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