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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求知 ─ 學與教．思與情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的任務是到校支援教師，提升他們的專業能量，促進教學效能。為了
鼓勵教師在教學環境中，通過解決實際的教學疑難去建構新的工作知識，我們提出了「以行求
知」的概念去支援教師。我們明白沒有理論基礎的實踐是盲目的，而沒有實踐經驗的理論是空
泛的。因此，要把理論和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我們認為教師需要積極地參與知識建構的過程。
　　一方面，我們把一些教育研究者已建立的知識帶進學校，包括心理學、課程、學科教學、
評估等理論，與教師共同商討如何在香港的教育目標下，根據學生的需要和教師的經驗，把這
些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的方法和策略。另一方面，我們借用研究者的方法和工具，與教師在這
些課堂實踐中蒐集證據，進行分析、檢核、討論和反思。通過較科學化和系統化的方法，產生

「新」的教學知識，提升教師的實踐智慧（practical wisdom）。
　　正如我們在2009年以「創新．深思」為題的研討會 1中指出，「創新」不是指要發展出一些前
所未有的嶄新想法，教學策略或教材，而是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加上在實地現場蒐集的證
據，讓教師以不同的角度，更深入地分析和了解教與學的過程，提升教師辨識事物和專業判斷
的能力，促進學生的深層學習（deep learning）2和學會學習的能力。
　　在過去數十年，不論是杜威（Dewey）提出「經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的哲
學思想 3，還是其他學術研究的結果，例如：嬰兒與母親的互動 4、兒童如何在朋輩的對話中改
變自己的想法 5、兒童如何管理自己的學習 6等，都證明每個人自出生以來，都受到身邊的事、
物、人影響。這些經驗和前提認知，也會影響他們對學習新事物的看法。當然，這些研究者的
基本假設就是人，不論嬰兒或成年人，都有思想，不是空的容器，等待其他人填滿。因此，
他們的研究都重視「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7的概念，認為人與人之間既有「共通感」

（common sense），也有「意義分歧」（divergence of meaning）。
　　香港教育改革提出以「學生為本」的理念，也是建基於這些理論知識。教改文件中鼓勵推
動「學與教」的文化，正是強調學習者在教學過程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只有通過關心和了解學
生的想法，明白學生學習新事物的經歷和困難，教師才可以更有效率地組織校本課程、提供有
質素的學習經歷、搭建適當的鷹架（scaffolds），幫助學生擴展他們的「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8，達到他們潛在的發展水平。

1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2009）。《「以行求知」── 創新．深思經驗分享會》。香港：教育局。
2 Biggs, J. B. (1996). Western misperceptions of the Confucian-heritage learning culture. In D. A. Walkins, & J. B. Biggs (Eds.), The 

Chinese learner: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pp. 45-68). Hong Kong/Melbourn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Australian Counci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 Dewey, J. (1997).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4 Moore, C., & Dunham, P. J. (Eds.). (1995). Joint attention: Its origins and role in development .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5 Olson, D.R., & Torrance, N. (Eds.). (1991). Literacy and oralit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Pramling, I. (1990). Learning to learn : A study of Swedish preschool children .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Press.
7 Bruner, J. (1996).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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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到校支援教師的夥伴，我們明白這種轉變在實際情況的困難和複雜性。正如Kogan9提
出教育有三方面的「問責」（accountability）：專業、市場、行政。由於立場不同，看法不一，在
實際的工作中，這三方面的問責會出現矛盾和衝突。教師很多時候都受到很大的困擾，茫然地
站在三種問責的交叉點。
　　雖然這些研究是以高等教育為背景，中小學的現況也相差不遠。根據我們的經驗，教師在
課堂中結合理論與實踐，以驗證為本產生的專業知識和智慧，可以幫助他們分析三種問責的矛
盾，釐清思緒，作出判斷。事實上，我們不少同事也曾與教師協作，以學生的學習證據、嚴謹
的學習理論和具體的課堂教學，向家長們闡述和解釋校本課程和教學改變的需要，同樣的情形
也曾發生在行政安排的討論和決策。這些有理有據的解釋和專業對話都得到很大的認同。當
然，這些專業知識和學習證據並不是唾手可得，而是需要教師用上不少時間和精力，更重要的
是面對轉變的勇氣、接受挑戰的毅力、放棄一些固有想法的寬容。這些轉變的動力都是來自教
師對學生的情意（affection）和對教育的熱忱（passion）。
　　本組「以行求知」研討會，今年特意以「學與教．思與情」為題，希望說出小學課堂的轉變，
表揚教師的專業勇氣，更鼓勵大家對教育的情意多加思考。

9 Kogan, M., & Hanney, S. (1999). Reforming higher education .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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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開閱讀的翅膀，拓寬圖書教學的視角
梁淑群博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鄭麗賢老師、李銘慧老師（聖公會聖彼得小學上午校） 
李慕儀老師、饒國珍老師（聖公會聖彼得小學下午校）

閱讀和語文能力的關係
　　閱讀可以提升語文能力是無庸置疑的，閱讀和聆聽、說話、寫作息息相關，學生的閱讀能
力提高，亦可間接提高聆聽、說話以及寫作能力。此外，學生也可透過閱讀培養高層次的思維
能力，如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
　　陳文鏗（2004）指出越來越多科學研究發現，通往美好未來的必經之路在閱讀，而且越早啟
蒙越好。然 Lyon（1998）及 Zimmermann & Hutchins（2003）均指出閱讀並不是自然而然就會
的，閱讀必須靠後天刻意的學習。因此如何有效地讓孩子透過閱讀來提升自己的語文能力實在
有必要深入探討。

香港小學推動閱讀風氣的現況
　　自2001年香港教育界開展課程改革以來，相信不少學校也積極響應四大關鍵項目中「從
閱讀中學習」的建議，在學校推動閱讀風氣，期望能透過連串活動引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及培養
良好閱讀習慣。然而純粹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增加閱讀量，也不能保證學生的語文能力一定
會提升。目前一般學校都有推行廣泛閱讀計劃以及為學生訂購課外書讓學生課餘自行閱讀。學
生縱然多閱讀，但側重的多是文本內容的理解；而教師往往忽略與學生一起分析書中的故事結
構、人物性格及寫作技巧等，以致學生多未能賞析當中寫作的佳妙處，因而錯過學習其他語文
能力如說話、品德情意、創造力以及思維訓練等機會。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04）建議開放學習材料，學生學習中文也不必局限
於教科書的篇章，因此目前一些小學已嘗試將課外讀物納入語文領域的課程內，期望能透過在
課堂上與學生一起研讀課外圖書，引導他們從中得到樂趣，繼而自發地持續閱讀，培養出閱讀
能力和習慣。在推行圖書教學時，教師宜發展學生對閱讀的警覺性，明瞭閱讀的目的和文本的
特點，以及教授不同的閱讀策略，讓學生從複述內容，到解釋概念和程序，進而評鑑內容和創
作（即建構閱讀能力的進程︰認讀（詞義解碼）—— 理解 —— 評鑑欣賞）（陳枝田，2004）。

校本小說單元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的老師嘗試在小學五年級設計一個以小說為重心的學習單元，作為推廣
閱讀及加强文學元素的校本課程實踐。我們選取了《草房子》的《禿鶴》作為小說的學習單元；
為激發和啟發學生閱讀，我們盡量提供機會和多樣的方法，讓學生反思並與人分享自己的閱讀
歷程。老師通過課堂的討論及小組活動，與學生一起分析小說的「情節」、「人物性格」及「主題」
等，從而讓學生掌握不同的閱讀策略及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在評鑑學生的閱讀成效方面，我們並不局限學生只撰寫慣常的讀書報告，而是透過多元化
的分項練習及小組互動方式培養學生不同的語文能力，例如：說話語氣、想像力、高階思維能
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難能力、綜合歸納能力以及辯論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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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理解 
1. 就重點/難點/疑點提問及自擬不同層次問

題（複述/闡述/組織/伸展/評鑑/創意）
2. 分析人物性格
3. 品德情意教育（價值觀/態度）
4. 增進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二、謀篇佈局/思維
1. 情節鋪排（起承轉合）
2. 伏筆/巧設懸念
3. 心象閱讀（using sensory images）：引導學生

邊讀邊作多感官想像，開展形象思維
4. 對比/烘托
5. 轉折
三、寫作技巧
1. 人物描寫（外貌描寫/心理描寫/性格刻劃）
2. 修辭手法（比喻/擬人/誇張/疊字/擬聲）
3. 場景描寫/氣氛營造
4. 五感
5. 特別句式（遞進關係/並列假設關係）
四、設計/繪畫
1. 海報
2. 廣告
3. 尋人啟事
4. 表揚狀
5. 插圖
6. 概念圖/故事框 （歸納重點，增進理解）

五、寫作練習（不同文類）
1. 與書中人物對話/寫信（鼓勵/道歉/邀請/

祝賀/關懷）
2. 角 色 代 入/情 境 代 入（寫 日 記/週 記/感

受，拉近學生與角色的距離，設身處地體
會人物的感情）

3. 訓練歸納能力: 編寫日程表/人物檔案
4. 改寫/續寫/補寫（培養創造性思考能力）
5. 構思解決問題方法
6. 撰寫書評/建議書
六、說話/扮演活動
1. 角色扮演︰增加學習趣味，加深學生對作

品的感受
2. 演繹書中人物說話語氣/神態
3. 辯論（立論、論點、論據）
4. 模擬法庭審訊
5. 設計對白
6. 朗讀最感人段落（通過範讀、領讀，或朗讀

提示，引導學生掌握誦讀時聲調的抑揚變
化，從中體會作品的情意、讀出作品的情
意，感受聲韻之美）

七、延伸活動

課堂教學後，鼓勵學生閱讀與教材相關、富於
形象和情意的書籍、漫畫，或安排電影欣賞，
在內容、主題、情意上加以點撥，引發學生深
一層的感受和思考

  概括來說，圖書教學的學與教活動設計取向可分為以下三個層面：
  ‧ 學生與教師互動
  ‧ 學生與學生互動
  ‧ 學生與教材互動
究竟如何藉著圖書教學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語文能力呢？以下是圖書教學的一些活動設計示例：

　　在是次分享會中，該校老師將與同工分享她們的設計理念和構思、教學計劃和進程、教案
及教學片段、教學資源、評估工具及評鑑結果。希望與會同工能夠積極提供回饋，讓校本課程
發展不斷完善。

我們的反思
一、 老師經常運用互動方式及引領思維的技巧帶引學生分析小說劇情，以致學生對學習小說這

新體裁的興趣非常濃厚。據老師反映，每次上小說課，學生都是懷着非常期待的心情迎接
中文課。學生上課時不但十分投入活動，他們的寫作及設計方面的課業也甚具創意。

二、 老師認同圖書教學為語文學習提供了創新的學習方式，尤其是思維發展方面；老師在設計
閱讀理解問題時提問不同層次的「高階思維」問題（組織、伸展、評鑑、創意）讓學生互相
討論及思考，從而引發學生深層思考，提升他們的思維層次；學生的共通能力 ——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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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難能力、創意等因而得到培養。
三、 教授小說跟教「課文」的方式不同，我們將重點放在分析「情節鋪排」、「人物性格」以及寫

作手法上。至於詞語、句式及語文知識等則會略教。
四、 設計課業練習方面，除以紙筆表達外，可設計一些活動加強人際溝通（例如角色扮演），讓

靜態的閱讀轉為動態的感受（將平面化為立體），提升學生閱讀的投入感。
五、 教完小說單元後，我們發問卷給學生及家長調查他們對小說教學的意見；結果顯示，受訪

者均認為小說教學有助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及寫作能力，並建議來年繼續推行圖書教學。
六、 閱讀能力並不是與生俱來的，須靠後天刻意的學習，才能掌握閱讀的方法和策略，因此，

加強閱讀指導甚為重要。

　　閱讀是開啟知識殿堂的鑰匙，學生閱讀能力的發展，應有完整的規劃，才能達到預期的效
果。越能夠獨立思考、與書對話、自主閱讀的人，越能夠迎接未來知識的挑戰，誠盼每一位孩
子都喜愛閱讀及享受當中的樂趣。

參考資料
1.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4）。《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政府印務局。
2. 陳枝田（2004）。〈引領學童融入閱讀之美〉。《國教世紀》，第210期，頁93-98。
3. Keene, E.O. & Zimmermann, S.（1997）. Mosaic of thought: Teaching comprehension in a reader's 

workshop .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4. Lyon, G. R.（1998）. Why Reading Is Not a Natural Process . Educational Leadership, 55（6）, 14-18.
5. Zimmermann, S. & Hutchins, C.（2003）. 7 Keys to comprehension : How to help your kids read it and get 

it . NY: Three River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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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欣賞．創作 ─ 如何在中國語文教育中加強
文學元素

陳少芳女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蕭振英老師、李蕙英老師、

何慧儀老師、趙芷恩老師（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鄧藹兒老師、葉佩玲老師（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文學學習與語文學習的關係
　　文學學習是語文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語文學習的九大範疇之一。文學是以語言為媒介
的藝術，語言精確妥貼是優秀文學作品的重要條件。文學本身有着美學、文化和語言的特質。
因此，文學教學並不是獨立於語文教學之外，它既是語文教學的一部分，同時又超越了字詞
解碼、辨析修辭手法，學習句式結構等，文學學習的總體取向其實就是審美的學習（張永德，
2006）。文學教學目標乃在於讓學生感受文學閱讀的愉快經驗，欣賞文學之美，提高學習語文的
興趣和語文能力；同時，培養審美情趣、態度和能力；鼓勵學生分享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引起
個人對生活和生命的體悟（課程發展議會，2004）。在《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04）
中指出，文學學習可以從三個層面進行：感受、欣賞、創作。換言之，文學學習應從直觀感受
出發，轉向知性的分析判斷，再從借鑒開始，體味創作的樂趣。

文學教學
　　隨着新課程的落實，文學學習日漸受到重視。近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六年級的閱讀評
估卷便以王安憶、金波、林海音等名家美文為考材。事實上，為配合新課程加強文學元素的發
展方向，不少學校均推行不同形式的古詩文背誦計劃。不過，文學在古典世界，也在現代作家
筆下，只要求學生背誦古詩文就等同於進行文學教學嗎？背誦古詩文就能引發學生文學閱讀的
興趣嗎？怎樣才能通過文學教學以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引發他們對生活和生命的體悟？ 
　　本環節分享的兩所學校：嘉諾撒聖瑪利學校和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同設一條龍升中制
度，中小學課程銜接成為兩校共同關注的課題。相對於小學中文課程，初中學生往往需要學習
較多文言篇章，當中更涉及不少古漢語語法知識。部分閱讀篇章篇幅較長，思想內容較深，學
生不容易理解。同時，中學考評著重考核學生較高層次的思考能力，例如賞析和評價文章的能
力（課程發展處，2010）。因此，兩所學校去年在六年級從「理解文言文」、「閱讀古典小說」和

「培養審美能力」三個範疇著意加強文學教學元素，以配合小學語文課程發展方向，並裝備學生
迎接初中語文學習的挑戰。

掌握閱讀文言文的鑰匙， 打開古典文學之門
　　文言作品語言凝練準確，既具有形象性，亦是增進學生語文素養的重要途徑，是打開古典
文學之門的一把鑰匙。事實上，「理解所學篇章中與現代語義不同的文言詞語」是第二學習階段
的建議學習重點（課程發展議會，2008），惟文言文畢竟是一種與現今實際使用的語言相去甚遠
的古代書面語，學生學習時會有一定難度。嘉諾撒聖瑪利學校的老師配合教科書課文《公儀休
好魚》，輯錄了《史記》中有關公儀休好魚的記載，運用「字形透視機」、「字詞放大鏡」和「前後
搜索器」等推斷詞義策略，以協助學生推測文言文的詞義。同時，設計文言文閱讀小錦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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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淺易的古漢語法知識，例如：虛詞多義和古漢語中的人稱代詞，讓學生掌握閱讀文言文的方
法，提升閱讀文言文的興趣。

運用閱讀策略，走進古典小說世界
　　在學生初步掌握閱讀文言文的方法後，老師嘗試引入校本古典小說單元 ─《西遊記》。老
師突破以往以白話本或故事改編為教材，不再因為學生缺乏文本解碼能力，而放棄讓學生閱讀
古典文學作品的機會。教師運用引領思維閱讀法，引領學生走進《西遊記》中〈三借芭蕉扇〉和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世界。「引領思維閱讀活動」是教授小說或記敘性文字常用的閱讀策略，當
中包括推測、細讀和查驗三個步驟。推測絕不是純然的主觀猜測，而是從已知推未知的技巧，
逐步找出故事線索，推測故事內容發展。由理解到評析，老師運用故事手掌、情節結構圖和角
色腦圖等（Stahl & Hayes，1997），協助學生分析故事的場景、情節發展，以及評價角色的性格
和行為。事實上，角色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文學要素。故此，教師除了在〈三借芭蕉扇〉中選取不
同的情境，鼓勵學生創作劇本，進行角色扮演，以激發學生藝術創造力；更在〈三打白骨精〉的
課業中佈置日記寫作，要求學生以唐三藏或孫悟空的身份，寫一則日記，剖析角色的心情和想
法，以協助學生填補角色未公開的想法、感情和動機（趙鏡中，2007）。從學生的課業和課堂表
現，老師喜見學生閱讀古典文學作品的興趣和信心均有所提升。

培養審美能力，鼓勵借鑒與創造
　　文學教學的目的之一是培養學生審美情趣、態度和能力。張永德曾就香港小學文學教學進
行研究，他指出不少教師的難題是不知道應教些什麼。事實上，不少教師仍然採用慣常教「課
文」的方式去處理文學教學，即以教詞語、句式、段意及語文知識為重心，關涉欣賞審美的只
是小部分（張永德，2006）。那麼，怎樣才能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要培養學生審美能力，就要
教授他們賞析方法。賞析方法是可學的，因為它是一種分析方法，不像感受、情意等不能傳授

（白雲開，2005）。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的老師以親情為主題，設計校本單元，以名家美文
為教材，例如：朱自清的《背影》和魯迅的《風箏》，著重教授學生賞析文章的抒情手法：直接
心理描寫、記事抒情、借景抒情、觸物生情，以及運用不同的修辭手法和標點符號增強抒情效
果。然後，老師鼓勵學生借鑒作家的表達手法，以生活經驗為題材進行寫作，以發揮讀寫結合
之效。從學生的作文所見，學生的佈局謀篇花上了不少心思，情感流露日見深刻，文章的感染
力因此而有所提升。
　　在是次分享會中，嘉諾撒聖瑪利學校和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的老師將會分享她們的教
學設計和構思，以及實踐經驗。我們期望在分享會上能夠和與會老師共同思考如何加強文學教
學，以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提升語文教學的效能。

參考資料
1. 課程發展議會（2004）。《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政府印務局。
2. 課程發展議會（2008）。《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試用）》。香港：政府印務局。
3. 白雲開（2005）。〈文學教學如何配合課程改革：建立以文學為本位的文學教學模式〉。《語文教學雙月刊》，

第28期，頁3-17。
4. 趙鏡中（2007）。〈文學要素的教學〉。《新世紀語文和文學教學的思考》。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5. 張永德（2006）。《香港小學文學教學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6. 課程發展處（2010）。〈中小學課程銜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7. S. A. Stahl & D. A. Hayes （Eds.）（1997）, Instructional models in reading .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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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概念模式」加強學生分析抒情性文章篇章結
構的能力

羅綺蘭女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梁展翹老師、莫培超老師（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學習「概念模式」與篇章結構對提升語文能力有甚麼關係？
　　語文的表達之所以被理解，因為有它的結構。寫作人根據本身的意圖，形成概念；聯結概
念，成立命題；聯結命題，編成概念結構或語文結構。王開府（2008） 探討了概念圖與心智圖在
語文課程的運用，分析各種文體的結構、閱讀能力的指標及寫作構思過程，提出了「概念模式」

（concept model）的構思。他認為學習者使用這些思考工具時，其內心須累積一些可以放在主幹
層的概念群。這些概念群往往自成一組，屬於同一層級，可被成套的使用，形成思考的常用模
式。不同文體篇章有著不同的概念模式。閱讀時循著這個結構，能有效地理解與掌握篇章的內
容。「概念模式」本身也是一種認知結構。因為當「概念模式」建立後，便會儲存在腦中成為「基
模」（schema），變成可以隨時提取的先備知識。因此在語文教學中，學習不同文體的「概念模
式」對於閱讀與寫作思考，都是十分重要的。
　　篇章結構是指篇章的外部表達形式及內部各要素的相互關係。因為作者分析了客觀事物
後，自身會產生獨特的看法。為了有效地傳達這些看法，他會利用嚴謹的篇章結構，把本身的
意圖順暢地體現。故此，篇章結構對於表達寫作主旨起了直接的關係。中國傳統的辭章學稱之
為「章法」，也概括出篇章結構的基本規律：起承轉合。「起」是文章的開端，「承」是對事件的
延續描寫，「轉」是為了使文章起伏而使筆鋒作一個轉向，「合」是對事件結果的交代，對全文主
旨的概括。
　　因為篇章結構反映了典型的思維方式，學生利用它對文章進行分析及鑒賞，便能達到閱讀
的高階要求。抒情文以情貫串全篇，學生洞悉了篇章結構的外部表達形式，便能整理出文章的
脈絡層次，找到各段落之間的內部相互關係，分析情感抒發的位置和作用，從而欣賞抒情作品
的深層意義。再者，掌握了篇章結構後，應用於思想的表達上也有良好的效果。所謂「文似看
山不喜平」，為了增強表達效果，學生需要對一個完整的事件找出一個最佳的切入點，需要把事
件片段整合及情緒剪碎再拼接，這就是篇章的修辭。學習、積累常用的抒情文的篇章結構及相
關的句式選擇，句群的運用以至語言的錘鍊，更有助達致以事抒情的寫作要求。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在2009年度開始參與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的支援計畫，學校的中文科發
展理念是應用不同文體的篇章結構，利用相關的「概念模式」組織不同級別的學習單元。每個級
別的單元會抽取相近的概念結構編制學習單元內的讀文，使學生吸收學習單元內的語意知識。
初小級別以句群及段落的「概念模式」為核心，中小級別以記事及描述能力的「概念模式」及篇
章結構為核心，高小級別以緣事抒情及說解事理的「概念模式」及篇章結構為發展主線。是次分
享會中學校會以詳細的教材框架分析使與會同工了解如何把抒情文的常用「概念模式」及其篇章
結構結合單元內的閱讀深究教學上。此外，同工也會掌握到怎樣安排對應的語文知識，使不同
範疇的學習重點銜接得更有機，提升學生辨識抒情文的特色及寫作抒情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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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如何應用抒情文的「概念模式」?
　　在王開府的八種不同「概念模式」中，抒情文的概念模式如下：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高小抒情單元的概念模式分佈表：

學習單元 文體 概念模式

記事細寫 事中抒情的記事文 背景（地點、時間）；情節（事件、人物動作）；
反應（主角動作、主角情意)及感想

先苦後甜先甜後苦 抒情文 背景（景物、地點、時間）；情節（人物動作、人
物情意）；反應（語言、主角情意）及感想、祈願

日記 實用文 反應（主角情意）及決意、祈願

　　為了提升學生掌握抒情文常見「概念模式」的能力，小五老師在上學期的第二學習單元中
以「先苦後甜」為學習主題，引導學生觀察人物在生活小事中的內心掙扎及遇上波折時的退縮心
態。他們並且著意地沿用上述的抒情文「概念模式」編寫單元內的校本閱讀範文。如其中一篇校
本範文《朗誦比賽有感》的第二段，老師利用了「概念模式」中的「主角反應」（情意），使學生從

「一向不善詞令的我怎會被選中，我覺得老師實在有點『強人所難』」初步了解主角參加朗誦比賽
這一件小事的可能發展趨勢是負面的，再透過第三段的「主角反應」（動作） 「望着陌生的字句，
根本不知道從何背起，更不知道『感情』從哪裏跑來。誦材在我抖震的手中，變得濕漉漉了」，
以及第四段的人物心理語言「即使你再多給我三小時，都是徒然的，因為我根本不是朗誦的料
子。可能平時我不討老師歡喜，他便藉這個機會，要我當眾出醜吧！」，理解抒情文中常用的

「概念模式」。形成了初階的認知後，老師還會利用單元內其他閱讀範文加強學生的學習。學生
閱讀抒情文時循著這個結構，能有效地理解篇章的內容與掌握文章的命題。當學生掌握了抒情
文「概念模式」後，老師更透過閱讀的深究環節，使學生總結這三個重點片段，歸納出何謂事中
抒情的具體要求，進行「先苦後甜」單元的寫作練習及活動。

抒情文概念模式

感想、祈願、決意

背景

情節

景物

地點

時間

語言

語言

事件

動作

動作 反應

人物

情意

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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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比賽有感》（節錄）
　　每當我看見這份朗誦比賽的誦材時，心裏那份暖暖的滿足感，就會湧
上心頭。 以景物引入抒情

　　昨天上中文課時，老師竟然選我作為參加校際朗誦比賽的代表。一向
不善詞令的我怎會被選中，我覺得老師實在有點「強人所難」。

片段①
苦情伏筆（主角

情意）
　　午膳時，我在課室進行第一次的練習。老師先要我把內容背下，並要
配合感情，把誦材朗讀出來。我望着陌生的字句，根本不知道從何背起，
更不知道「感情」從哪裏跑來。誦材在我抖震的手中，變得濕漉漉了。

片段②
主角反應（動作）

　　這時的我在想：即使你再多給我三小時，都是徒然的，因為我根本不
是朗誦的料子。可能平時我不討老師歡喜，他便藉這個機會，要我當眾出
醜吧！

片段③
心理語言

　　分享會的上半部份主要集中分析高小級別的緣事抒情學習單元中的「概念模式」及其相關的
篇章結構。聖公會聖約翰小學的老師會展示如何設計小五的「先苦後甜」、「先甜後苦」兩個學習
單元中的篇章結構，以及與之相配的語意知識。與會老師除了可以透過經驗分享認識抒情文的
篇章結構外，還能通過利用相配的語意知識設計校本的抒情文學習材料，進一步掌握「概念模
式」的學習意義及其應用於閱讀教學上的策略。

學校如何應用抒情文篇章結構？
　　根據鄭文貞（1991）的分析，抒情文有兩種篇章結構。聖公會聖約翰小學的高小緣事抒情
單元組織介紹了抒情文的第二種篇章結構：以感情發展組織結構。文章以作者的心理前後變化
為主線，並安排「起承轉合」的篇章結構。內容題材上利用小學生的日常情感資源，如:學校生
活的喜悲、家庭小事的挫折、與人相處過程中的挑戰，以及成長中的困惑等。如下學期「先甜
後苦」單元的範文《班際足球比賽》，篇章結構利用了「起承轉合」概念模式。文章的第一及二段
為「起」，老師利用了伏筆的手法，使學生從「五乙班一向是我們的手下敗將，所以我感到特別
輕鬆，沒有多大的壓力」初步了解主角輕視這次的比賽。文章的第三及四段為「承」，學生理解
了伏筆中的情意，再利用段落中的人物反應「我跟隊友都欣喜若狂，振臂歡呼。自滿的我更伸
出大拇指嘖嘖稱讚，還不停地扭動身子」以及主角的心理反應「五乙班的防守實在太差勁！既然
敵方兵敗如山倒，我們即使合上眼睛，也可多進數球呢！」掌握到輕敵情緒的進一步惡化。老
師在學生掌握了這兩個結構特點之後，引用了閱讀策略中「上文下理」的推論方法，安排學生進
行小組討論，推測出合理的事情發展概況。然後透過第五段的「轉」及第六段的「合」，讓學生
從具體的情節及人物反應中體會「驕兵必敗」的道理。學生從校本單元的幾篇抒情文中，經過分
析、歸納及引證，建立了理解抒情文常見的篇章結構的能力。
　　與會老師掌握了抒情文的篇章結構以及其相關的「概念模式」後，本分享會的下半部份將會
以聖公會聖約翰小學高小緣事抒情單元內的閱讀課堂實踐的材料及片段，展示學生如何利用抒
情文的篇章結構，形成自己的策略，協助分析相關的抒情篇章，深入了解文本中的隱含信息及
歸納作者的寫作意圖。此外，分享老師也會從學生作品分析及寫作回饋課堂片段中，驗證學生
能運用抒情文的篇章結構及概念模式於寫作策略上，有效地監察自己的寫作過程、反思寫作及
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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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學習重點 材料 發展的能力 學習活動

閱讀/理解抒情
文結構

校本閱讀範文
（一） 《朗誦比賽
有感》

建立「概念
模式」及抒
情文的篇章
結構概念

引領思維：因應上文，師生討論下文的
事情發展
辨識範文內的「概念模式」（主角情意、
主角反應（動作）、心理語言）

（二） 《第一次下
廚記》

應用「概念
模式」分析
文章

合作活動：拆解文章中的「概念模式」及
匯報文章中如何銜接「苦」情的不同片段

語文知識

句式仿作
（1） 倒敘句
（2） 「苦」情伏筆
（3） 心理獨白

學習與抒情
文「概念模
式」及相關
的語意知識

認識轉折關係句、遞進關係句，單項訓
練相關句式
初步應用於寫作練習上，學生互評當中
是否句意通順

說話及寫作 師生共作：《畢生
難忘的接力比賽》

因應上文推
斷下文的

「苦」段

以說帶寫：老師引導學生按照情景續寫
「苦」段及心理獨白兩段（抒情重點素材）
進一步應用單元內的語文知識（關係句式
及情緒詞彙）

寫作/協作及
評鑑

小組寫作：《一次
失而復得的經歷》

同儕協作下
應用篇章結
構及抒情文

「概念模式」

利用單元內抒情文的「起承轉合」章法編
排情節，並以「概念模式」即主角情意、
主角反應（動作）及心理語言豐富當中的
情感

寫作/評鑑及
修改

個人寫作：《課後
迷途記》

自行應用整
個單元內的
學習重點作
單元測試

加入TSA題型的要求，學生進行審題
後，應用抒情文的篇章結構安排文章的
佈局
運作「概念模式」及相對的語文知識（句
式及修辭）強化片段中的情緒

參考資料
1. 鄭文貞（1991）。《篇章修辭學》。中國：廈門大學出版。
2. 王開府（2008）。〈心智圖與概念模組在語文閱讀與寫作思考教學之運用〉。《國文學報》，4期，頁263-

296。網址http://teach.eje.edu.tw/data/files/edushare/ SIG00010/C3/1206889282.doc



情思教學
與與
情思教學

與與

13

Rasch Model在中國語文科閱讀範疇的應用 — 從量
化的角度看評估數據的分析與回饋

陳子陽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梁鳳屏老師、謝志穎老師、周一純老師（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評估在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
　　評估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最初僅僅作為篩選學生的工具，到近年評
估促進學習（assessment for learning）已經成為學界接納的價值觀。如何分析學生評估的結果以
及作出適切的教學回饋，是評估促進學習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老師由於日常工作繁重，在分
析評估數據及作出跟進工作時，往往是依靠教師的教學經驗，憑感覺去判斷，然後便得出一個
總體的印象。例如：某一班的平均分比另一班高，我們便會說這一班學生的表現較佳；某同學
這次評估的分數比上次的高，我們便說這位同學的學業水平提高了。在擬定跟進工作時，我們
一般只能講述整體學生在評估中的表現，但甚少能夠指出個別學生在是次評估中不同能力範疇
的表現。如此的分析及回饋缺乏科學化的數據支持和理論根據，以致老師和學生都很難真正看
清學生的評估表現。於是，在很多前線教師的腦海中，時常會縈繞著一系列的問題：如何有系
統地分析學生在評估中的整體表現以及個人表現？如何衡量題目的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與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能否適切地反映學生的學業水平？如何根據學生在評估中的表
現，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作出個人化的回饋（individual feedback），讓每個學生都能夠清楚知
道自己的強項及弱項，更重要的是未來努力的方向？很明顯，以上這些都是評估促進學習的核
心問題，實在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教師在分析評估數據及擬定跟進工作的困難
　　傳統的做法用評估的得分來定義學生語文能力的程度，用答對率來定義題目的深淺程度。
如果評估的題目很簡單，學生的得分就高，因此老師、學生、家長都認為學生的程度很高；反
之，如果評估的題目很困難，學生的得分就低，因此大家就認為學生的程度很低。在這種情況
下，學生的程度的高低，乃是取決於評估的特性，因此是「評估依賴」（test-dependent）的。同
樣道理，一份相同的評估卷給不同能力的學生做。程度好的學生會覺得題目很簡單，而程度差
的學生會覺得題目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題目的程度是難是易，取決於學生樣本的特性，因
此是「樣本依賴」（sample-dependent）的。由此可見，學生的程度與題目的難易互為因果，且互
相干擾。在日常的教學經驗中，教師也明白以上的道理：學生的成績進步了，並不等於學生的
能力水平提升了，因為可能是題目的難度較低；相反，很多學生都做錯的題目並不表示那道題
目本身的難度很高，而可能是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比較薄弱。但礙於日常繁重的教學工作，教
師只能憑感覺去分析學生每次評估後的表現，很難以「能力」為依歸，去探究學生的語文能力是
否有提升。Rasch Model是一個很好的評估分析工具，不但能分析出整體學生的成績和題目難
度之間相對應的關係，更加能夠以「能力」為依歸，找出學生的語文水平是否真正提高了。

為甚麼在中國語文科推行Rasch Model
　　Rasch Model在國際上不同的領域都獲得認同，特別是在醫療、教育和心理學方面。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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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測量的領域中，它的優點在於能夠為教學人員提供不同範疇的詳盡資訊，例如：Rasch Model 
能夠讓學生對自己的學業水平有一個深入的了解；能夠讓教學人員分析試題的難易程度以及題
目的適切性，從而幫助擬題人員改善試卷的質素。
　　同時，Rasch Model也具備診斷性評估（diagnostic assessment）的特質，可根據「基本能力
評估」的重點進行閱讀理解評估卷擬題：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BR1.2 能理解所學詞語
BR1.3 理解簡淺敘述性文字的段意及段落關

係
BR1.4 概括理解篇章中簡淺的順敘/倒敘事

件

BR2.2 能理解所學詞語
BR2.3 能理解敘述性、說明性文字的段落關

係及段意
BR2.4 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
BR2.5 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及例證的

作用
BR2.6 能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

　　Rasch Model可以幫助中文科老師有系統地量化每位學生在每道題目的表現，找出他們個
別語文基礎知識的強與弱，從而促使老師在教學設計上作出調整，在課堂上更有效地照顧個別
差異，甚至擬訂一些個別學習輔導計劃，給予每一個學生適切的關顧。而整個分析數據和反思
教學的的經歷，亦是促進老師專業發展，提升學科教學知識的過程。
　　怎樣在中國語文科運用Rasch Model進行評估回饋：

                   

　　
　　每次評估之後，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學校的老師都會收集學生的評估數據，然後輸入電腦，
再經由Rasch Model的軟件，製做一系列的圖表。從這些圖表中，顯示下列數據：
   一、 學生成績的整體分佈
   二、 題目難易度的整體分佈
   三、 學生成績的平均值與題目難易度平均值的對應關係
   四、 找出哪些學生在哪些能力範疇的題目表現出色或遜色
　　在每次的評估之後，同年級的中文科任老師都會聚在一起開會，借助Rasch Model的評估
分析量表，審視學生在是次評估中的表現，討論學生的表現數據，這不但加深了對學生學習語
文基礎知識難點的認知，我們亦以此為基礎，調整教學策略，幫助學生鞏固有關的語文知識。 

跟進
調適教學策略，課業設計

測考擬題
擬題重點

測考評估
批改，數據輸入

Rasch Model
分析會議，強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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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Rasch Model亦可幫助老師找出學生的一些出異常反應（unexpected response），幫
助老師更聚焦地發現個別學生在某道試題的學習難點，讓老師可以有效地透過分析學生的試
題表現或面談，找出學生了解犯錯的原因，幫助他們重新修訂語文知識。例如：以下抽取該
校某次六年級中文科測驗後，用Rasch Model來舉例分析如何找出學生異常反應（unexpected 
response）的部分數據：

題號 學生編號 觀察值 期望值
A41 D02 0 0.97
A52 E07 0 0.97
A52 E12 0 0.97
A52 A23 0 0.97
A61 A17 0 0.99
A63 B11 0 0.98
A63 C24 0 0.97

　　如表列數據所示，Rasch Model能夠根據學生答題的能力和題目本身的難度而找一個對學
生能否答對某道題目的預期，這就是期望值，期望值越高，學生答對問題的可能性就越高；相
反，期望值越低，學生答對問題的可能性就越低。那觀察值又是甚麼意思呢？觀察值就是指學
生實際答題的情況。答對用1表示，答錯用0表示。表中所列出的題號和學生編號有甚麼參考價
值呢？例如A41（詞語運用）、A52（段旨）、A61（段落理解）、A63（綜合理解）這幾道題目都分
別有1至3位同學期望值很高，但是實際情況是做錯了。這些問題會通過中文科任老師和個別學
生的面談或分析這些學生的試卷得到解答。通過個別化的分析，能讓老師增加了解學生學習的
認知能力，亦可聚焦地分析個別學生的學習難點，對提升教學效能也是有所裨益的。

善用評估得來的數據
　　整體而言，教學評估配合測量工具Rasch Model能把學生在閱讀範疇的表現量化，讓老師
根據有關數據分析，調整教學內容及策略，修訂教學設計和擬定適切的跟進計劃。對於表現較
弱的學生，老師可透過分析，找到較理想的切入點，按他們的學習困難和需要，提供輔導；至
於能力較高的學生，老師亦可掌握他們相對其他同學能力的差距，為他們提供合適的增潤學習
活動，達到因材施教的效果。

參考資料
1. Rasch,G（1960）. Probabilistic models for some intelligence and attainment test . Copenhagen: Danmarks 

Padagogiske Instit.
2. Wright, B.D. & Stone, M.H. （1979）. Best Test Design : Rasch Measurement . Chicago: MESA Press
3. Law, Y.K.（2008）. Chinese children constructive activity and text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 31（4）, 37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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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學在閱讀教學的實踐與反思
陳智英女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吳秀娟老師（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潘惠玲老師（深井天主教學校）

溫靜賢老師（光明學校）

　　香港中國語文課程發展方向之一是培養學生對美的感受和欣賞。感受，是對篇章的內容美
和形式美產生的情緒反應。欣賞，是先得到真切的感受，再由感性轉向知性，分析作品表情達
意的手法，從而加深感受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4）。國內中國語文教育學者認為語文是負載
思想感情的工具，而從學習心理學角度來看，學習過程是認知過程與情意過程同步進行的，因
此，發展以感情為核心的非智力心理因素是語文教學的一個重要目標 （吳天錫，1998）。以感情
為核心的非智力心理因素，就是情意過程，就是從感受到欣賞的過程。

視學所見小學閱讀教學的現象
　　過去數年在視學組工作，透過校外評核及中文科重點視學，觀察了不少小學閱讀教學的課
堂。部分教師側重從知性層面，如解釋字詞，概括段意，分析中心思想及寫作手法，幫助學生
理解篇章，未能引導學生從感性層面感受和欣賞篇章的內容美和形式美，以提升學習興趣及對
篇章的理解。

從國內語文教育學者提倡情境教學得到的啟示
　　國內小學閱讀教學也曾出現與香港小學閱讀教學相同的情況，重視認知領域，忽視情意領
域，造成語文教學中知和情的脫離。為補救這種情況，國內語文教育學者提倡情境教學 （吳天
錫，1998）。
　　在閱讀教學中，情境教學指充分創設具體場景，再現篇章中的形象，以激起學生學習情
緒，並運用想像感受篇章描寫的形象，領悟篇章語言的美。這樣把形象、情感活動、認知活動
結合起來，優點是：
    一、 能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使文字成為可感知的具體形象，有利學生感知篇章，從而加深對篇章內容的理解

和印象
    三、通過篇章和情境間的聯繫，能發展學生的想像力
    四、培養學生審美情趣
    五、學生身臨具體的場景中，有利情感的薰陶
　　教師可通過不同途徑達致情境教學，例如：
    一、聯繫生活展示情境，如安排學生實地考察，或與學生分享經驗
    二、借助圖畫、照片、實物、模型、電影等再現情境
    三、用語言描述情境
    四、讓學生透過朗讀進入情境
    五、讓學生透過表演體會情境，如角色扮演
    六、播放音樂渲染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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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過去視學所見，教師雖然因應篇章內容，與學生分享經驗以展示情境，或借助圖畫、
照片、實物再現情境，或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體會情境，但課堂整體的情境教學成分不多，難
以讓學生感受篇章的內容和形式美，達到形象、情感、認知三者融合。因此，在與老師共同設
計閱讀教學時，嘗試加強情境教學元素。

教學設計
　　分享會中，三所學校的老師從教學設計，課堂實踐及課後反思三方面，分享初次運用不同
的情境教學方法，帶領學生感受和欣賞篇章的經驗。她們均採用一種以上的情境教學方法教授
新詩《我們去聽秋的聲音》和成語故事《推己及人》、《亡羊補牢》，但選取哪種方法及如何組織
不同的方法，新詩和成語故事的教學設計則有所不同。

一、新詩《我們去聽秋的聲音》
學習目標：讓學生透過圖象、音樂、朗讀、想像，感受及欣賞詩的意境和語言及大自然的美。

教學步驟 教學策略 注意事項
1.情境導入 - 請學生說出對秋天的感覺 - 要多讓學生講述生活經驗，增加學生對篇

章的親切感
2.情境營造

初步感知

完全感知

- 教師朗讀，學生邊聽音樂，
邊聽教師範讀，邊看與篇章
相關的秋天景物畫面

- 講解字詞

- 學生邊聽音樂邊朗讀

- 示範朗讀，讓學生初步掌握讀音
- 用直觀方式協助學生初步理解篇章內容
- 用語音和圖片結合呈現的方式，能促進
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丁道群、李國紅，
2011）

- 使學生稍後能流暢地朗讀
- 要學生有感情及流暢地朗讀，從而進入篇
章的情境及培養語感

- 教師朗讀，學生邊聽音樂，
邊聽教師範讀，邊看畫面

- 學生分組輪讀。一組朗讀，
另一組閉上眼睛，邊聽音
樂，邊朗讀，邊想像

- 加深學生對秋天景物圖片的印象，幫助他
們稍後閉目想像時，腦海裏能浮現篇章內
容相似的畫面

- 使學生進一步感受詩的景象及語言

3.課堂評估 - 請學生說出想像的景象及欣
賞詩的哪部分

- 評估學生能否感受及欣賞篇章的內容美和
形式美

- 多讓學生講述對篇章的感受，培養學生對
篇章的評賞力

4.分析寫作手法 - 教師講述或提問 - 引導學生由感性轉向知性，分析作品表情
達意的手法，從而加深感受及提高評賞力

二、成語故事《推己及人》、《亡羊補牢》
學習目標：用語言描述故事內容，引導學生想像自己身處故事中的情境，以體會成語的意義。

教學步驟 教學策略 注意事項
1.情境導入 - 教師分享與成語相關的生活經驗 - 讓學生初步了解成語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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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境營造 - 教師分段敘述，並適當提問，讓
學生想像自己是故事中人物，說
出個人感受及行動

- 教師朗讀，講解字詞
- 學生分角色朗讀

- 用 語 言 描 述，要 有 恰 當 的 聲 調、節
奏、感情，像講故事般，以達到繪聲
繪影的效果，使學生投入篇章的情境

- 要適當地質疑問難，引導學生的思維
進入探究、發現、解決的過程，使他
們的情感進一步融入篇章的情境，
也使他們的思維得以發展（紀玲玲，
2005）

- 示範朗讀，讓學生初步掌握讀音
- 要學生有感情及流暢地朗讀，從而進
入篇章的情境及培養語感 

3.課堂評估 - 請學生分享與成語相關的生活經
驗

- 要多讓學生講述生活經驗，以評估他
們能否體會成語意義

　　從三所學校的課堂實踐所見，老師充分運用情境教學，使情境教學貫串整個課堂。透過情
境教學，學生能感受及欣賞詩中情境，或想像自己是故事中人物，從而體會成語的意義，這就
把形象、認知活動與情感活動結合起來。這種結合，使語文教學應該培養的情感素養，也在系
統的認知活動中得到落實（李吉林，2002）。

反思及建議
一、 學生運用想像感受篇章描寫的形象，除可培養創意外，也可增加對事物的感受力及對生活

的反思，從而誘發生活的情味和意趣，有助豐富寫作內容。
二、 教授詩篇時，除讓學生運用想像感受詩的意境，可引導學生聯想更多相關的事物和景象，

進一步發展學生的創意。
三、 教授成語故事時，可進一步請學生寫生活反思，以加強品德情意的培育及訓練寫作能力。
四、 有多種方法達致情境教學，究竟選取哪種，選取一種還是一種以上，如何組織所選的方

法，以達致充分運用情境教學，使情境教學貫串整個課堂，須因應篇章的內容、類型、學
習目標而定。例如《我們去聽秋的聲音》一詩描繪具體的景物及寧靜平和的氣氛，並不是在
城市長大的學生所熟悉的。為使學生能欣賞詩的景物、氣氛和節奏，教師展示圖片，播放
音樂及讓學生多朗讀。又如《推己及人》、《亡羊補牢》，故事性強，為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
引發他們思考，教師用說故事般的語言描述內容，並適時提問。

參考資料
1. 韋志成（1996）。《語文教學情境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2. 吳天賜（1998）。〈語文教學觀的再認識〉。《高效能中文教學》。香港，香港中文教育學會、香港大學課程

學系、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3. 李吉林（2002）。〈情境教學：小學語文教學高效能的途徑〉。《小學中文教師》，2002年第10期，頁24-31。
4.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4）。《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香港教育統籌局。
5. 紀玲玲（2005）。〈情境教學與思維訓練之思考 ─ 有感於課改之下的語文〉。《中國科技信息》，2005年第8

期，頁192。
6. 陶曉霞（2009）。〈小學語文教學中如何有效使用情境教學策略〉。《中國教育技術裝備》，2009年第10期，

頁30。
7. 丁道群、李國紅（2011）。〈如何提高小學生的閱讀效果─基於圖片呈現方式的研究與啟示〉。《課程．教

材．教法》，2011年第6期，頁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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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學習領域
Developing a school-based English writing curriculum: 
integrating both grammar and skills in the writing process

Ms FUNG Ho Kwan, Jeanda 
(Senior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

Ms CHUNG Shuk Ling, Ms HUNG Wan, Ms FOK Mei Yan 
(SKH Chi Fu Chi Nam Primary School)

 From a recent sharing session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on Pre-S1 writing, some markers had the 

following comments on students' writing: 

teaching grammar in isolation doesn't improve writing…while teaching fewer things deeply an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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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Date Language Input Writing Skills 

1 5/9 – 16/9

Module Writing – Me 

and my friends

writing

Questions for thought:

1. What do I expect my 

students to write?

2. What can my 

students write? 

(previous 

knowledge)

3. What input they 

need?(grammar, 

vocabulary, sentence 

patterns/starters 

etc.)

learned

feelings/ comparatives/ 

dislikes)

 'Sam 

'I think he/she is…', 'I like 

past students' model writing)

Word 

& Sentence bank Booklet

in the playground 

[*Improving choice 

of words/ sentences 

/ proofreading skills 

/ punctuation/ 

paragraphing skill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writing packages 

throughout the term]

video from their teacher Miss Lee (Miss Lee Can Cook Wonton) as motivational activity to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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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connectives 'First, Second…'  Guessing game and miming games were found in the midst 

 Following these steps and strategies of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writing curriculum, the 

still demanding for Chi Fu students, teachers attempt to integrate different elements like teaching a 

variety of time markers as often used in stories, dialogue writing including punctuation use, use of 

 In this sharing session, teachers from SKH Chi Fu Chi Nam Primary School will help teacher 

participants to gain understanding of how students develop their writing skills; identify strategies 

References

Teaching grammar in the context of writing

The Grammar Plan Book: a guide to smar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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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KWOK Wing Ki, Judy 
(Senior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

Ms YU Pui Ying

 W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you plan your reading lessons? Do you plan differently when you 

 At this stage, you may need to employ a wide repertoire of teaching strategies to guide and 

teachers should not conclude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good readers are active readers

taught at an early stage; and it needs regular practices and a lot of reinforcement

teachers should not compromise the 

process

What is Directed Reading Thinking Activity (DRTA)?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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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allows adaptations and can be used for 

predicting, reading and proving

encourages students to take control of the reading process

Why DRTA?

 Most teachers in Hong Kong are familiar with a range of reading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which 

and visual presentations like video and photos in the pre-reading stage; reading aloud and guiding 

, 

 are going to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the 

that 

discourse

real people and place; and reporters may want to put across certain messages to their readers; h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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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ar topics

the 

 refer to 

 

When students have the confidence and purposes to read, they have strong intention to read for 

have found that 

process

 Finally, teachers will 1, another commonly used reading strategy among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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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Critical Reading at the Primary Level. Reading Aids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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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ring for the needs of low achievers in the writing 
classroom

(Senior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  

Ms PO Mei Ling , Ms KAM Lai Ming, Ms LAU Chuk Kwan

 Using graded worksheets is a traditional practice to cater for different learners' diverse learning 

are not convinced that graded worksheets with less content and lower standard can help struggling, 

faith that academically low achievers can still learn in classrooms, though at different paces or need 

a focus on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the classroom would bring about 

the classroom, where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happens, should be a real focus to investigate how different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Content

who cannot catch up with the standard writing curriculum,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to unear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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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n Ideas

Mary is a student. 

She is hard-working. 

She studies at the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She reads very quickly. 

Ideas

Noun
Ideas

Noun Action Details Place

A grass-hopper sang some songs.

A grass-hopper sang some songs beautifully on the tree.

A grass-hopper sang some songs beautifully on the tree every morning.

The ants moved some food.

The ants moved some food busily under the tree

The ants moved some food busily under the tree every morning

design

Process

 It is common sense to most teachers that clear and solid learning goals can help students to 

purposeful repetition of the learning goals at 

the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of the writing lesson can help students with an array of need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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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research would support that tasks requiring high-level of participation and motivation (Lynch 

classrooms in the school, teachers witnessed that authentic, engaging and challenging input could 

see, 

hear and feel

movements, senses activation and imagination

that 

students can access to

 

shallow applic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would not be effective to promote learning among students

 

scaffolding can be class-

specific and across skills

 Careful scaffolding also means teachers have ti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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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he classroom

learning progress in the whole-class or small group writing sessions is a vital assessment-for-learning 

partner talks in which students tell each other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nd peer-editing aloud at the end of a writing class are impactful and yet easy strategies to 

 

feedback

whole-class feedback

Product

telling students assessment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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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attempted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in the writing classroom

Curriculum Content

Process

and high-level engagement from students

Form effective groups to facilitate peer-to-peer help

Check and reg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 group and whole-class sessions

Product
Design assessment criteria to meet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Identify students' weaknesses through target error correction

References

Journal of Advanced Academics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Putting it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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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Feedback

Kappa Delta Pi Record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All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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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ving thoughts into action: creating space through a 
curriculum initiative

(Senior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
Ms NG Ching Ha, Ms FUNG Suk Man
(Choi Wan St Joseph's Primary School)

An Anecdote to a Curriculum Initiative

of primary students in support of the MOI fine-tuning policy provides primary schools with the 

 On reviewing the teaching of writing at the school, teachers noted that they spent much effort 

curriculum initiative: 

  1) Curriculum development - renovating the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in the writing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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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should have the time space to engage in meetings and data analysis, cognitive space to 

necessary component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chool formed a core group comprising of the panel 

Developing the Writing Packages 

consideration, teachers at CWSJ mapped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for each grade as guidelin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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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ving thoughts into Action in consideration the 3 components of a curriculum initiative: 

Directions, Tools and Space  

Teacher thought and action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tools

modul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learning tools for writing 

purposes and as analytical 

tools for assessment

Creating space for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s:   

time space/ open space/   

cognitive space/ public space

Designing the school-

formulating  teaching plans

Action 1: Core group initiates 

and write teaching plans 

plans

Student actions

activities in speaking and 

listening tasks Class / Group / 

Peer / Individual Writing 

and self editing 

 Working in line with the school annual development focus, the writing packages have to cater 

writing confidence, students are led through reading, speaking, listening, group writing and small 

on coherence, fluency and transition, an effective writing assignment should engage students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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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space for teacher development – from isolation to collaboration 

Creating success-oriented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 from anxiety to confidence 

 In the past, students were allowed to write at home so they got support from family or private 

attempted to write with confidence on their own with supportive writing processes and activities in 

 Students improved in writing skills as the materials in the writing packages are structur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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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ing what has been attained 

teachers discovered that they need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s students' personal factors, learning 

of the four skills and the writing strategies such as drafting and editing, proofreading and revising, re-

 In this presentation session,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writing packages and the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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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CHUNG Chui Ngor, Jenny
(Senior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

Ms YU Ngan Kwai
(Buddhist Chan Wing Kan Memorial School)

What does it mean to know a word?

What are the problems of the Hong Kong pup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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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happens in BCWKMS?

dictionary, it does not seem to help pupils learn the unfamiliar words, especially when these words 

 In the analysis of pupils' performance, teachers found that they have difficulty in identifying the 

How is vocabulary acquired and learned?

that it is convenient and immediate to translate to L1 as pupils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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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using phonemic strategies, similar to phonic skills,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in pupils an 

 As regard to the linking strategie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using word formation and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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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a vocabulary building programme work in BCW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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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and writing programme

Ms WONG Kit Mei, Gladys
(Senior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

Ms YANG Shi Chip, Ms WONG Yuet Yi , Ms CHIA Yuk Pun

 "We are very hard-working teachers and have designed so many worksheets for our 

students. The worksheets cover reading, speaking, listening and writing and the questions 

resemble the format of the TSA. Yet, many students still do not do well in the exams. We have 

done our part! What else can we do to help?"

done a lot to help, it is high time we looked into what had gone wrong in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 teachers to re-consider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shed light on what they can do to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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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ted in the last century is primarily a learner-centred approach!

 When it comes to language learning, we find the learner-centred approach did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three levels of work done in the past four years with special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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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ing learners' prior knowledge is important. Getting to be informed about 

their past knowledge is equally important!

an idea and devote much teaching to helping the students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the post-writing 

Realizing Task-based learning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s — Scaffolding the learning 

tasks to help students construct new knowledge

 As previous knowledge is essential in facilitating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eachers decided to 

Building a balanced and spiral English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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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BC Descriptor for 

KS1
P1 P3

Construct 

meaning 

contracted forms, 

She's clever 

contracted forms: 

it's, he's, she's, I'm, 

you're, isn't, aren't, 

days of a week 

SUN  ®  Sunday)

contracted forms: 

they're, we're, 

don't, doesn't, 

contracted forms: 

that's, ordinal 
st 

(dates), months 

Jan  ®  January) , 
When's, My 

weren't, didn't

work out the 

meaning of 

base 

word within other 

words, 

grandmother, rain/
rainy

work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base word within 

other words : 

teach  ®  teacher
post  ®  postman

change the meaning 

of a word: 

help  ®  helpful, 
unhelpful, helpless

create new words 

of a known word: 

 ®  

 ®  toy-
room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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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YIP Lai Ha, Ms CHOW Po Yan
(Pentecostal Yu Leung Fat Primary School)

Issues to be explored

 Like many other teachers in Hong Kong, teachers in Yu Leung Fat Primary schools have found 

difficulty in accessing a wide variety of interesting reading materials which are authentic and fit their 

more 

proficiency?

And, where are these resources from?

students' reading at the same time?

Integrating newspaper articles into our extended read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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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module taught as we hope that they can nurture students' genuine interests and identify purposes for 

Vocabulary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Newspaper articles are good and handy resources for consolidating and applying reading skills 

Extended reading 

program using 

newspaper articles

diversity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in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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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t and consistent use of newspaper articles to consolidate the reading skills taught, teachers 

Speaking

Reading habits 

Catering for learner diversities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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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學習領域
「除」機應變 ─ 調適除法教學策略，提升學生探究
能力

羅漢輝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李明佳老師、彭奮強老師、張淑儀老師 （農圃道官立小學）

　　根據課程發展議會所制定《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數學是一種思考方式，
是協助掌握其他學科的工具。數學科課程的宗旨是培養學生的構思、探究、推理、建立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由於思考能力是不能憑空發展的，數學課程需要重視數學的內容和學習過程（頁
iii）。要發展學生的探究能力，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教師不能只滿足教授個別課題的概念和公
式，更應提供機會讓學生運用已有知識，學習其他相關課題，延展數學能力。教師為學生創造
學習機會，讓他們觀察、分析、發掘或建構知識，鼓勵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學生透過探究數學問題，運用數學思考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能在不熟悉的情況下嘗試解決
數學問題，加強學習自信，並提升學生的探究能力。
　　在小學數學課程裡，「除法」是學生其中一個較難掌握的課題。學生從二年級開始接觸除法
的基本概念和簡單運算，三和四年級進一步學習除法的運算步驟和技巧，在五和六年級運用除
法計算分數和小數的問題。根據課程發展議會的《數學課程指引》（2000），小二至小四除法課題
的單位和學習重點包括：

單位 學習重點
二年級  2N6

基本除法
1. 認識除法概念 ─ 等分和包含
2. 進行基本除法計算，包括有餘數的算題
3. 認識乘和除的關係
4. 解答簡易應用題

三年級 3N4
除法（一） 

1. 運用短除法進行基本除法計算
2. 進行除數一個位，被除數二個位的除法
3. 進行除數一個位，被除數三個位的除法
4. 解答應用題
5. 估計計算結果

四年級 4N2
除法（二） 

1. 進行除數兩個位，被除數兩個位的除法計算
2. 進行除數兩個位，被除數三個位的除法計算
3. 認識整除性，除數為2、5和10
4. 解答應用題
5. 估計計算結果

　　小學除法強調學生透過符號記錄實物操作的過程，逐漸由具體的操作過渡到抽象符號的運
算，以掌握數學系統的規律和結構，從而提升他們的探究能力，以及培養嚴謹的學習態度。

為甚麼要關注除法？
　　Ma（2010）指出數學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為關連；這些數學概念形成不同的網絡，四
則運算是這網絡內的道路系統（road system），是通往各概念間的途徑。所以，教師在教授個
別數學課題時，需要關注所教授的課題與其他課題的聯繫。在四則運算中，學生一般較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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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減和乘的概念和運算，但對除法的掌握則未見穩固，這基礎會影響學生學習與除法相關的
數學範疇，如代數方程和速率。
　　近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顯示學生在除法的學習表現尚待改善的地方，包括：
  一、 學生懂得除法的計算技巧解答問題，但在列寫數式時，卻混淆「除數」和「被除數」。
  二、 學生不懂得在商的十位寫上「零」，而錯誤地將「零」放在個位。
  三、 當涉及除法應用題時，學生未能準確理解除法所得的商及餘數的意義，學生把商當作

答案，而忽略處理餘數。

探討學習除法的困難
　　農圃道官立小學的數學科教師除了參考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亦分析學生對學習除法的表
現，發現有以下困難：
 一、  學生尚未透徹掌握除法的「均分」和「包含」概念，以及兩者的關係。Greer（1992） 指

出教授數學課題時，須揭開隱含在該課題的數學概念，如學習除法要掌握當中所隱含
的「等組」 （equal groups） 和「等量」 （equal measures） 概念。在學習初小除法時，學
生需要清晰理解以下四類與除法相關的情況，才能對除法有充分的理解：

    ‧ 12 個橙平均分給3 個人，每人可以分得多少個？ [等組均分除法]
    ‧ 每人給4 個橙，12 個橙可以分給多少人？ [等組包含除法]
    ‧ 4.2公升的橙汁平均分給3個人，每個人可以分得多少？ [等量均分除法]
    ‧ 每個人分給4.2公升的橙汁，12.6公升的橙汁可以分給多少人？ [等量包含除法]
   農圃道官立小學的教師在教授小二學生除法時，依循教科書的編排，透過分物遊戲等

實作活動，了解均分和包含兩種操作的過程，惟學生對這操作背後所隱含和需要掌握
的概念，未有足夠理解。另外，學生對除法的掌握，較能表達均分概念，惟對包含概
念略為模糊。教師發現學生在初小階段若未能充分理解包含概念，會影響他們在高小
階段學習除法的課題，例如在小五學習分數除法時，學生未能以包含概念掌握分數除
法的意義，以致對分數除法的計算方法和步驟感到困難，因為部分的分數除法的內容
不能以均分概念作闡釋。

 二、  學生尚欠有系統的學習工具，持續發展探究能力，以加深對除法的理解和掌握。為學
生提供有系統的思考訓練，並以數學問題作為探究場所，能促進學生的學習參與，使
學習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探求，除了使學生掌握數學的知識，亦能培養學生的探
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Huinker（2004） 指出數學的意念（Ideas）、概念（Concepts）和
步驟（Procedures）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為關連；數學概念就是處理問題的依據和基
礎，數學步驟表達解決問題的過程，而數學步驟是由數學概念所指導的。過去多年，
農圃道官立小學依循教科書的編排，在小二運用分物遊戲，引導學生認識除法的基本
概念和運算，惟分物活動較少在小三進一步使用，以掌握除法課題，如一位數除三位
數的計算；相反，教科書側重指導學生除法運算的步驟，如橫式和長除法，再通過練
習加以鞏固。這樣，學生缺乏持續運用分物活動，作為探究除法計算的思考工具，以
掌握除法的課題，如小四整除性、小五分數除法等課題。

 三、  農圃道官立小學發現學生進行基本除法計算，如一位數被三個位的除法計算，計算步
驟多以模仿教師課堂上的示例，惟對於解題過程所蘊含的意義卻不了解。探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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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除了未能充分明白每一步計算的意義外，亦未能聯繫除法的運算步驟和分物活動
的操作過程，影響學生掌握位值、退位減法等概念，以致學生在長除算式中忽略「補
零」和退位減法等步驟。另外，學生對處理除法的餘數尚欠有效的策略，特別應用題
的「最多」和「最少」等問題。

共同備課如何提升對除法的掌握
　　為提升學生對除法的理解，農圃道官立小學的教師檢視學生在校內外的評估數據，發現學
生對除法的基本概念較弱，運算步驟亦常出錯，更未能以準確的數學語言表達除法的內容。因
此，學校透過共同備課，檢視校本課程的除法課題，分析學習難點和釐清課題的學習目標，並
修訂教學策略，從而提升教學效能。農圃道官立小學制定教學策略，當中發展重點包括：
  一、  強化除法的「均分」和「包含」概念和兩者的異同
  二、  加強「分物活動—運算步驟—數學語言」的聯繫，作為學習除法的思考架構
  三、  運用思考架構，掌握除法課題

加強掌握除法「均分」和「包含」概念
　　教師為加強學生掌握除法的「均分」和「包含」概念和兩者的異同，以及這操作過程所隱含
的概念。在二年級學習除法的概念，教師利用分物活動，幫助學生掌握「均分」和「包含」兩種
分物方法，設計探究活動，加強同儕協作，並比較這兩個概念的異同。另外，教師加強數學語
言的訓練，使學生能準確表達除法內容，如分物活動內的被除數、除數和商的關係。此外，教
師利用圖示法，除教導學生掌握「均分」和「包含」操作，透過實物處境理解乘除式的互換，加
強學生對乘除關係的連繫。

加強「分物活動—運算步驟—數學語言」的聯繫
　　教師在教授二至四年級的除法課題時，除以分物活動作為學生掌握除法的思考工具，並著
意加強「分物活動—運算步驟—數學語言」的聯繫，讓學生透過探究，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深化理解。在三年級教授一位數除二位數時，教師運用分物活動，聯繫除法的運算步驟和分物
活動的操作，使學生理解計算中每一步驟，與分物活動的對應，並強化數學語言的運用，從而
加深學生對除法運算、分物活動和數學語言的聯繫。

運用思考架構，掌握除法課題
　　基於學生所掌握的思考工具和數學語言，在四年級處理除法應用題的餘數，教師以分物活
動幫助學生理解餘數的出現，能幫助學生解決應用題所見的「最多」和「最少」等問題。另外，
數學科教授應用題的解難策略，透過審題，如圈出關鍵字、剔除多餘資料，理解題意，綜合運
用知識和發展探究能力，加深學生對除法的理解。另外，教師會運用學生所掌握的思考架構，
促進學生掌握其他的除法課題，如小五的分數除法、小數除法等。
　　農圃道官立小學期望透過分享會，分享共同備課如何帶動校本課程和教學策略的轉變，提
升學生對除法的理解和掌握。當中，分享重點包括：如何運用校內外的評估數據，檢視學生學
習除法的困難，制定跟進策略；如何調適除法課程，加強學習重點和教學策略的連貫性；如何
為學生提供有系統的思考工具，持續地發展學生的數學思維；如何透過同儕觀課和課後研討來
檢視學生的學習過程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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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煞思「量」─ 小一至小三長度教學縱向課程設計
分享

曾倫尊女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黃鳳珠老師、鄒立明老師
陳巧卿老師、冼文標老師

（鳳溪第一小學） 

　　在香港的小學數學課程中，根據《數學課程指引》（2000），長度和距離是度量範疇中的一大
課題，在一年級至三年級的學習重點中，長度和距離共佔了度量範疇約30%的建議教節，可見
長度和距離概念的學習是數學學習領域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然而長度和距離以及其單位對學生
而言都是抽象的名詞，學生還需要在完成各級相關課程後掌握以下能力：
  一、 選擇和應用非標準單位來記錄基本量度活動的結果
  二、 理解應用標準單位的需要
  三、 選擇適當的量度工具及標準單位
  四、 綜合數、度量、圖形與空間的知識，解決簡易量度問題

量感的認知發展
　　鳳溪第一小學的老師均認為若要學生掌握以上能力，必須培養學生有足夠的量感，量感的
培養必須在縱向課程中螺旋式地滲入及鞏固，並需要理解各階段學生度量概念的認知發展（王
麗娟，2000），例如：學生首先透過感官感覺長度，初步掌握長度概念，然後能夠直接比較兩個
物件的長度；老師在引入間接比較物件長度時，必需讓學生真實地運用物件進行間接比較，認
識間接比較時，需要排列相等長度的中間人，進而體會「單位」的基礎，初步理解單位的操作及
其標準化的需要，到真正介紹厘米、米、公里及毫米，同學會更明白單位大小的意義及用途。
最後當同學掌握好各單位的概念後，便可對兩個量進行化聚。　

縱向課程設計
　　鳳溪第一小學老師參考了各階段學生對長度概念的認知發展程序後，嘗試在課程設計上縱
向地強化學生對各長度單位的量感，亦加強學生運用身體永備尺的認知，作為有效地估測的依
據，再動手實際量度。老師就一至三年級提及有關各長度課題的不同難點作了深入的探討，兩
年的共同備課中，在長度教學嘗試加強了量感的培養和實物操作，來貫通各級學習活動的設
計，經過多次研課、觀課及不斷反思改良，累積了一些設計活動的經驗，希望透過分享會與其
他老師交流。

長度概念的初步建立
　　對於一年級上學期的學生，他們對長度的初步概念只能透過感官感覺，幸好長度是學生最
容易保留在腦中作為參考的度量，也是最容易操作的量，但他們較難理解單位的概念，學生對
單位的量感非常薄弱，因此老師透過活動讓學生直接操作兩個物件的長度，學生從直接的操作
經驗，體認長度和距離比較的意義。然後老師再引入間接比較，即對無法比較的物件的長度，
透過排列中間人（例如：萬字夾、數學書等），利用中間人與另一物件的長度進行直接比較，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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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論哪個物件長度較長，整個過程學生需要保留中間人長度的概念，並運用排列相等的中間
人，數出各物件包含中間人的數量，作為直接比較。當中老師還特別加入多一件物件作比較，
令學生經歷三個長度的比較，即是將三件物件分成兩組比較，再將結果推論，排列出三個長
度。部分學生對抽象的邏輯推理關係明顯地感到困難，於是老師讓學生從觀察中知道小明比小
華矮，小華比小英矮，從而得出小明會比小英矮。另外老師從不同的活動中發現學生在運用中
間人或自訂單位進行先估計後量度、處理以個別單位為基礎的長度合成活動及選擇合適的自訂
單位進行量度都會感到不同程度的困難，需要在下學期再次加強。

從自訂單位到標準單位
　　到下學期，老師首先要重溫上學期所學，利用課室學習的情境，重溫先估計後量度，讓學
生自行選擇運用中間人或合適的自訂單位進行估計及量度老師桌子的高度。老師刻意選取兩位
同學的結果作比較，他們各自運用不同長度的鉛筆作自訂單位，量出書桌的高度分別為「小強
的8枝鉛筆」及「小娟的6枝鉛筆」。老師刻意地製造矛盾，讓同學理解老師的桌子高度是一樣
的，而同學量度出「8」和「6」不同的數量，是因為小強鉛筆的長度和小娟鉛筆的長度不同，並
且知道「6」之所以小於「8」的原因，是因為小娟的鉛筆長度大於小強的鉛筆長度。老師利用此
活動引導學生認識使用公認單位的需要，進而引入標準單位「厘米」。學生在間尺上認識刻度的
結構，亦是他們建立1厘米量感的起點，老師需要引導學生測量身體的永備尺，如運用手指的
寬度（約為1厘米）作為以後厘米量感估測的基礎。在以厘米為單位比較及量度物件的長度和物
件間的距離時，學生便懂得選擇合適的永備尺手指來進行估量，再以間尺真正量度並驗證。另
外老師亦發現學生在使用自備的間尺進行量度，會遇到種種困難，例如各種不同類型間尺「0」
的位置不同，同學使用間尺時未能注意對齊「0」，再報讀尺上對應的數字，此外，在量度時不
強調毫米的刻度，僅需報讀厘米的刻度。所測量物件如果不是整數厘米單位，則以「大約多少
厘米」做報讀。

學生在量度的迷思
　　老師亦會讓學生經由長度之經驗，學習如何在數線上做比較與加減運算，由此為學生建立
整數與有理數的整合，作為日後學習負數、實數、幾何的基礎。例如：如果一把斷掉的尺，無
法從「0」對齊時，若所測量的物件是從刻度7到13，學生會錯誤地在間尺上由7數到13，並認
為該長度是7厘米。

　　事實上，這個物體應由7到8為1厘米，如此類推數至12到13共6厘米，而並非數間尺上
的數字7、8、9⋯、13。最後老師會強調量的估測活動不是實測的近似值，而是培養量感的活
動，有好的量感，對日常生活很有助益，如果要訓練同學能在不使用正式測量工具的條件下，
估測量的大小，老師必須將量的估測與量的經驗建立密切的關係，同學做估測活動時，亦應注
意單位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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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厘米」認識「米」
　　在二年級，老師同樣地讓學生先理解使用公認單位的需要，然後認識「米」（m），再在量度
及比較物件的長度和物件間的距離前，強調學生需要先選擇合適的永備尺進行估量，並選擇合
適的量度工具，作真正的量度。二年級引入「米」時，老師會設計與生活情境相結合的活動，先
從學生最常用的單位開始，重温間尺上「厘米」的刻度結構，讓學生延伸所學至100厘米，從而
引入較大單位「米」的需要。整個過程必須從具體到抽象，發揮實物和教具的作用，引導學生動
手做。在實際量度物件的長度及高度前，必需讓學生先以身體的永備尺作估測的根據，先估計
以訓練對「米」的量感，再引導學生實際測量身體，找出最接近1米的永備尺，如量度兩手展開
的寬度約為1米，作為以後「米」量感估測的基礎，再選擇適當的工具，然後量度，正確讀出量
度數據及單位，作為驗證。老師在安排實際量度活動前，必需讓學生認識各種量度工具如 : 間
尺、米尺、卷尺、拉尺或滾輪的使用方法，如何準確地報讀量度結果及其優缺點。學生在認識

「1米＝100厘米」的關係並理解其意義後，在真正量度時便可應用單位換算。在測量時，可讓學
生自然地用複名數來描述測量結果，然後再進行換算以記錄測量值。例如：小明的身高為1米
23厘米，也可以寫成123厘米。

由「米」認識「公里」
　　在三年級，同學對1公里的量感特別難於建立，老師必須讓學生隨生活經驗的擴充，延伸
到更大的單位「公里」（km），老師於是刻意安排同學在校園範圍自行設計1公里的路程活動前，
首先讓學生在谷歌地圖網頁經歷1公里路程的長短。同學由學校正門出發，按着網頁提供的路
程，一起模擬走到上水火車站，全程約為1公里。之後，學生再在學校校園地圖上設計1公里的
路程。老師讓同學分組在班房內按地圖上提供的距離計劃路程，再真正走到校園驗證設計，然
而在計劃路程時已發現同學遇到困難重重，同學對處理1公里長的路程只懂得運用地圖上提供
的距離作連加的運算，務求將答案計算至1公里便完成任務，根本沒有理會如何走這段路程，
另外同學亦不能靈活地將路程重覆以建構1公里的路程，老師必須要引導學生可將1公里分成
10段100米、5段200米又或4段250米的路程，適當地重覆計劃路程便可。經此一提，同學便
能較快地完成設計。真正走到校園驗證設計時，老師發現同學設計的路線所估計的距離，與真
正量度的距離相當接近，經老師查看後，同學便可繼續走指定重覆的路程，真實地感受1公里
路程的長度。最後老師還引導學生認識任何的量度結果都是近似值，令學生明白量度的近似性
質。由於量度的結果都只是近似性質，無論選取多細小的標準單位作為量度單位，仍無法找到
量度結果的絕對值，因所選取的量度單位還可細分，所以量度的結果實有賴於所要求的準確度。

由「厘米」認識「毫米」
　　當老師要求學生提升量度的準確度時，便能順理成章地引入「毫米」（mm）。老師特別設計
不同長度線段的比較，由粗疏至精密，讓學生體會最小標準單位的需要。過程中，老師發現同
學對閱讀細密的毫米感到困難，亦會用小數表達答案，例如將17mm的長度表達成1.7mm或
cm，可見同學對毫米的量感尚未建立，於是引入一角硬幣的厚度約為1mm，讓同學具體地掌握
1毫米，亦重提1厘米約為手指的寬度，強調1厘米包含10毫米的關係，到量度實物時，同學的
表現明顯進步，不會再混淆兩單位。最後，老師會重申四個單位的特點、用途及相互之間的關
係，亦會進一步要求同學以直觀估計物件的長度和物件間的距離，藉此考查同學對各單位量感
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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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縱向課程約實施了兩年，經過多次研課及觀課的反思及優化，老師均認為應加強同學
的量感培養，在教授每個單位時都引入估量的標準，讓同學具體地掌握每個單位的量感，再設
計合適的量度活動，在量度前必須先估量，並選取適當的單位及工具才進行真正量度，當同學
完成量度，還要求同學準確地讀出讀數及單位，以加深同學對單位的認知。兩年來，老師以同
樣方式連貫了三級的長度教學，大家都感到同學對各單位的量感明顯地增強，再不會胡亂量度
及讀出不合理的讀數，或配以不適當的單位，效果令老師非常滿意。

參考資料
1. 王麗娟（2000）。《數與量教材探討》。網址：www.tkes.tn.edu.tw/math/92year/數與量教材探討.DOC
2.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數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香港印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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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童的數學學習歷程 ─ 從數數到加法和減
法（小一至小二）

吳沛榮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陳嘉儀老師、莫漢威老師、李寶寶老師（伊斯蘭學校）

　　學者Aubrey（1993）認為當孩子上學時，他們已經具備了不少關於數字概念的非正式知識，
而Bryant（1997,頁67）亦指出「孩子入學之前，他們早就開始學習，當他們入學時已經知道一
部份事情，但絕對不是所有事情，所以在他們進入課室之後，我們必須找出孩子的知識中哪些
東西可能對他們造成影響」，例如：老師在教授「位值」時，必須了解學生是否掌握了讀數和數
數的方法，而對數字組合的認識又有多少。由於這些數學知識，對於不同文化背景或者不同能
力的學生都會有不同的表現，老師在教學上若果不能配合學生的已有知識，便難以輔助這些學
生學習「位值」的概念，以至運算能力的發展。
　　由於非華語學童是來自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加上學生來自不同類型的幼稚
園，對數學的認識及理解，早已存著不同程度的差異，要老師找出哪些東西對他們的數學學習
造成影響實在不容易，所以當這些學生從幼稚園升上小一後，任教這些學生的老師經常會發現
他們對於1-20的認識，有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尤其對於數數、數字和數量的關係和18以內的基
本組合上，學生的學習表現比較參差，所以老師在教授加法和減法時，便感到困難重重。有見
及此，伊斯蘭學校的老師，早在學生入讀小一時，便從1-10開始，重新幫助學生學習數數、讀
數、識別和書寫數字，藉此建立正確的數數技巧、書寫數字的讀法和寫法，以至1-10的基本組
合，除了認識他們的文化背景如何影響他們學習數學外，最重要的還是要幫助學生建立好這些
基礎的數學知識，再按著學生的學習表現，設計日後加減法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掌握基本的
運算能力。

數數、讀數和寫數的學習與文化背景的關係
　　當幼稚園學生升上小一後，按著課程的要求，他們都會學習「10以內的數」和「20以內的
數」，當中包括數數、讀數和寫數的過程來建立1-20的讀寫能力，然後再學習順數、倒數、單
數、雙數、序數、基數及以一一對應的方法比較兩組物件的多少，最後才學習18以內的基本組
合（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當學生熟習1-18的基本組合之後，便會開始學習基本的加法和
減法。對於本地學生，學習「1-10的認識」到「1-18的基本組合」一系列的內容，並不困難。但
對於非華語學童，由於語言上的問題，加上部份學生沒有入讀或完成本地幼稚園的課程，學生
打從1-20的數數開始便出現了學習問題，而當中甚至有學生不能依次序地唸出1-20來，表現出
學生未能掌握數數的技巧，所以伊斯蘭學校的老師在教授學生以英語數數時，便從最基本的步
驟著手，重新以唱遊的方法先教導學生唱數，然後一邊唱一邊拿著玩具，拿一個玩具就唱一個
數，然後逐步建立學生數數的能力，這樣一來，老師便要花上一段時候來教學，相比起本地學
生來說，非華語學童的學習數數的時間亦因此比較多，而為了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伊斯蘭學
校的老師更在有關教學時間、學習內容和教學策略上重新作出調整和分配，以配合學生實際上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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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華語學童對於數學學習感到困難，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文化差異所造成。由於非華語學
童有自己的語言和生活文化，他們雖然生活在香港，但同時受著家人、親戚和朋輩的影響，對
數學學習上，有時仍然會採用一些自己本土的學習方法，這些方法有別於本地老師的教導，令
學生的學習出現混淆。除此之外，在數學符號方面，巴基斯坦的數字「6」，寫法與阿拉伯數字
的「4」相若，但學生寫起來卻像「9」，而尼泊爾數字「9」卻與阿拉伯數字的「5」相若，故此，
老師若不了解不同學生的文化背景，便會很容易誤把學生正確的答案為錯誤。

     巴基斯坦的數字「6」

     尼泊爾的數字「9」

　　在數數和寫數的配合方面，由於大多數學生是以英語學習數學，因此造成數字語言方面的
障礙，例如在學生的習作中，老師不難發現當學生寫到13到19時，先寫右邊的數字（但20以
後就會從左邊開始寫數字），而在讀數時，學生有時會從右邊到左邊讀出兩位數，例如看到27
便讀成72，這主要是南亞裔學生的本土語言，在讀兩位數時，有時是先讀個位，然後讀十位所
致，因此語言的閱讀障礙，亦可能是令學生在辨認為書寫數字上感到困難的原因，因此老師若
不了解，重新引導學生分辨英語讀兩位數字的次序與他們的讀法有所不同時，學生便會容易在

「位值」的問題上容易產生混淆，影響學生學習加法和減法。
　　在數數方面，中國人習慣利用數手指（counting with fingers）學習數數，數數對於將來學習
個位和十位的概念比較容易，亦有利於學習五個一數和十個一數的估算，但對於南亞裔學生來
說，他們自小便受老師和家長教導，以數手節（counting with finger joints）來學習數數，雖然雙
手能數出三十來，但不利於學生學習位值的概念和五個一數及十個一數的估算。根據Zaslavsky
的研究，這種數數的方法流行於印度，稱為agnee ka perva，即是用手節來數數，對於當地一些
文化水平偏低的人會用來進行運算，例如：以向上數（count-on）的方法來找出兩個數的和，利
用重複加倍（repeated doubling）的方法來進行乘法及重複減半（repeated halving）的方法來進行
除法（Zaslavsky, 1996）。老師若不了解學生背後的數數及運算模式，在教學上自然不能配合他
們的學習習慣，從而產生不少衝突，學生亦因此跟不上本地學習內容和進度。

加法的學習
　　Foster（1994）所提出的四個加法學習階段，以頭兩個最為重要，即是：
  一、 從頭數（count-all）：兩組物件放在一起，由頭數一遍。
  二、 向上數（count-on）：先數出一組物件的數目，然後心中記著這個數目，再接著向上數

第二組物件的數目，最後數出的數目便是這兩組物件的總數。
　　一般而言，本地學生不難掌握這兩個學習階段，但對於非華語學童來說，學習差異問題則
較大，他們對於數序和數字與數量的關係上，認識比教薄弱，所以在第二個階段時已經出現嚴
重的障礙，不少學生仍然停留在第一個階段，仍需要用畫圖數數來進行計算，有時甚至連順數
和基數的認識還未掌握得好。為此，老師便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例如數錢幣、數朱古力和唱
數遊戲，以協作和比賽的模式進行，儘快幫助學生過渡第二階段。在加法的運算策略上，老師
更嘗試先引入「合十法」，幫助學生掌握10的組合，然後再幫助學生以合十的技巧來學習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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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合，伊斯蘭學校的老師在教學過程中，亦發覺學生有不同的學習表現，部份學生對於個位
加法的表現也不理想，但對於能力較好的學生，卻根本不需要這種方法，便能找出答案，老師
認為主要原因，取決於學生的數數技巧是否熟練，1-18基本組合的教學方法是否適當，練習是
否足夠，而倘若學生不能掌握1-18的基本組合和基本加法的知識，將會直接影響學生學習進位
加法的果效。對於基本加法的學習方法，老師亦表達出不同的意見並且進行討論，有關的教學
方法可參閱附件。

減法的學習
　　相對於加法來說，減法的學習策略主要有一種是往下數或往後數（count down or count 
back）。對於減法，伊斯蘭學校的數學老師提出了不同的教學方法（詳情請參閱附件）和意見，
尤其是對半心算（減十法）和扣數法，有較多的討論，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表現，很難說那
一種較為優勝，至於倒數法，大部份老師都認為學生倒數的能力較弱，不宜採用；至於能力較
弱的學生，則仍然採用畫圖刪去法，顯示學生仍停留在具體的數數階段，令老師感到很懊惱，
必須重新教導學生1-10的基本組合和「合十法」，幫助他們掌握10以內的減法，至於11-18以內
的減法，先通過數數、讀數和寫數，認識11-18，再認識11-18的基本組合後，才學習18以內的
減法，而如果學生不能熟習有關的基本減法，當學生在小二學習退位減法，便會產生很大的問
題。當然，能力較高的學生，能夠憑著對11-18的組合的熟練程度，就可以不假思索地找到答
案，而這些學生在小二學習退位減法時，所面對問題亦相應地少。然而，各校的學生都有不同
的表現，主要是視乎學生對基本加減法的掌握情況，同時亦與學生的學習習慣有關。 
　　由於小一至小二的加減法，是整個小學數範疇的根基，學生對於這些知識若果掌握得不
好，將會嚴重地影響他們日後的數學學習，而南亞裔學生在學習有關的課題時，卻表現得較為
參差。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伊斯蘭學校任教小一和小二的數學老師，在過去幾年，亦已就著這
些課題，依據著學生的能力和已有知識，設計及嘗試了不同的教學方法和教材，希望他們能夠
儘快學好加法和減法之後，可以應付日後學習上的需要。在這次的數學分享會中，老師使嘗試
把這幾年的教學經驗和感受，與業界同工一同分享。

參考資料
1. Aubrey, C.（1993）.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ies which young 

children bring into the school.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 19.（1）,27-41. 
2. Bryant, P.（1997）. Mathematical understanding in the nursery school years. In Nunes, T. and Bryant, P. 

（eds）.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hematic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 53-68
3. Foster, R.（1994）. Counting on success in simple addition task. Proceedings of the 18 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 2, 360-7.
4. Zaslavsky, C.（1996）. The Multicultural Math Classroom: bringing in the world . Heinemann.
5.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數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政府印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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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法 減　法
畫圖數數法
例： 8 ＋ 7
  ＝ 15

畫圖刪去法
例：17 － 9
  ＝ 8

半心算（順數）
例： 8 ＋ 7
   ＝ 15

1. 心𥚃放8
2. 伸出7隻手指
3. 由8開始順數，每順數1就收起1隻手指，

直到所有伸出來的手指都收起
4. 

半心算（倒數）
例：17 － 9
  ＝ 8

1. 心𥚃放17
2. 伸出9隻手指
3. 由17開始倒數，每倒數1就收起1隻手

指，直到所有伸出來的手指都收起
4. 

半心算（合十法）
例： 8 ＋ 7
  ＝ 15

1. 心𥚃放8
2. 伸出7隻手指
3. 因為8和2成為10，所以將
 7隻手指收起（減去）2隻手指
 （心𥚃的8組成10）
4. 剩下5隻手指
5. 心𥚃的10和剩下5隻手指得15

半心算（減十法）
例： 17 － 9
  ＝ 8

1. 心𥚃放7
2. 伸出10隻手指
3. 減去9隻手指
4. 剩下1隻手指
5. 1隻手指再加心𥚃的7

扣數法
例： 17 － 9
  ＝ 8

1. 心𥚃放7
2. 伸出10隻手指
3. 先減去心中的7
4. 再在10隻手指減第8及第9
5. 剩下8隻手指

8

8

10

17

9

14

10

15

11 12 13 16

11

15

10

14

9

13

8

12

10 + 5 = 15

1 +         = 87

17 －         － 2 = 87

7

7

方法一

方法二
（1 + 7）

附件：18以內加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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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外有理 ─ 探討小三分數基本概念的教學點子
周偉志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周靜怡老師、嚴智琪老師、葉展漢老師（拔萃小學）

　　如何建構學生對分數的概念理解一直是數學教育工作者的關注問題，分數的基本概念在本
港的小學數學課程指引中屬小三的課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學習重點包括：
  一、 認識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及一組物件的部分
  二、 認識分數與1的關係
  三、 比較同分母或同分子分數的大小
　　拔萃小學的老師在討論分數這課題時討論到學生在解答有關分數概念的問題時似是一知半
解，例如他們會誤判一些圖形是否分成若干等分，又例如他們對找出一組物件的部分數量會有
困難，在討論過程中，我們先互相釐清大家對分數基礎概念的認識，其實在發展不同數學課題
的校本課程時，老師對不同概念的理解很多時會影響他們如何理解學生的表現及構思適切的教
學策略，以下是我們曾討論過的一些問題。

分數學習在取向上有所轉變嗎？
　　在十八及十九世紀時，由於商貿活動發展迅速，計算工具也沒有現今的先進，故分數的運
算在數學基礎教育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但隨著數學教育的發展，分數學習的取向已轉變為強
調概念的理解。其實教育學家在二十世紀早期引入了對分數概念理解的革新看法，就是以整體
和部分的關係作為學習分數的基本概念，而皮亞傑（Piaget）乃是首位探討孩童如何從分割圖形
中建構分數概念的學者。雖然如此，現今教師仍重視教授技巧多於概念，這也令學生忽略理解
分數的意義，導致他們在分數的表現未如理想，這情況或許也可反映本港一些數學課堂的情況。

分數有多少種不同的概念呢？
　　Kieren（1980）提到分數可分為五種不同但互有關連的概念，就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量
度、運算、除數及比和比例，而在分數的基礎概念中，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及量度均為其他概念
的發展基礎，在本港的教科書及課堂中，均較強調部分與整體的關係，而較少從量度方面引入
概念，在理解部分與整體的關係時也偏向要求學生從整體中找出部分，而忽略了從部分中找出
整體，這令學生未能較全面地理解分數的基礎概念。

分數能以哪種形式理解？
　　正如課程指引提及，分數可作為整體的部分及一組物件的部分，當我們以摺紙形式表示一
圖形的部分時，我們是以面積來理解一個分數，當我們以數數方式表達一組物件中的部分時，
我們是以數量來理解一個分數。兩種形式的表示均在課本中出現，但均偏向以正例子作出介
紹，而忽略以非例子讓學生多從分辨中鞏固對概念的理解；而在一組物件的表達中，同組物件
也排列得很整齊，學生也會忽略了數數的重要性。此外，我們認為有另一種表達方式是較被忽
略的，在課程指引的第三點中，學生需比較分數的大小，在這情況下學生要以分數的值來作比
較，上述提及以一件或一組物件的部分作為表達方式均未能有效地讓學生過度至數值的概念；
反觀如以度量中長度的概念引入，則較為配合學生習慣在數線上表示數值的方式，以長度來顯
示分數，學生可較容易作出估計及檢視解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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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何種實物或圖形作操作活動？
　　老師普遍透過圖形與實物操作協助學生建構分數的基本概念，數學教育家最初較常以分割
圓形作學習活動，認為圓形較有整全的概念，後來發現應讓學生多從不同圖形中加強理解，這
些圖形的等分活動已常作學習分數的課堂活動。圖形分割只能讓學生建立分數作為整體一部分
的概念，而要建立分數作為一組物件一部分的概念則要從數實物（例如：數粒）中學習，但很
多時老師只要求學生數圖畫中的物件，而忽略了數實物的重要。此外，也有以分數條作操作工
具的，這工具主要讓學生從長度方面理解分數，現今已愈來愈多數學教育家建議以長度來理解
分數（Graeber & Tanenhaus, 1993），學生可先以棒狀圖後以數線作配合，這樣學生會較容易理
解，當然棒狀圖可以紙條或圖像形式出現，如以數線表示分數，學生可以此為比較分數的解題
工具。
　　綜合以上討論，老師認為讓學生建構對分數清晰的概念至為重要，當中的概念包括部分與
整體的關係，除了從整體中求部分外，也要從部分中求整體，我們也期望讓學生從長度中理解
分數。我們期望學生能以分數表達一個整體及一組物件的部分，並能以其數值比較大小。在操
作活動方面，我們會以不同圖形讓學生對比正反例子，也讓學生多作數數練習，並從長度中建
立分數的數值概念。
　　和拔萃小學的老師探討分數教學的過程中，我們參考了國際上兩個分數教學的研究計劃，
第一個是在美國進行的「Rational Number Project（RNP）」（Cramer et al., 1997），而另一個則
是荷蘭的「The Fractiongazette」（Bokhrve et al., 1996），兩個計劃均針對發展學生分數的概念而
進行。前者強調讓學生建立分數作為一個整體及一組物件的部分的意義，後者則以量度的概念
處理分數的教學。我們分析過課程的學習重點及學生的學習需要，認為兩者對分數概念的詮釋
均需兼顧，我們也分析過兩個計劃所發展的教學策略，發現當中有三項共同的教學元素值得我
們參考，我們以這三項元素作為設計教學的基礎，讓學生從不同層面建構分數的基本概念，這
三項元素分別為：多元化的表達概念方式、從解難中建構概念及運用數學語言解釋概念。

多元化的表達概念方法
　　我們鼓勵學生以多元化表達方式建構分數的概念，學生需從不同方式中探究及表達同一概
念，這些不同的表達方式包括實物、圖像、符號、口述及生活化情景等，學生能從連繫同一概
念但不同的表達方式中建構概念，要達到此學習目標，學生需有足夠的學習經歷，老師需讓學
生從不同實例及操作實物中累積學習經驗。在探究分數的概念時，我們以日常生活的例子、不
同形狀的圖形、數數工具、棒狀圖及數線等，讓學生從觀察、摺紙、畫圖、操作、分辨及判斷
中，配以不同的正反例子，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及連繫同一概念。

從解難中建構概念
　　解決難題與概念理解有著重要的關係，解難題目能協助學生學習新的概念，以及應用概念
於新的情景中，學生在學習分數前已有一些分割圖形或剪紙的經驗，學生可運用這些經驗於不
同的等分活動中解決問題，從中建立概念。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滲透了不少解難元素，例如：學
生需以不同方式等分同一圖形，學生也需從圖形的部分中推論出原來的圖形，或從一組數的部
分中推論出原來的數，學生也需在數線上顯示分數的大小。老師考慮到解難活動的設計應以提
高學生的參與程度及討論的興趣為主，故鼓勵學生以不同的答案、解題策略及表達方式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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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數學語言解釋概念
　　我們期望在教學過程中，學生能有充份的機會討論、表達及分享他們的想法，老師相信如
學生真的明白概念，他們應能以語言作出解釋。學生在建構概念的過程中，以口述表達、問題
討論及概念解釋來促進全班的互動至為重要，老師認為語言解釋能連繫分數中不同的概念、不
同的表達方式及不同的解難策略。在教學過程中，我們讓學生有很多運用語言的機會，並期望
學生能解釋等分及分數在一件物件、一組物件及一條長紙條中的意義及其分別。
　　正如起初所說，分數的基本概念一直是老師們的關注問題，在教學策略上也有不同的嘗試
與經驗，在本次分數的教學探討中，老師並沒有運用一些獨特的教學方法，我們只是嘗試在舊
有對分數的概念理解上作多了一點詮釋，也嘗試以這些詮釋理解老師常作的操作活動在建立分
數概念中的不同定位，例如：等分圖形表示分數代表一個整體的部分（圖一）、等分一組物件表
示分數代表一組物件的部分（圖二）及等分棒狀圖表示分數的數值（圖三）。

 
　　我們並嘗試把這些活動作出一點新增或潤飾，看看學生在當中有甚麼有趣或特別的表現。
此外，我們也嘗試從連繫多元化的表達方式、數學解難及運用數學語言解釋概念方面為這些教
學活動作出一點註解，讓老師進行教學時多思考活動背後的理念。老師期望透過這次研討會和
大家分享他們探討這課題時的經歷及所思所想，包括他們如何從分析學生難點、教學重點到設
計教學的經歷，老師會以課堂片段及學生習作闡釋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從而回應對此主
題的看法，並希望與會老師有所交流。

註：本環節以粵語進行，但由於拔萃小學以英語作為數學的教學語言，故示例則以英語為主。

參考資料
1. Bokhove, J., Buys, K.（ed.）, Keijzer, R., Lek, A., Noteboom, A. and Treffers, A.（1996）. De Breukenbode , 

Een Leergang voor de basisschool（werkbladen en handleifing）[The Fractiongazette], SLO/FI/Cito, 
Enschede/Utrecht.

2. Cramer, K., Behr, M., Post, T., & Lesh, R.（1997）. The Rational Number Project: Fraction lessons for the 
middle grades, Level 1 . Dubuque, IA: Kendall/Hunt Publishing Co.

3. Graeber, A.O. & Tanenhaus, E.（1993）.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from whole numbers to rational 
numbers. In Douglas T. Owens （Ed.）, Research Ideas for the Classroom - Middle Grades Mathematics, 
New York.

4. Kieren, T.E.（1980）. The rational number construct: Its elements and mechanisms. In Recent research on 
number learning , 125-149, Columbus, Ohio: ERIC-SMEAC.

5.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數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政府印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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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萬」—從「五位數」教學設計說起
周凌俊韶女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李佩芬老師、李敏賢老師、施懿德老師（海壩街官立小學）

位值的學習問題
　　在海壩街官立小學的三年級數學科共同備課會議上，教師提及學生在「五位數」這單元的學
習時，有以下的意見：

「學生在一年級已學過單數和雙數，為何個別學生仍未能分辨單、雙數？」
「在比較不同五位數大小時，何以有部分學生總不能正確地把它們排序？」
「如果要求學生把若干粒算珠放在算柱上，以表達最小五位數時，他們大部分總愛在每
每條算柱放上算珠。任憑我們怎樣苦口婆心地教導他們，他們總是左耳入，右耳出，
經常都做錯，真叫人費解！」

　　相信以上的說話都會令不少數學科教師產生共鳴。何以我們看來簡單易明的內容，學生學
起來卻出現諸多問題？歸根究底，學生對「位值」概念，尚未充分掌握。
　　所謂「位值」，是指數的表徵中，每個數字所在的位置所代表的值。例如「987」中，「9」的
位值是100，「8」的位值是10，「7」的位值是1（Ross, 2002）。根據現行的《數學課程指引（小一
至小六）》（以下簡稱「課程指引」），「數」範疇佔了第一學習階段46%，當中涉及不少是加減乘
除的基本概念和運算技巧。不過，要明瞭計算原理，非要掌握位值的概念不可，否則便會直接
影響學生學習四則運算的成效，甚至影響日後在較高年級所學的分數、小數及百分數等基本概
念的認識。因此，位值是一個基礎的概念，是兒童在學習多位數的加減乘除之前所必須具備的
概念（羅素貞，2007）。相信不少數學科教師不時發現，部分學生在計算6 + 24時，會錯算為
84，又或在計算乘法或除法時，常常在進位或退位時出現錯誤，例如把27 × 3誤算為621，又
或把420 ÷ 4 錯算為15，皆因這些學生的位值概念薄弱。此外，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簡稱“NCTM”）（1989）指出假如我們認為數字感和數概念在數學中佔有極為
重要的角色，那麼，位值概念的掌握必然是兒童數概念發展過程中，最為關鍵性的步驟之一。
　　在課程指引中，「認識單數和雙數」只包含在「1N1  10以內的數」單位內，學生往後所學的

「1N2  20以內的數」至「3N1  五位數」，再沒有包括這學習重點。至於教科書的編排，雖然不少
在「1N2  20以內的數」也會重點教授單數和雙數，但學生所認識相關的概念，亦只限於20以內
的數；因此，學生對單數和雙數概念的認識是否整全，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此外，Fuson（1997）指出研究發現，兒童在比較不同數的大小時，甚少利用位值概念來思
考，例如他們知道24比17大，一般都是由17開始往上數，數到7個數便得到24；他們把24看
成一個數字，但並不清楚2是代表2個10，4是代表4個1。因此，當學生要比較數的大小時，
面對繁複的數字，學生的表現又怎能如教師所願呢！

學生在「全港性系統評估」中的表現
　　近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基本能力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對學生在理解整數的基本
概念方面，作了以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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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評論
2010 大部分學生能寫出算柱上所表示的數值
2010 大部分學生能以文字表示阿拉伯數字，一些學生未能以文字正確地寫出整數
2008 當題目要求學生利用算柱進行加法計算時，他們表現較弱
2008 部分學生未能按特定的準則在算柱上表達整數

　　從上表看來，學生在面對常規性問題時，表現尚算理想；但當處理到較不常規的問題時，
表現卻未如理想，反映他們對相關概念的掌握，仍未牢固。

「五位數」的教學實踐
　　除上文所述學生的學習難點外，海壩街官立小學的教師檢討在學生「全港性系統評估」中的
表現時，發現他們在「五位數」這單元中，不少均未能按特定的準則在算柱上表達整數。教師普
遍認為學生對位值概念了解不深，加上題目具有相當的挑戰性，已非評估學生的「基本」能力，
再者學生對該類題目甚感陌生，不但教科書欠奉，甚或在課堂中，教師也較少教授這些題目。
此外，教師也構思了另一學習活動，讓學生利用不同的數字卡組成五位數，鞏固他們對五位數
學習的同時，也能加強其數字感。
　　針對以上種種，我們在課程上作出了相應的調適，如在一年級下學期的「1N4  100以內的
數」，我們加強了順數和倒數，以及單數和雙數的教學，讓學生對相關的概念能掌握得較為整
全。此外，透過實際操作活動，讓學生掌握如12個1即1個10和2個1等，提升他們的位值概
念。蘇順德（2006）的研究指出讓學生實際動手透過實物的操作，對於位值單位轉換的過程能更
掌握，有助鞏固他們的位值概念。在「2N1  三位數」、「2N4  四位數」以及「3N1  五位數」中，
除繼續推展讓學生明瞭不同位值單位的關係外，教師還針對學生不能類推的數字，例如：248、
249、250、251（過十），1398、1399、1400、1401（過百），34998、34999、35000、35001（過
千）等，編排讀數活動，以彌補課本的不足。我們期望透過上述課程的縱向規劃，讓學生能從
小一開始，對位值概念有較為整全的掌握。
　　要求學生按特定的準則在算柱上表達整數，其實甚具挑戰性。因此，教師決定讓學生透過
實作活動，加強學生對位值的理解。教師循序漸進地，先著學生利用兩粒算珠，在算柱上表示
出所有五位數組合。學生透過實際操作，把算珠放在算柱不同的位置，所得的結果共有五個組
合，分別為20000、11000、10100、10010、10001。教師再利用學生所得的結果，要求他們先
探討各數的位值，然後討論哪個是最大/最小的五位數，進而再處理單/雙數的問題。學生在取
得此等學習經歷後，再利用較多數量的算珠進行相類似的活動，學習表現已有所提升了。教師
認為學生在進行活動時，表現投入，而通過操作活動，學生普遍已能掌握相關的概念和技巧。
雖然個別學生的表現尚未理想，但起碼他們已沒有再在每條算柱放上算珠了，反映他們已有所
改善。
　　為了培養學生的數字感，教師也特意在這單元中設計學習活動。教師由淺入深地引導學生
利用兩張、三張以至五張數字卡，分別組成不同組合的兩位數、三位數以至五位數，從中不但
能鞏固學生對課題的認識，且能加強其數字感，更能讓學生從活動中得知不同數量的數字卡所
組成的整數也各有不同。教師反映學生普遍能利用四張和五張數字卡組成不同整數，個別學生
更能有條理地，羅列出五張數字卡所組成的所有不同組合，令教師大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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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籌劃相關課題教學的過程中，三年級教師共同商議教學策略和分享教學經驗，又進行同
儕觀課，實際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在整個教學實踐的過程中，教師作了以下的歸納：
　　一、 透過這次的教學實踐，教師深深體會到「位值」概念對學生來說頗為抽象，要他們瞭解

這抽象難明的概念，並非只憑教師的講述便能達致，實際操作、小組討論等活動是不
可或缺的。

　　二、 總結是次教學實踐，教師一致認為學生的學習問題雖然在三年級浮現，但要解決問題
的癥結，單靠該級教師的努力並不能成事，一、二年級教師也須及早提供協助，梳理
學生在學習上所遇到的問題，這樣才可事半功倍。

　　教師期望透過是次分享會，分享他們的構思和經歷，包括分析學生的學習難點、教學設計
和學生的學習表現，並希望跟與會教師有所交流。

參考資料
1.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數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政府印務局。
2.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8）。《2008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基本能力報告》。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3.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0）。《201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基本能力報告》。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4. Fuson, K. C.（1997）. Children's conceptual structures for multidigit numbers and methods of multidigit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 28（2）, 130-162.
5. NCTM（1989）.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 Reston, Va: The council.
6. Ross, S.（2002）. Place value: Problem solving and written assessment. Teaching Children Mathematics ,（8）, 

419-422.
7. 羅素貞（2007）。《國小學童位值概念與多位數加減問題解題表現關係之研究》。網址http://140.127.82.166
 /handle/987654321/2205?mode=full&submit_simple=Show+full+item+record
8. 蘇順德（2006）。《屏東地區國小一年級學生位值概念之研究》。網址http://etd.npue.edu.tw/ETD-db/ETD-

search-c/view_etd?URN=etd-0501107-16244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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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教室內的實作評量
蕭霞萍女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蘇超明老師、羅瑞蓮老師、楊菁老師（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多元化評估的需要
　　在教、學和評估的循環中，評估的作用已從「對學習的評估」轉為「促進學習的評估」。透
過評估，教師能診斷學習、給予回饋，以及提供更合適的教學活動。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課程發展議會，2002）指出，數學科的評估
不應只注重學生解決數學問題時所提供的答案，亦宜反映學生的學習過程、解決數學問題時所
用的技巧及在思維和態度方面的發展，以達致全面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因此，多元化的評估
活動是必須的。而實作評量能兼顧學習的過程和結果，所以逐漸受到教師的重視。

何謂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是指讓學生在不同的情境下完成某一項指定的任務，以表現他們對數學知識的理
解和應用（教育局數學教育組，2006）。
　　Herman, Aschbacher及Winters（1992）對實作評量的特質做了更清楚的說明，他們認為實
作評量應具備以下特徵：
   一、  要求學生實作、創造、製造或是作出某些成果 
   二、  涉及到高層次思考以及問題解決能力的技巧 
   三、  課業內容呈現出有意義的教學活動 
   四、  牽涉真實生活的應用 
   五、  以人為判斷進行評分工作 
　　由此看來，評量方式著重高層次能力，如思考、分析、組合、判斷，以及表達能力的啟
發，思考過程和邏輯推理的程序考量。評量不單看成果，而且也考量過程，所以能了解學生造
成錯誤的原因以及學生對某一問題考量的層面、思路過程，以及邏輯方式。

學校推行實作評量的經驗
　　針對實作評量可能帶來的學習成效，保良局黃永樹小學於去年下學期，嘗試在二年級進行
有關活動，並在「度量」範疇中揀選了「重量」這一單元，以課堂研究（lesson study）的方式進行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和其他的評量一樣，要設計出適合的問題，都必須經過一些嚴謹的計劃過程。雖
然實作評量的設計沒有標準可循，但是在設計過程中仍須考量一些必要的因素：
   一、  決定評量的目的和目標
   二、  設計題目
   三、  設計評分表格和記錄的方式
   四、  分析評量結果
   五、  反思與修訂
　　經過數次磋商後，我們決定透過估計及量度物件的重量，來評估學生對重量概念以及量度
技巧的掌握，評估重點則分別涵蓋知識、技能和態度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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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學生能寫出座枱磅上能量度的最大重量
   二、  學生能寫出座枱磅上每一小格代表多少重量
   三、  學生能以100克的砝碼和1公斤的重物作為參考指標，合理估計物件的重量
   四、  學生能夠量度物件的重量
   五、  學生能在進行活動時態度認真並能與人合作
　　針對學生應該達到的學習成果，我們安排在教室內擺放六個攤位，其中三個用於估量活
動，餘下的則用於量重活動，每個攤位內用作估計或量度的物件都不相同，從而避免組別之間
抄襲答案。學生按指示進行分組活動，並透過操作、觀察及討論，完成相關工作紙。教師則需
要在活動進行時，按評估重點進行觀察，並依據學生的表現即時給予評分。
　　評分部分需解決兩大難題，一是評分的方式，二是以教師的專業判斷即時給予學生評分。
　　我們先討論第一個難題，在知識方面，學生的表現只有兩個層面：對或錯，所以評分比較
簡單，教師可直接從工作紙的答案決定學生是否取得該部分的分數。然而技能和態度的表現是
有程度上的分別，為了能確實反映學生的程度，我們決定將這些部分以量表的方式訂出評分標
準，例如在估量部分，誤差在50%以內可得2分，誤差在51%至100%之間可得1分，而誤差超
過100%的便給予0分，態度方面更細分為四個程度，並詳列評分細則，以便教師在評分時有具
體的依據。
　　至於第二個難題，一般情況下，教室內只有一名教師，在監控整個課堂活動的同時，教師
又如何兼顧「即時依據各個學生的表現而給予評分」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採取以下策
略：
   一、  只評態度，其餘部分則在批改學生的工作紙時給予評分
   二、  量表按學生的座位編排，以方便教師記錄
　　在總結經驗時，教師認為實作評量可以讓他們了解學生對問題的了解程度、投入程度、解
決的技能和表達自我的能力，能夠較完整的反映出學生的學習表現。另一方面，學生的學習動
機普遍較一般的課堂活動高，同學之間也較願意互相合作以取得較佳的評分，令互補不足和互
相啟發的效果更為彰顯。然而實作評量除了需要時間和人力去評分外，評分的一致性也是一個
難題，因為評分的過程依賴人為的判斷以及多元的指標，評分者之間評分的一致性通常不高，
要提升其信度，還需反覆的試驗、反思和修訂，因此需要累積更多成功經驗，才能將實作評量
推廣至全校，成為長遠發展策略。
　　在本環節中，講者將與大家分享校本推行實作評量，由計劃到實踐的歷程和體驗，當中遇
到的困難以及解決方法，又會透過課堂錄影片段及學生習作，分析其結果與成效。
　　本學年，教師更將有關經驗延伸至小三，並分別在二年級和三年級上學期，從「圖形與空
間」範疇中選取了「柱體和錐體」，以及「垂直線和平行線」兩個單元來進行實作評量。在過程
中，教師對評量活動的設計，學生的學習模式，以致評分的程序，又有另一番體會。

參考資料
1.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香港印務局。
2.  香港教育局數學教育組（2006）。《多元化評估模式和策略（小學數學科）》。香港：香港印務局。
3.  Herman, L.J., Aschbacher, R. P., & Winter, L. （1992）. Linking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A Practical 

Guide to Alternative Assessment,（2）, 12-22. ASCD: Virginia.



情思教學
與與
情思教學

與與

69

「相差」與「比較」的成長路 ─ 小一及小二基本加、
減與比較應用題的縱向課程發展

李潤強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林雪鈴老師、黃安兒老師（亞斯理衛理小學）

　　小一學生透過數數、讀數和寫數，認識1至20，並透過認識1至18的基本組合，延伸學習
18以內的基本加法和減法，這些進程是建立基礎加法及減法概念的必經階段。
　　在學習基礎加法的概念時，學生從認識「合共」的意思理解加法的概念；而在學習基礎減法
概念時，學生則需認識「取去」與「相差」兩者的分別，從而理解兩個不同的減法概念。在「相
差」的概念中，亦包含「比較」的意思，例如「3和4相差1」、「4比3多1」、「3比4少1」等（Van 
de Walle, 1998）。
　　一般教師在教授這課題時較為著重加強學生的運算能力。當學生被問及有關加法或減法的
意思，又或是要求他們舉出日常生活應用的例子時，大部分學生都能說出加法的意思及例子，
但利用日常生活的例子表達減法的意思就較為困難，特別是「相差」的概念。
　　教師曾表示，學生在認識「兩數比較」時，他們都能先透過「一一對應」的方法，理解如何
比較兩數的相差，但當提及利用「減法」可計算它們的相差時，能力稍遜的學生都感到難以理
解，學生好像只是聽從教師的說法，謹記利用減法去計算。然後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們又較容
易忘記計算的方法。
　　另一方面，很多教師只著重訓練學生計算「比較兩數的多少？」，忽略要求學生掌握「比較
句子」的結構，例如我們可以這樣說：「4比3多1」或「3比4少1」。若我們在測考中，只透過這
類題目評估學生，例如「4比3多___。」，學生只需謹記大數減去細數便可計出答案。然而若學
生不掌握「比較句子」的結構，日後在認識「比較類應用題」時，他們就難以分析「哪個較多？」
或「哪個較少？」。
　　現時有一個常見的現象，很多學生在題目中看見「⋯比⋯多」，就運用加法，看見「⋯比⋯
少」，就運用減法。教師認同這類的題目使學生感到困惑，然而我們仔細分析學生的難點，就會
發現他們根本不理解當中「比較句子」的意思。這些學生可能從小一就在不理解的情況下計算，
對「比較句子」的意思只是一知半解，造成日後對解答「比較類應用題」的困惑。
　　亞斯理衛理小學的老師與本組協作籌劃相關的課程時，參考了Haylock & Cockburn （2008）
的意見，認同兒童在學習新的數學概念時，需要聯繫他們過往的經驗與知識，這才能幫助他們
理解新的數學概念。在理解基礎運算的概念時，教師常利用兒童一些簡單的生活情景作引入，
然後透過不同的策略，例如實物操作（concrete experience）、符號（symbols）、語言（language）
及圖像（pictures）等，協助兒童理解抽象的數學概念。若教師能把以上四項策略互相緊扣，以
及聯繫兒童的過往經驗與知識，就更能加強他們對這些數學概念的理解。兒童透過操作具體
的實物（concrete experience）進行運算，利用符號（symbols）表達運算的過程，然後利用語言

（language）讀出運算的方法與描述實物操作的意義，並討論這些符號表達的意思與實物操作
的關係，繼而再利用圖像（pictures）表達對情景的理解，以及協助運算（Haylock & Cockbur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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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我們的教學中，也曾利用以上四項策略，透過學習活動建構學生加法及減法的概念。
此外，在聯繫日常生活情景方面，很多課本都慣常利用一些簡單的情景，例如「我有5粒糖，媽
媽給我3粒糖，我共有糖多少粒？」及「我有5粒糖，取去3粒糖後，餘下糖多少粒？」表達加法
及減法的意思。然而這些都是我們假設的情景，能力較弱的學生在理解方面會感到困難，單靠
聽老師的講解這種較為被動的方式學習，而例子的數量及種類亦有限，對理解加法及減法的概
念會造成局限。
　　經反思後，為加強聯繫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與加法及減法的概念，我們一方面透過講解不
同的生活情景，要求學生說出加法或減法的算式；另一方面，我們利用一道算式，例如「5 - 3 
= 2」，著學生聯想自己相關的生活情景，說出包含這道算式的生活例子，例如「我有5粒糖，給
了弟弟3粒糖後，餘下2粒糖。」這可讓他們表達對算式與生活例子的理解之餘，還可擴闊他們
的思考空間。
　　當學生掌握減法概念中「取去」的意思後，他們又需認識減法另一意思 ─「比較兩數相
差」。一般學生會感到減法中「取去」的意思較容易理解，而對「比較」的意思會感到困難，例如

「4比3多多少？」學生不明白為何「4 - 3 = 1」就能計算出答案，學生剛剛理解減法是取去某數
的部分，而在比較的過程中又沒有發現取去的意思，所以較難接受「比較」又是減法另一意思。
然而課本常把減法的兩個概念放在一起，學生同時認識同一個運算符號，內裏有兩個不同的意
思，這會令剛剛入學的小一學生感到困難。
　　因此，我們先讓學生掌握減法中「取去」的概念，然後才讓學生認識減法中「比較兩數相差」
的概念。我們注意到學生在認識這概念時，學生不單認識利用減法找出兩個數的相差，他們還
需要認識一組複雜的數學語言，例如「4比3多1」、「3比4少1」、「3和4相差1」、「牛比羊多1
隻」、「羊比牛少1隻」、「牛和羊相差1隻」等。若題目給予兩個不同的數時，或兩種不同數量的
物件時，學生應能利用數學語言，比較兩個數或兩種物件的「相差」、「多」和「少」。課文編排
方面，有些課本同時介紹以上所有的句子，而另一些課本則先介紹「多」和「少」，但在日後的
應用題（約半年至一年後）才突然出現計算「相差」的題型。總而言之，學生在認識不同的「比
較句子」時，又需要理解減法的另一意思，這對學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若我們只輕輕帶過
這些概念或數學語言，學生很容易只掌握一些計算技巧，例如「大數減細數」的策略。
　　我們也曾嘗試引入減法只計算「比較兩數多少」時，例如「4比3多___」或「3比4少___」，
能力稍遜的學生感到困難，因為兩句不同的句子，都是利用減法計算。後來我們嘗試只介紹「兩
數相差」的句子，例如「4和3相差___」，先利用最簡單的方法 ─「一一對應」，讓學生明白「兩
數相差」的意思，然後再引入減法計算的方法。我們嘗試在計算「兩數相差」時，把相同數量取
去，餘下的就是它們的相差，聯繫學生最先認識減法的概念；學生透過操作數粒、符號、語言
及圖像學習，並緊扣他們的已有知識。經嘗試後，我們發現很多學生都感到較易理解，課堂表
現顯得更有信心。接着，我們引入「兩數相差」與「比較兩數多少」的概念，透過觀察例子，讓
學生找出兩個數的「相差」與比較這兩個數的「多」和「少」的答案是相同的，從而歸納出「比較
兩數多少」其實就是「比較兩數的相差」，這樣學生便較易明白計算「比較兩數多少」與「兩數相
差」的方法都是減法。
　　另一方面，在小二的「比較類應用題」中，題目內必定包含其中一類「比較句子」，例如「羊
有20隻，羊比牛多5隻，牛有多少隻？」，學生必須透過理解整道題目的意思，然後才判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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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不可以只靠辨認關鍵字「⋯比⋯多」便利用加法。而我們的學生在小一的階段已認識
「比較兩數相差」的概念，以及理解「比較句子」的意思，因此我們先讓學生重溫這些概念及句
子結構後，便開始討論解題的策略。在解題策略上，我們先讓學生分析「比較句子」中的意思，
分析「誰較多？」及「誰較少？」，然後再從問句中要求計算的項目是「較多」還是「較少」，才判
斷運用加法或減法。
　　我們察覺大部分小二學生對小一階段的「比較兩數相差」及「比較句子」已有一定的認識，
對理解「比較類應用題」有很大的幫助。這類題目屬初小最為艱深的題型之一，過往一般能力的
班別，只有小部分能力較高的學生能掌握。經嘗試後，現在大部分的學生在小二上學期的階段
都能掌握。
　　亞斯理衛理小學教師與本組同工透過是次分享會，就以上的學習難點，針對學校裏能力一
般及稍遜的學生，分享過往課程發展的經驗。我們將會分享小一基本加法及減法的概念，著重
協助學生理解加法中「合共」的意思、減法中「取去」及「相差」的意思，特別是在「相差」的概
念裏如何比較「兩數相差」及「比較多少」的方法。此外，更會介紹小二的「比較類應用題」的縱
向發展策略。我們希望透過是次分享會與同工交流經驗，從而促進彼此的專業成長。

參考資料
1. Van d Walle, J.（1998）.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2. Haylock, D., & Cockburn, A.（2008）. Understanding Mathematics for Young Children: A Guide for 

Foundation Stage & Lower Primary Teachers . SAGE Publicati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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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形教學的反思 ─ 四邊形教學（小四）的另類
嘗試

陳鋼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李國喬老師、袁國慶老師、陳浩文老師（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四年級上學期圖形與空間範疇的教學內容為學習各類四邊形的特性。在這個時期，教師需
協助學生重溫有關四邊形的基礎知識，然後再深入學習各類四邊形的特性。學生在經過這個單
元的學習，需要了解長方形、平行四邊形等圖形的特性。教師反映在教授這個單元的時候，學
生能透過活動掌握圖形的特性。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學生便遺忘所學，在評估時也較容易混淆
圖形的特性。造成這個困難的原因，可能是此課題的學習內容頗多，學生需要記憶相當多的資
料。若果學生未能有效組織各四邊形的特性，便較難在長時間後仍記憶所學。本節分享會嘗試
對四邊形教學作出一些分析及建議，望能幫助教師改善相關教學設計。
　　在此讓我們回顧兒童學習幾何所經歷的階段。荷蘭數學家Van Hiele將兒童學習幾何的經歷
分為五個階段（Van de Walle, 1998），包括
  一、  視覺期（visualization）；
  二、  分析期（analysis）；
  三、  非正式演繹期（informal deduction）；
  四、  正式演繹期及（formal deduction）；
  五、  公理期（rigor）。
　　小學生的幾何學習，主要停留在第一及第二個階段，並準備過渡至第三個階段。有學者利
用「觀察」（observation）及「辨認」（recognition）來描述首兩個階段（Monaghan, 2000）的特色。
即是說，在第一階段的兒童是觀察整幅圖形為主，較少了解到圖形的局部特性，例如兒童可以
靠直觀的方法辨認長方形，但不能了解長方形有兩組對邊長度相等；兒童能認出梯形，但不一
定知道梯形有一組對邊平行。到了第二階段，兒童能辨認圖形的局部特徵，開始留意圖形的邊
與角，例如學生能知道正方形有四個直角。但此階段的兒童，仍未能明白圖形的定義及了解不
同圖形的從屬關係。
　　讓我們看看學生於初小（小一至小三）有關四邊形的學習情況。於一年級下學期，學生已
開始學習有關平面圖形的知識，並認識各類多邊形的名稱，包括以直觀的方法認識三角形、四
邊形和五邊形等。在四邊形方面，更會進一步學習正方形和長方形（視覺期）。到了二年級下學
期，學生需要較仔細分辨正方形及長方形相似與不同之處（分析期），並開始接觸梯形和菱形。
到了三年級的上學期，學生會認識平行四邊形並學習其簡單特性（視覺期和分析期）。在視覺期
的學童，透過觀察圖形的整體結構來辨認圖形，他們能認得水平擺放的正方形和長方形。
　　為了協助學生過渡至分析期，教師可引入更多四邊形的例子與非例子，促使學生留意圖形
較細緻的部份。例如將正方形傾斜於水平線，看看學生還能不能認出該圖形是正方形；或者以
三條曲線組成一個圖形，測試學生有沒有留意圖形線的特性，會不會將該圖形看成是三角形。
　　學生在初小對各類四邊形有了一定的認識，到了小四上學期，可以說是將初小的學習來一
次總結並進一步學習各類四邊形的特性，所以學生需要在這時學習（包括重溫）正方形、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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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菱形、平行四邊形和梯形等圖形的特性，並比較它們的特性。由於資料豐富，如果學生不
懂得有系統地整理所學，便容易遺忘。到了評估的時候，學生也較容易遺漏，未能完整列出圖
形的特性。
　　在以往的教學中，教師多會讓學生比對各類四邊形，從而加深他們對圖形的印象。例如，
透過比較平行四邊形和長方形，幫助學生辨別兩類圖形的異同；透過概念圖，協助學生釐清各
類四邊形的關係。透過用心安排教學活動和流程，教師將四邊形的知識作清晰的整理展示，學
生能較為有組織地理解各類圖形的屬性。
　　經過備課會的商討，聖文德天主教小學的教師在本年度的教學中嘗試以另一個角度引導學
生學習四邊形。教師更加強調圖形邊的特性和角的特性，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四邊形學習的重
點，包括要求學生了解圖形的對邊是否平行，有多少組對邊是平行的；圖形的對邊是否長度相
等，有多少組對邊長度相等；然後再從圖形的角出發，討論圖形有多少個直角等問題，讓學生
清楚了解圖形邊和角的特性。
　　上述的教學活動，多屬Van Hiele幾何學習的分析期。從課堂所見，學生較為容易適應並能
辨別圖形的特性。所學習的內容雖然與以往的相同，但教師利用兩個角度（圖形對邊的特性和
圖形角的特性）貫串各類圖形的學習，亦能夠突出各圖形的相似與不同之處。
　　Monaghan（2000）認為我們能透過兒童的用語來更清楚地掌握兒童的學習概念，例如當詢
問學生有關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分別時，學生往往以為長方形會比正方形大，這可能是由於學生
只看過課本中的幾個例子而形成的錯誤觀念，我們可從學生的回應了解學生經過學習究竟形成
了什麼概念。基於上述原因，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會藉著提問，了解學生的想法，從而發現
學生還存在的學習問題，並作出跟進。例如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小部份學生因應生
活上的經驗，用錯誤的觀念解釋什麼是四邊形的「對角」。有了此發現，教師便首先深入解說圖
形的基礎概念，然後才進一步教授四邊形的其他特性。
　　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再一次看到學生有良好學習習慣的重要。例如在辨認菱形有沒有四個
直角時，有部份學生仍停留在初階的幾何學習階段，只是利用直觀的方法進行判斷，較容易出
錯。較細心的學生，會利用直尺檢查圖形的角度是銳角、直角或是鈍角。學生透過實證能更清
楚了解圖形的特性。除利用直尺作為學習工具，教師也會利用電子教具、釘板及四邊形圖案等
作為輔助，幫助學生鞏固所學。
　　到了總結的階段，教師亦透過小遊戲的方式讓學生學習。活動是要求學生做小偵探，教師
在袋中藏有一個四邊形，要求學生透過提問有關圖形的問題找出圖形是哪一類的四邊形。學生
不能要求教師直接告知答案，而是利用剛學習的四邊形知識，詢問教師有關圖形的特性。例如
學生只能提問教師「圖形是不是有四個直角」、「圖形的兩組對邊是不是長度相等」等問題，而教
師只是回答「是」或「不是」。透過一系列的提問，學生嘗試找出教師藏有一個怎樣的圖形。此
活動與Van de Walle（1998）提及的"Shape Hunt"活動相似，都是要求學生利用圖形特徵找出
圖形，在幾何教學中加入解難的意味，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我們也會提及進行教學活動時需要注意的細節。例如，在初次執行「小偵探」活動時，我
們並未要求學生即時紀錄教師的回答，只是要求學生記著教師的回答便可。當教師回答了學生
兩、三個問題後，發現學生已忘記了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接下來學生只是瞎猜答案。看到此情
況，我們便要求學生作紙筆記錄，或由教師提供四邊形的教具讓學生作記錄，當有了這些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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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學生能更有系統地記錄活動中的提問與回答，因而能更準確地辨認四邊形，達到了活動
的目的。有時我們有了好的教學意念，在執行時或未能有預期的效果，不一定代表教師要摒棄
整個活動，或以為該意念不可行。我們可藉着審視活動的執行過程，反思在細節上是否出了什
麼差錯並作出改善，使活動得到較為令人滿意的效果。
　　從課堂所見，學生多能從活動中鞏固此單元的學習。在小班教學的環境中，教師不妨多利
用討論的方法，讓學生可以從「生生互動」及「師生互動」中學習，並配合適當的提問，令學生
有更多思考數學的機會（Galton，2009）。
　　活動除了幫助學生重溫圖形的特性，更促使學生在學習以數學語言作討論，例如學生在活
動中需指出哪些圖形四邊相等，並以數學語言作滙報。在進行遊戲時，若學生未能善用精確的
數學語言進行提問，則學生未能從教師處獲得有用的資訊。故在小組討論和活動時，學生都
有機會從聽、講中學習，達到了我們在教學中訓練學生溝通能力的目的（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0）。
　　在此分享會，我們會透過分析課程結構與教師一起剖析四邊形的教學重點，亦會利用課堂
片段，反思學生學習上的困難和學習經過，提出我們在教學上的另類嘗試，讓教學活動更突出
圖形的屬性。在活動中，學生透過小組活動掌握圖形的邊和角的特性。除此之外，學生亦在活
動和遊戲中利用數學語言與同學溝通，亦令學生能透過自己的語言整理學習的內容，加深了對
各類四邊形的印象。希望教師能藉此分享會瞭解四邊形的不同教學策略，並進一步掌握學生的
學習模式。

參考資料
1. Galton, M.（2009）. Study on small class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 The Education Bureau 

an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196&langno=2
2. Monaghan, F. （2000）.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Children's View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me 

Quadrilaterals.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 42（2）, 179-196.
3. Van de Walle, J. （1998）.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Developmentally . 3rd ed. 

New York: Longman.
4.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數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政府印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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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學習領域
服務學習 — 在常識科發展社會探究的平台

江雪儀女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林凱欣老師、葉美珊老師、張倩華老師（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梁麗容老師、陳靜儀老師（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常識科富跨學科特色，當中「社會與公民」範疇正好是在小學程度引入社會探究學習模式
的切入點。教師可因應小學生對社會的理解程度，設計與議題或社會現象有關的探究式服務學
習，從而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講者將分析如何在小學常識科配合社會探究模式，透過經歷學
習及全方位學習，讓小學生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發展他們的各種能力，在多重身份（設計者、
服務者、學習者）中建構學生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態度及價值觀，成為勇於承擔責任的社會公
民。

服務學習的理論基礎和定義概說
　　服務學習孕育自Dewey（1938）「從做中學習」的經驗理論。它亦融匯了較近代Kolb（1984）
的「經歷學習」理論，在施行過程中也應用了Shumer（1993）關於「學習乃學習者與學習環境間
之相互作用的成果」的學習理論。所指的學習環境除了是學生進行服務的地點，亦包括當中的
人與事。而經歷學習也是常識科全方位學習的核心意念所在。
　　在香港，「社會服務」的意念及其施行過程與目標普遍停留於單一次的小組義務工作，欠缺
與課程之間的連繫，多以服務成果為量點。其實，「社會服務」與「服務學習」的定義在層次上
是大有分別的。「社會服務」沒有特別具體目標去完成，而「服務學習」則是透過有系統的設計、
規劃、督導、省思與評量來達至設定的學習目標，是「服務」與「課程學習」的相互結合（黃玉，
2001）。另外，Jacoby（1996）亦強調「結構化反思」與「互惠」在服務學習的重要。

發展常識科為基石的服務學習
　　兩所分享學校的服務學習均配合了常識科的課程及校本文化而發展出來的。服務主題從常
識科課題出發（課程為本學習），配合相應議題或社會現象的探究（探究為本學習），學生透過
籌劃活動、進行服務的過程及定期作結構化反思，切身處地，運用社區資源學習（經歷為本學
習）。這種課程設計綜合了上述各年代學說而成。它強調服務與學習須有緊密關聯，學生在真實
環境裡和從經歷中學習。是促使學生成為社會上終身的積極參與者（Elwell，2001）的橋樑。

服務學習的五個重要階段
　　服務學習大概可分為五個重要階段（圖一），過程中，結構化反思是十分重要的工具。它不
但能協助學生梳理各課程階段的學習重點，亦是重要的評估工具及學習成果顯証（特別是態度
及價值觀轉變）。它能幫助老師檢視教學效能，是貫通整個服務學習的縱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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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服務學習的五個重要階段

實例分享
甲、校外服務篇
課程設計簡介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配合了校本主題「弘揚公益精神，共創和諧社群，做個關愛
公益人」，從四年級常識科上學期的兩個單元「香港今昔」和「社會服務與我」設計出「玩轉心思
See」的服務學習主題及進行了為期半個多月的專題研習。在2011年12月中旬，全級四班學生

（約150人）分別於天水圍區內四所不同的幼稚園服務幼兒。當上了「小老師」，帶領幼兒進行攤
位遊戲，共享香港昔日兒童玩意的樂趣。

探究式服務學習課程
　　學生在單元「香港今昔」裡認識了香港今昔的不同和影響香港經濟發展的因素，並掌握了訪
問及對項比較技巧。在另一個單元「社會服務與我」，學生接觸到教育服務的資料。結合着這兩
單元的教學內容及技能，老師們構思了「玩轉心思See」這服務學習主題。老師們按照學生的年
紀、心智程度及生活經驗，選擇了幼稚園學生為服務對象。

探究過程
　　課程以在物質富裕生活中本港兒童不珍惜玩具的現象作探討。由數算社區為幼兒提供的各
項服務及設施出發，再從訪問長輩及搜集二手資料找到昔日玩具的特色，再對項比較香港今昔
兒童玩意之別。從中了解香港經濟發展迅速，孩子的玩具趨向電子化，傳統簡單有趣的玩具已
逐漸被淘汰，讓學生感受由社會發展帶來各項民生轉變上的得與失。是次服務學習，一方面從
常識科知識出發以建構學生珍惜玩具和保育人民文化價值觀；另一方面提升他們對公民責任的
認知，從而樂於為社會作出貢獻。

服務過程
　　進行探究後，同學因應服務對象（幼稚園幼兒）興趣上、智能上及體能上的需要，改良了昔
日的兒童玩意，製作了合適的玩具。學生細心地策劃場地及安排活動，並作出了多次的綵排及
改良。在為幼兒安排攤位遊戲的過程中，掌握了策劃及帶領羣體活動的技巧，自己也領略到玩
這些傳統玩具的樂趣。

結構化反思顯示學與教成果
　　我們發現學生的學習動機有所提升及變得積極主動。從他們的結構化反思及口頭滙報中，
可見學生大多樂於從服務經歷及在真實環境中學習。透過與幼兒的交流，學生運用了不同的共

1. 計劃與籌備

3. 服務（可以是多次的參與） 結構化反思

2. 服務前解說與訓練

4. 服務後解說（檢討）

5. 成就表揚（確認/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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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能力及領導才能，處理各樣突發的事件。這些記錄在結構化反思中的學習成果皆非日常學與
教或紙筆評估能直接顯示的。

乙、校內服務篇
課程設計簡介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配合了聖誕節和基督教傳揚愛的理念，把每年十二月定為「服務學習
月」，各級以不同主題進行，是全校的縱向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對象先由低年級的家人開始，再
拓闊到同學和老師。推而廣之，再在高年級延展至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各級完成服務學習後，
再全校一起參加「聖誕暖Love Love」食物捐贈活動作終結。
　　六年級從「了解世界」範疇中的貧窮問題，設計出「聖誕暖Love Love」的服務學習主題。
六年級學生帶領全校，於12月中下旬在校內進行了為期半個多月的服務學習活動。約200名六
年級學生在校內擔當「愛心大使」，他們先了解本港貧富懸殊的社會議題、清貧家庭的困境和需
要、食物銀行的運作及其重要性，再把社會議題及募捐的訊息傳揚。然後，全校上下齊心，為
本港「食物銀行」籌集食物，捐獻給活在貧窮綫下的清貧家庭，以愛送暖。

探究式服務學習課程
　　香港雖是一個繁榮地區，但繁榮的背後，卻有不少家庭活於貧窮綫以下，三餐不得溫飽，
須靠食物銀行援助方能過活。課程配合了常識科「了解世界」範疇中的貧窮問題，讓學生在時事
議題中探討香港貧窮問題，並帶出食物銀行的重要性。

探究過程
　　先從討論香港貧富懸殊的議題，讓學生認識食物銀行。學生透過搜集二手資料如時事報
導、各食物銀行的資料、電視專輯、報刋專題個案報導等，分析本港貧富懸殊的民生問題、清
貧家庭的困境和需要、食物銀行的運作及其重要性，進而嘗試提出解決方法。
　　老師加入個案研究及同理心元素，讓學生代入報刋報導的其中一個清貧家庭個案身份，以
寫出一篇日記。同時，加入了感官元素，特選了午膳時段，安排六年級學生到正享用美味午餐
的低年級課室作小老師，餓着肚子為低年級學生解說香港貧富懸殊有市民挨餓的現況。最後，
學生代表更親身探訪聖雅各福羣會的食物銀行，進行一手資料搜集，透過訪問負責社工，深入
了解機構的運作和受眾面對的困難。

服務過程
　　對內，學生擔當了小老師，主動籌辦了一系列的學習活動。他們把研習資料，透過製作海
報和宣傳單張、展示及講解專題展板、自編自導自演，拍攝了宣傳短片於午膳期間中央播放等
活動，在課餘時段親身教導全校一至五年級的同學。
　　對外，學生擔當了食物銀行募捐大使，為「食物銀行」收集、點算及整理了所籌得物資。於
聖誕聯歡會早上轉交到食物銀行工人員手中。全校上下齊心籌集食物，捐獻給清貧家庭。

結構化反思顯示學與教成果
　　靈活運用結構化反思，著學生於探討時事議題後、策劃活動後、完成服務學習後作適時反
思，避免他們因時間的流逝而遺忘當中經歷過的珍貴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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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與反思
　　從兩所分享學校的經驗、學生的學習成果、老師的反思中我們總結了以下要項：
  一、 課程為本、探究為本、經歷為本三者乃環環相扣
    　　開展前，教師須從常識科中的課題清楚挑選箇中的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

配合小學生對社會的認知能力，融入相關議題或社會現象中作探究。老師在設計課程
時應考慮孩子的心智程度、社交技巧、安全及體能等因素。多刻意安排學生參與籌
劃，身體力行，發揮學生主導的機會。容讓學生從反思中糾正，與真實環境中的人和
事交流，從做中學習。服務學習能將學生於課堂所學習的知識性層面，用實際的行動
實踐出來。服務之過程對學生的思考、技能及個人成長皆有裨益。

  二、 服務學習中強調結構化反思
    　　結構化反思過程能讓他們展現所學所領會的東西，亦能引證他們所付出的努力。

老師在設計結構化反思時要避免使用封閉式或帶有引導性的提問，以免把結構化反思
誤變成有特定答案的習作。另外，畢竟小孩子的詞匯及人生閱歷有限，反思往往流於
陳述事情發生經過的層次。教師可在孩子寫反思前作開放性的提問，鼓勵學生深思是
次經歷對其固有看法的影響。

　　服務學習中學生表面上雖是付出努力服務社羣的「服務者」，實際上，學生是課程的「設計
者」及「學習者」。在體驗學習過程中與學習環境作緊密的互動，建構科本知識、各種技能、正
面態度及價值觀。最終，學生其實是整個學習旅程最大「獲益者」。當中，校本文化背景的考
慮，教師團隊對服務學習的理解及承擔，對常識科學習重點的掌握及課程發展的技巧是同樣重
要的。事實上，只是單次的服務學習當然不能令孩子的價值觀有即時的正向轉變，所以，服務
學習應是細水長流的公民教育途徑。

參考資料
1. Dewey, J. （1938）.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 New York: Collier Books.
2. Elwell, M.D, （2001）. Editor's Choice: the Efficacy of Service-Learning for 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s. 

Community College Review , 28（4）, 47-61.
3. Jacoby, B. （1996）. Service Learning in Today's Higher Education .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oss.
4. Kolb, D.（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5. Shumer, R.（1993）. Academic learning plus experiential learning equals complete learning . National 

society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annual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6. 黃玉（2001）。服務學習—公民教育的具體實踐。《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第12期，第3章，頁20-

42。



情思教學
與與
情思教學

與與

79

如何運用報章新聞作為常識科教學資源
余忠權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仇依庭老師、鄭子俊老師、葉翠鳳老師（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黃家玲老師、李雅詩老師（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屈嘉曼老師、吳懷燕老師（將軍澳循道小學）

　　NIE（Newspaper In Education）盛行於一九三○年代的美國，當時是由美國《紐約時報》協
助推動大學的活用新聞運動，提倡拿報紙當作教材，教育孩子學習新知。時至今日，在香港中
小學也常運用報紙進行教學，小學常識科著學生進行剪報，甚或在試卷中考核時事題，這其實
已不是甚麼新事物。究竟「如何運用報章新聞作為常識科教學資源」這個議題還有什麼值得探討
呢？

報章新聞與教育的關係
　　常識科近年的熱門議題相信非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新修訂及高中通識課程推行莫屬。2011
年版的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指出，面對資訊爆炸及急劇轉變的年代，資訊更新的速度愈來愈
快，常識科課本資料亦容易變得過時，因此，建議學校應避免讓課本主導教學，鼓勵教師善用
社會資源，讓學生了解和觀察身邊的事物和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同時中學通識教育期望學生能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與具世界視野的社會公民。因此，報章新聞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常識科有用
的社會資源，它不但提供時事資訊，讓學生覺察到周遭社會所發生的事情，也提供了真實的學
習素材，把學習與身邊事情連繫，增加學生對社會事情的了解。從而培養學生以開放的態度接
納不同的觀點、意見、文化和價值觀。
　　近年，香港免費報紙愈出愈多，增加了報章在社會不同階層的滲透力，中大新聞與傳播學
院院長蘇鑰機○九年發表的《免費報紙對香港讀者市場的影響》1指出，免費報章面世後，香港
人的閱報比例由○五年的七成增至○八年的超過八成，人們透過閱讀報章接收時事資訊的情況
大大提高了；報紙的讀者除了成人外，還多了一批中小學生，這無疑增加了學生留意時事及關
心社會的機會，也方便了教師運用報章新聞作教材。不過，報章提供的新聞資料都是二手資
訊，往往經過傳媒機構的過濾，難免有傳媒自己的立場，而現時不少報章、雜誌的報導手法為
求嘩眾取竉，甚至時有誇張失實。試想想學童在這些資訊中成長，對他們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在去年十一月份，香港教育團體便走上街頭，抗議某份免費報章渲染色情暴力，荼毒少年兒
童。甚至一直以來鼓勵學生閱報的學校，亦開始禁止師生在校內閱讀某免費報紙，這可見學校
已關注報章對兒童的影響。
　　隨著社會資訊的繼續膨脹，學校把媒體經驗與知識帶進教室已是必然的發展。如果學校要
運用新聞作為常識科的教學資源時，我們應抱著什麼的態度呢？接受？反抗？學校又應扮演一
個怎樣的角色呢？這些都值得我們思考和討論。

運用報章教學的現況與意義
　　現時部份學校進行剪報教學的目的多是希望學生能留意時事及關心社會，所以多以剪報寫

1 轉載自《香港電台：傳媒透視2009年5月號〈免費報紙對香港讀者市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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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或時事問答題的形式進行，著重學生搜集資料及表達個人感受的能力培養。此外，學校運
用報章進行教學亦多在高年級才推行，相信是與低年級閱讀能力及認知的局限有關。
　　如前文所述，在資訊爆炸的今天，學生只掌握搜集新聞資料的能力，足以應付這年代的需
求嗎？傳媒教育學者Masterman（1992）指出，傳媒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有獨立判斷能力，不受
傳媒操控。台灣在推動閱讀時事性報章時，強調指導學生運用「解構新聞」、「思辨新聞」的策
略，同時培養學生掌握閱讀新聞所提供的「判斷思考」、「多元觀點」等能力。
　　媒體在今日社會無所不在，已經無法與教育分離，教育與媒體已經成為影響人類生活的社
會動力（Garrison, 1991）。因此，應盡早讓學生對新聞資訊有充足的準備及認識，使其可掌握更
多知識有助判斷信息的真偽、價值取向，繼而懂得去欣賞及善用傳媒。

運用報章新聞作為常識科教學資源分享
　　是次分享主要從兩個層面分享如何運用報章新聞作為常識科教學資源：
  一、 閱讀報章新聞策略 — 教授閱讀報章的方法，讓學生讀懂報章訊息。
  二、 運用報章新聞進行教學 — 讓學生從理解新聞，到分析新聞、進而能作出選擇、評估

媒介訊息，最後建立個人價值觀，成為一個具批判能力而又懂得運用資訊的人。
　　在分享會中，三所學校老師分別從「閱讀報章新聞策略」及「運用報章新聞進行教學」的層
面，根據學校實踐經驗，透過教學示例，與大家分享運用報章教學的策略。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從「閱讀報章新聞策略」層面，以一至六年級的剪報教學課程作示例，
分享如何應用「認識 → 解讀 → 分析 → 評鑑」的架構，有系統地進行報章新聞的學習，使學生
能掌握閱報的能力。另外，透過技巧課的安排，引入思維工具，以協助學生由認識報章結構到
應用報章學習。

發展重點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A. 認識報章

認識報章名
稱及日期

認識報章名
稱及日期

認識版面 直接從各版
面找文章
版面與標題
配對

從各版面找
標題

分辨廣告及
新聞

明顯的廣告
及新聞分類

新聞報導形
式的廣告及
新聞分類策
略

新聞價值 分辨明顯的
事件/情境
會否被報導
及加以解釋

新聞價值：
事件重要性
排列

搜集頭條新
聞，並分析
選取的原因

公信力 家人閱報習
調查VS分
析報章公信
力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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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新聞結構
認識標題、
概述、內文
及插圖

標題與內文
配對

從報導概述
中圈出四素

（時地人事）

內文配對版
面

運用思維概
念圖另類方
法提出建議

從報導中圈
六何重點
為報導設計
插圖

以列表比較
同一類型新
聞

從報導中表
列六何重點
及分析事件
好壞

比較同一事
件兩則不同
報導內容

運用思維概
念圖兩面思
考分析報
導，提出個
人立場、原
因及建議

利用六何法
找出事實及
尋找提示詞

運用思維概
念圖多方觀
點作正反分
析
延伸影響綜
合分析（事
實與意見）
分析報導，
提出個人立
場、原因及
建議

C. 其他
選擇適合的
報章

網上報章瀏
覽技巧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和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從「運用報章新聞進行教學」層面，分享如何把報
章新聞與常識科課題結合，通過低小及高小的課堂示例，分享如何運用多元化模式以提升學生
運用報章資料進行學習的方法。此外，老師亦會介紹課堂外運用報章新聞進行學習的示例，從
活動構思、策略安排及反思方面，介紹用主題式、時事論壇及專題研習等模式以推動運用報章
學習，從而提升學生批判思維的能力；讓學生從認識及理解新聞事件，了解社會現象，從而建
立個人的觀點及價值觀。

初小 高小

知道 → 理解 新聞資料
整理

小二：認識節日活動
透過報章標題分析，讓學生了
解節日活動的形式及影響

小四：小心用電
透過報章內容分析，讓學生了
解漏電意外的成因及預防方法

建立意見/
評價/
建議

新聞資料
分析

小三：交通安全、旅遊好去處
透過不同新聞報導，讓學生運
用思維工具，如比較、分類、
正反分析，歸納出主題相關事
件的成因及作出具體建議

小五：活得健康
綜合新聞報導、報告數據，讓
學生運用思維工具進行分析，
從而辨識其原因，探究不同情
境的影響，構想解決方法，最
後作出個人選擇及立場

知識應用 自學

小二：健康飲食
透過報章個案，讓學生運用課
堂所學知識進行評價及建議

小六：意外事件/平安是福
透過比較不同報章新聞，讓學
生分析意外主要成因，並透過
資料搜集，提出具體的預防及
處理方法，從而學習處理不同
意外事件的知識

專題
小五：香港政府、關心社會運
用新聞資料及問卷調查，對一
位政府人物進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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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傳媒社教化的影響，我們不能禁制報章的編綵及製作的內容，但我們可教導學生認識
報章的技巧，從而運用報章資料進行學習，讓學生接觸傳媒，認識傳媒的影響力，培養他們對
傳媒的「批判性醒覺」（critical awareness），令學生使用媒體而非受限於媒體，相信這是常識科
老師重大的使命。正因如此，常識科老師需要在運用報章作教學資源的理念與策略上不斷更新
變化，使學與教能與時並進。

參考資料
1. Garrison, D. R. （1991）. Critical thinking and adult education: A conceptual model for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adult learn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 10（4）:287-303.
2. Masterman, Ｌ .（1992）. A Distinctive Mode of Enquiry: Towards Critical Autonomy, in Media Education : 

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M. Alvarado and O. Boyd-Barrett.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02-3.
3. 課程發展議會（2011）.《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政府印務局。
4.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2007）。《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

港：政府印務局。
5. 免 費 報 紙 對 香 港 讀 者 市 場 的 影 響（2009年5月15日） 香 港 電 台：傳 媒 透 視 http://www.rthk.org.hk/

mediadigest/20090515_76_1222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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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工作坊 ─ 讓學生透過數據蒐集及演繹探
索世界

吳木嘉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馮安兒老師、何淑嫻老師（軒尼詩道官立上午小學）

梁秀珍老師、雷穎怡老師（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科學容易使人聯想起精準的科學知識及其在日常生活的應用，而教科書的編排也多循這個
方向編寫，這種取向使科學教育較為側重科學知識的傳遞，以致忽略學生對科學思考和方法的
掌握。本文以探討科學知識的本質為切入點，並提出科學教育應加強發展學生探究世界的能
力。此外，本文亦倡議發揮課堂作為群體學習環境的優勢，讓學生透過與同學和老師的互動共
同進行探究，從而培養處理數據的能力和建立科學知識，藉著科學認識周遭的世界。
　　本工作坊會讓參與的老師親身體驗某些常識科課堂的經驗，而兩所滙報的學校會就其選取
的課題，分享他們如何組織課程以提升學生的探究能力，並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探討在課堂
中如何實踐科學探究。

科學的本質
　　科學容易使人們聯想起系統化的科學知識，甚至能夠精確無誤地預計事物的發生，使人類
擁有駕馭世界的能力。譬如北京太空飛行控制中心能夠使發射時間相差31日9小時44分07秒的

「天宮一號」與「神舟八號」，在距地面382公里的軌道上準確對接，建立中國第一個空間站，這
例子正顯示了科學知識的威力。環顧小學的課本，科學教育亦多著重解說科學知識，以「電」這
個課題為例，課本一般著重解說何謂閉合電路、導電體與絕緣體，再配合電子教材進行電腦模
擬實驗，然而學生在課堂中卻未必有機會接亮一個真實的小燈泡。諷刺的是數百年前的科學家
卻是本於他們不斷進行與電相關的探究，最後才歸納出閉合電路、導電體與絕緣體等概念。以
上的例子說明過於側重獲取科學知識的取向，著實有捨本逐末之嫌，使科學失卻了探究物理世
界的本質。
　　Driver等人（1994）提出科學知識是象徵性的，而且是透過群體協商產生的。所謂象徵性
是指科學對自然世界所作的是理解和演繹，而非找出世界的本體。經典的「波粒二象性理論」

（Wave-particle duality）正好用以說明Driver等人對科學知識的見解。著名科學家楊格（Thomas 
Young）用波譜的角度解釋光在「雙狹縫實驗」中的現象，而愛因斯坦則以粒子的角度解釋光在

「光電效應」的表現。由於波譜與粒子的思考角度各自為光在不同情況下作出符合實驗現象的解
釋，於是引起科學界內激烈爭辯，兩邊陣營的科學家壁壘分明，互相嘗試說服對方。基於波譜
學說始終解釋不了「光電效應」，而粒子學說也無法說明「雙狹縫實驗」，科學家們最後提出「波
粒二象性理論」，同時承認光的波粒二象性。這說明科學知識的建立往往需要科學群體協商，才
得以建立其認受性。而波譜與粒子不一定是在正確描述光的本體，但卻幫助我們理解光的相關
現象。假若一天科學家發現第三種理解光的學說，說不定我們會聽到三象性理論的出現。以上
對科學知識本質的討論，目的在於說明科學知識並不是對自然世界本體的描述，而是對世界作
出理解，故此科學教育也不應只限於學習前人累積下來的科學知識，也應建立理解和探索這個
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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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多個具國際影響力的科學教育權威組織和報告，諸如AAAS（1993）、TIMSS（Mullise 
et al，2005）和PISA（OECD，2006），它們也提出科學素養的概念，儘管它們的具體詮釋各有
不同，但整體方向卻仍指出科學教育需包含科學知識與科學過程能力的培養，以及能將科學運
用於合適的情景（Situation）中。科學素養可以說是結合科學知識、技能於合適情景中的成果。
著重解說科學知識的傳統教學方法明顯無法回應科學素養的發展，而科學探究則成為這些組織
和報告倡議的教學策略。然而在學校教育裏推行科學探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綜合美國科學
教育基準（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6）及其後發展的科學評估架構（National Assessment 
Governing Board，2007）的建議，課堂轉變背後涉及以下各個層面：
  一、 課堂學習目標 ─ 不單包括科學知識，也包括科學過程技能（如觀察、記錄、分析和作

出結論等）及科學的思考和態度，而且三者需要有密切的連繫，而不是分割的。
  二、 課堂探究活動 ─ 藉「動手活動」引導學生「動腦思考」，動手活動不只是引發興趣的策

略，而是提供探究的具體情景，讓學生進行真實的探究。
  三、 課堂探究空間 ─ 探究是對未知的事情進行研究，而不是對已知事實的重溫。動手活

動應提供足夠的探索空間，課堂亦應培養學生蒐集和分析數據的能力。

透過群體協作，探究身處的世界
　　軒尼詩官立上午小學的老師與三年級學生探討香港常見的動物時，發現課本列舉的中華白
海豚、盧文氏樹蛙、香港瘰螈和黑臉琵鷺固然是著名的物種，值得讓學生認識，但被動接受資
訊對深化學生的學習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在共同備課會議的討論中，老師想到即使身處香港這
個「石屎森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會找到不少野生動物，於是老師設計了一張簡單的工作
紙，讓學生用文字或繪圖的方式，記下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野生動物。
　　一位同學在3天內可能只是記下5種動物，但一組4位同學便會有20種動物，透過小組資料
整理和全班滙報的刺激，同學赫然發現原來在都市中還能找到為數不少的野生動物，歸納其中
一組4份學生習作樣本，學生的觀察所得包括：壁虎、松鼠、飛蛾、「鼻涕蟲」、蜘蛛、野貓、
螞蟻、麻雀、蝴蝶、小鳥、猴子、蝸牛和毛蟲。這些發現促使學生建立新的觀點 ─ 即使是高
度現代化都市也不單是供人類居住的，原來我們是與其他生物共享這片土地的，故此人類應學
習如何愛護我們的「鄰居」，與牠們和平共處。
　　回顧課程的設計，學習目標不單包括認識香港的動物，也結合了主動觀察和記錄等技能，
以及基於數據作結論。在學習過程中，學生主動蒐集數據和整理資料，當中結合了科學技能的
培養和科學知識的建立。這種深刻的學習經驗，讓學生對身處的環境進行了一次簡單的探究，
得到的雖不是甚麼驚人的發現，但卻是三年級學生透過探究而來的真實體會。從教學策略而
言，學生的主動觀察和記錄為是次探究提供了真實的資料，讓學生學習的焦點從課本的內容，
轉到活生生的四周環境。透過小組互動及資料的滙聚，學生浸淫於豐富的學習環境，他們分享
自己對野生動物的認識，也聆聽同學的意見。透過這個豐富的學習經驗，學生跳出個人固有想
法的框框，思考得以擴濶，這正是發揮課室群體學習優勢的好例子。

記錄和演繹數據，發展探究的思考和能力
共同備課會議中，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的老師發現課本裏有關人體各系統的學習側重資料
的解說。老師希望學生在認識人體各系統之餘，也能透過簡單的探究活動深化學生的學習，於
是設計了數個小活動讓學生對不同的系統加以探索。在神經系統課題中，老師參考了課本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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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加以改良，成為一個課堂的探究活動。
　　活動以二人為一組，彼此輪流放開和接住尺子 （見下圖）。當同學看到對方把尺子放開，要
盡快接住，並記錄手抓住尺子的刻度，然後記下三個回合的結果。活動的目的是測試同學作出
反應所需的時間，從而找出誰的神經系統反應較快。工作紙後半部份會藉此活動帶出神經系統
所包含的身體器官，尤其是腦部的重要性，以補充相關的科學知識，亦會就隨意活動（voluntary 
action）與反射活動（reflex action）作出相比。

組員姓名 接到尺子位置的刻度

 cm

 cm

 cm

　　老師在課前曾親自嘗試進行活動，從而設計所需的材料和教學策略，透過親身的體會，老
師發現以下數個要點：
  一、  即使用上30厘米長的尺子，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抓著尺子。遇上尺子掉在地上，學生

會怎樣作記錄呢?
  二、  由於反應的速度並不穩定，故此必須作重複測試。而兩人3輪共6次測試的結果正好造

就了不同演繹數據方法的機會，讓學生可以討論各自的見解，學習判斷不同方法的優
劣。

  三、  老師在引導學生探討以上問題時，需要提供較多的思考時間和較闊的思考空間，而在
教學策略上也需要相應的配合。

　　由於老師對活動有充足的掌握，對尺子掉在地上已早作預期，並藉此讓學生學習如何記錄
實驗結果。在活動的過程中，老師細心觀察各組如何記錄尺子掉在地上的結果，然後在全班討
論時鼓勵學生把不同的記錄方法寫在黑板上，並讓他們作出解釋，下表綜合了學生在課堂所作
的討論：

記錄方法 背後原因

不作任何記錄
‧ 未作好準備，所以「唔算數」
‧ 尺子掉在地上不算是實驗結果
‧ 不知道準確的數字，所以不記錄

「0cm」 ‧ 沒有實驗結果，所以用「0」作記錄

「30cm」 ‧ 結果一定超過「30cm」，但由於不知道確實數字，故即使作最寬
鬆的處理，也要以「30cm」作記錄

「X」 ‧ 不知道準確的數字，故以「X」代表接不到尺子

以上的討論反映了學生從動手經驗而引發的豐富思考，也提供了很好的機會讓學生思考甚麼是
客觀的記錄，學習科學記錄不應因自己的喜惡而排除。透過聆聽其他同學的意見，學生學習判
斷不同的觀點，從中修改自己的謬誤，例如：在這個實驗中，「0cm」不應是接不到尺子的記
錄，而是代表不需時間已能抓往尺子。

放手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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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科學的發展與數學有密切的關係，處理及理解數據是重要的科學技能，亦是學生探究
世界的重要工具，科學教育需要培養學生這方面的能力。然而，對小學生而言，運用數字描述
實驗結果可以是相當抽象的，例如：這次探究記錄的是長度的單位（厘米），但它其實是反映所
需時間，可是這個轉折卻沒有對學生造成任何障礙，究其原因是學生親身參與的動手活動促進
他們對這些數字的理解，這說明了情景（Situation）能促進學生對所探究現象的掌握，其重要性
不可以被忽略。
　　讓我們用以下一組學生的實驗記錄，來進一步探討學生如何處理及理解數據。

組員姓名 接到尺子位置的刻度 組員姓名 接到尺子位置的刻度

A
 12 cm

B
 14 cm

 6 cm  10 cm
 24 cm  11 cm

　　在小組討論中，各組學生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去處理他們自己的數據。當老師展示上面的
記錄，有同學認為A的反應較快，也有同學認為B的反應較快，於是老師讓同學說出各自的理
據，下表列出學生在課堂中提出的部份理據。

A 反應較快的理據 B 反應較快的理據

‧ 綜觀所有記錄，「6cm」是最快的記錄
‧ A在三輪中勝出兩回 （三盤兩勝）

‧ 把三次記錄加出來，A是「42cm」，而B
是「35cm」

‧ 剔除三次中最快和最慢的記錄，A剩
下的記錄是「12cm」，B剩下的記錄是

「11cm」

　　老師鼓勵學生解釋自己的理據，並以日常生活經驗說明，例如：學生會說：「猜皇帝不也是
三盤兩勝嗎？」、「學校不是把各科分數加起來計算名次嗎？」。在確保學生了解每個理據後，老
師讓學生投票選出他們希望採納的處理方法，最後「三盤兩勝」成為這次全班的共同標準。儘管
科學著重客觀和理性，但科學知識也需要有群體共識的支持，在理性和客觀數據未能找出答案
時，群體信服的共識更顯重要，這正如天文學家在2006年把冥王星剔出太陽系行星之列，也是
基於他們投票接納新行星定義的結果。
　　回顧課堂中的教學處理手法，老師會透過列舉及比較不同記錄，以突顯問題的核心。老師
亦會刻意製造促進學生思考的機會，例如：在提出較具挑戰性的問題時，會先讓同學在小組中
作討論，透過聆聽和判斷不同意見，加深思考的深度。在教學過程中，老師的教學不是要引導
學生說出正確的答案，而是讓學生藉著參與學習活動，展現他們的思考，讓學生經歷真實的探
究歷程，培養科學素養，讓學生透過科學認識這個世界。
　　科學教育是常識科重要的一環，也承擔起培養學生探究自然世界能力的使命，要達成這個
偉大的使命，科學課堂不可單靠講解前人留下的科學知識，也需建立結合科學知識、能力和情
景的科學素養。兩所學校分享的經驗印證了透過動手活動刺激學生動腦思考的可行性。在學習
過程中，學生透過親身蒐集數據，學習如何處理和演繹，從而更深入了解他們所探討的科學課
題。



情思教學
與與
情思教學

與與

87

參考資料
1.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1993）. Benchmarks for Science Literacy . 

Washington, DC: Author.
2. Driver, R., Asoko, A., Leach, J, Mortimer, E. & Scott P.（1994）. Construc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Classroom, Educational Researcher , 23（7）, 5-12.
3. National Assessment Governing Board.（2007）. Science Framework for the 2009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essment Governing Board.
4.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6）.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5.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6）. PISA 2006 Assessment Framework . 

Paris, France: OECD.
6. Mullis, I., Martin, M., Ruddock, G., O'Sullivan, C., Arora, A., & Erberber, E.（2005）. TIMSS Assessment 

Frameworks. Bosto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 TIMSS and 
PIRL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Lynch School of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情思教學
與與

88

情思教學
與與

從「辛亥革命與孫中山」單元教學看常識科的歷史
學習與國民教育

黎允善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樊文輝老師（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陳淑英老師、陳樂家老師（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本場次內容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論述常識科「國民身份認同」學習範疇的教學理念和探究
策略，並闡釋學習歷史與培養國民身份的關係。第二部份是兩所學校分享設計和實施「辛亥革
命與孫文」單元教學的經驗。兩所學校為配合「辛亥革命百週年」重要日子，讓學生在常識科「辛
亥革命與孫文」單元學習中對辛亥革命有更深認識，即中國由君主專制制度走進共和制度，並
思考現代國民身份的意義。

第一部份 ─ 常識科的歷史學習與國民教育
　　常識科由六個學習範疇組成，當中「國民身份認同」範疇裏古代至近代中國歷史構成主要內
容，老師在處理有關內容時面對兩個問題：（1）如何讓學生在探究中學習歷史？（2）怎樣在學習
過程中使學生建立國民身份以至認同感？亦即達致國民教育的根本目標。常識科「國民身份認
同」範疇和國民教育同樣由認識國家開始，那麼，「國家是什麼？」，這是在構思學習內容時要
解答的問題，借用政治學的定義 1，國家包含四個主要元素，即人民、土地、政府和主權：
  ‧ 土地 ─ 疆界內的自然環境、氣候、地形和天然資源。
  ‧ 人民 ─ 生活在疆界內的成員、種族、生活習慣和風俗。
  ‧ 政府 ─ 管治這塊土地和人民的組織和相關的人物。
  ‧ 主權 ─ 政府對外維持國家的獨立和自主的能力，亦即外交關係和對外影響力。
　　事實上，常識科有關古代至近代中國歷史的內容也包含這四個主要元素，問題在於如何提
供一個探究過程給學生，讓他們在思考中學習。
一、探究中學習常識科的歷史課題
　　在設計我國古代歷史教學時，可將這四個元素構成一個互動關係 2，組織不同朝代的學習內
容和擬定探究重點，焦點在於思考歷代帝皇的施政效果，評價他們的表現，而不只是由教師單
向地講解學習內容。吳翎君（2004）介紹英國和美國歷史課程綱要和課程標準有關歷史思維技能
內容，當中適用小學能力的項目如下：
  1. 編年式思維 ─ 按時序組織歷史事件和人物事蹟；運用組織圖，包括時間線、流程圖等。
  2. 歷史性理解 ─ 在地圖、圖表、相片、繪畫、實物內找出文字、數字和視覺上的資料；

了解人物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3. 歷史性分析與解釋 ─ 分析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解釋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歷史人物

身處的環境，要解決的問題和面對的困難；比較人物的能力、強項、弱點和對社會的影
響。

  4. 歷史的研習技能 ─ 蒐集和組織不同種類的資料的技巧。

1 楊日青等譯，Andrew Heywood著 (2009)，頁134-7。
2 同上，頁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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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歷史性議題的分析與決策 ─ 提出及討論「建議」的可能性；替歷史人物做決定。3

　　應用上述五種歷史思維技能設計課堂提問、小組討論問題與專題研習的探究問題，學生藉
此歷史思維過程，深入理解和分析歷史的人和事，現將第二學習階段內相關的思考問題列舉如
下：
  1. 政府 ─ 中國古代是君主專制管治，君主帝王即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因此，學生認識歷

代帝王的事蹟、治國政策和措施，實際上是理解不同朝代的政府表現。「秦始皇的領導和
管治能力怎樣呢？」「比較漢武帝和唐太宗的領導和管治能力，有甚麼不同呢？」由這些
評價問題使學生對歷代帝王有更深的理解。

  2. 主權 ─ 學生從一些古代人物的外遊事蹟和經歷，了解古代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例如張
騫出使西域、玄奘往印度學佛、鄭和七下西洋。此外，認識歷代帝王與當時鄰邦的關
係，反映不同朝代對外展示主權的不同程度，例如：漢武帝和匈奴的關係，唐太宗統治
下與鄰國的關係，明代鄭和下西洋期間，途經的國家與明代的關係。學生一方面認識中
外文化交流的情況，另一方面，從中國與外國和平相處或戰爭狀態，反思「不同朝代國
力的強或弱」、「這種交流是利抑或弊」等問題。

  3. 土地 ─ 除了上述有關地理知識外，學生可多了解不同朝代的疆界和面積，對自然資源
的開採和使用情況，以至重大的天災事件，藉此誘發學生對這片土地有更深的感情，這
是現時常識科較少著墨之處。4

  4. 人民 ─ 在不同朝代的君主管治之下，人民的生活情況，學生可思考「他們活得愉快
嗎」、「活得艱苦嗎」，讓學生嘗試理解當時人們的生活經歷。

二、由探究中引發國民情意的培養
　　在探究過程中，學生對歷史的人和事有深入的理解，誘發情意的發展，不是由老師灌輸某
立場給學生，而是他們藉易地而處或感同身處其中所出現的同理心，繼而產生個人的情感。在
學習古代至近代中國歷史部分，老師提出以下問題：
  ‧ 「歷代君主的管治對當時人民生活帶來甚麼影響？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
  ‧ 「在他管治之下，你會活得開心嗎？有安全感嗎？」
  ‧ 「你願意生活在他管治的時代嗎？為甚麼？」
  ‧ 「你願意跟隨張騫出使西域嗎？為甚麼？」
  ‧ 「你願意跟隨鄭和下西洋嗎？為甚麼？」
　　讓學生「扮演」成為古代中國的一份子，表達對當時帝皇或政府的評價，進而替歷史人物做
決定或給予意見，目的是產生關顧之情和認受感，就是我也是昔日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一份子。
　　在學習秦始皇事蹟時，學生先從正反兩面評價施行的政策和建設，再表達個人對人物的看
法。此外，學生利用溫氏圖比較秦始皇與唐太宗兩位皇帝在施政上的異同，大部份學生在異同
的分析後，均對唐太宗有較高的評價。為使學生思考鴉片戰爭的發生，他們了解林則徐和義律

圖一：國家元素的互動關係

管治

回應

政府與主權
帝皇與歷史人物

人民與土地

3 有關歷史思維的理念和教學設計可參閱吳翎君（2004），頁29-51。
4 2011年5月發表《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內，當中第二學習階段有學習目標提出「關心國家氣候變化、自然資

源的運用及環保概況，培養愛護國家生態之情」與學習內容，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1)，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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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鴉片戰爭的立場，然後表達對戰爭的看法，最後代入歷史人物林則徐角色，提出個人做法。
這樣使學生對歷史事件有更深的理解以至投入感。

第二部份 ─ 「辛亥革命與孫中山」單元教學的分享
　　兩所學校在常識科近代中國歷史部份規劃與落實「辛亥革命與孫文」主題教學，主要有兩個
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為配合今年「辛亥革命百週年」，藉此重要日子，讓學生對辛亥革命有更深
認識，了解中國由君主專制制度走進共和制度的重要意義。第二個原因是老師想通過是次單元
教學的規劃和實施，反思推行國民教育的目標和策略。是次單元教學的設計取向有兩個特色：
  ‧ 第一個特色是採用第一部份闡釋的探究中學習，誘發國民身份的認同感；
  ‧ 第二個特色是提供𣎴同形式的場景，包括中山文物史蹟徑大型街道圖、相關革命機關和

人物的展板、校舍壁畫與親身遊覧中山文物史蹟徑活動，讓學生藉此感受香港與孫文和
革命運動的密切關係。

　　現將有關該主題教學的總目標、學習活動和探究問題簡介如下：
單元教學的總目標
  1. 學生評價孫文在革命運動中的角色和地位。
  2. 學生思考「革命可以單靠一人完成嗎？」
  3. 學生理解孫文的學習生活和革命事業與香港的關係。
  4. 學生反思國民對國家的責任和盡責的表達方式。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於六年級實施該單元教學，內容如下：

思考點/探究問題 學習活動簡介
1.1 童年的經歷，對孫文有甚麼

影響？
1.2 孫文為何選擇革命而不是立

憲？
1.3 孫文的革命事業和香港有何

關係？
1.4 革命需要甚麼？

課堂教學：
‧ 學習孫文事蹟和他在香港的生活情況
‧ 教學過程中，學生思考在欄1.1 - 1.3問題
小組討論：
‧ 學生進行腦激盪，列出革命需要的人、物資和方法
‧ 資料閱讀和總結：以小組形式，和組學生藉閱讀選定

重點的相關展板資料，然後寫出重點
2 孫文和香港有甚麼關係？ 場境學習：

‧ 學校在禮堂放置中山文物史蹟徑地圖及相關人物和地
點的展板

‧ 學生找出孫文在港學習、參加教會和投身革命各方面
活動的資料，完成工作業。

‧ 最後，回應以下評價問題作結，「孫文有甚麼才能和貢
獻？」「沒有孫文的話，革命會發生嗎？」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的主題教學活動主要分為高小和初小兩部分，現表列如下：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週會講座
主題：孫文的革命事業

週會講座
主題：辛亥革命與香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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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藝活動
‧ 藉「孫文一生」棋活動，加深學生對孫文的

認識。

專題研習：「單靠孫文一人，革命可以完成
嗎？」
‧ 小組形成進行—蒐集孫文與兩至三位革命

家的事蹟資料，運用時間線與圖表形式組
織資料重點

‧ 總結和評價—學生綜合上述資料後，回
應以下問題：「為何他加入革命份子的行
列？」「沒有他革命會完成嗎？」專題研
習：「辛亥革命是否單靠孫文一人完成？」

課堂教學：向革命英雄致敬
‧ 學生學習多位革命英雄事蹟，包括秋瑾、

黃興、李紀堂和陳少白。
‧ 學生製作心意咭及繪圖，表達對革命英雄

的感受。

中山文物史蹟徑遊
‧ 若干高小學生以導賞員身份，向參觀同學

和家長介紹中山史蹟徑的故事和相關資料

現簡述兩所學校在單元教學和專題研習兩個主要項目的實施概況和學生的學習表現：
一、 單元教學方面 ─ 藉問題讓學生思考學習內容
  ‧ 為使學生綜合和分析課堂的學習內容，老師藉提問誘發他們思考「在美國夏威夷和香港

的學習經歷對孫文有甚麼影響」，學生能指出「讓孫文對國家的落後有更深的體會」及「了
解西方的民主制度」，𣎴僅是「學會了英文」。

  ‧ 為使對孫文選擇革命有更深的理解，學生從正反兩面思考「立憲和革命帶來甚麼好處和
壞處」。

  ‧ 老師提問「需要甚麼才能進行革命」，學生經討論後大都能歸納出「除了孫文外，還要更
多革命人士、金錢、宣傳方法」，這樣使學生對革命有更全面的看法。

  ‧ 好學生認識辛亥革命的經過後，分析「革命讓人們得到甚麼和失去甚麼」。學生認為革命
讓我們得到民主、自由和選舉，有些人卻失去了性命、家人和金錢。

二、 專題研習方面 ─ 資料的綜合和分析
  ‧藉研習活動探究「革命可以單靠孫文一人完成嗎」，學生蒐集孫文和其他革命烈士的資

料，並作出比較。學生大多能從資料中找出重點，運用時間線和履歷表列出人物的重要
事蹟，然後從性格、才能、貢獻各方面進行比較，再提出個人看法，例如有些學生選取
李紀堂和林覺民與孫文比較後，指出革命單靠孫文一人是𣎴能成功的，「因為最少是要有
人捐款或籌款和要有人上戰場打仗」；「因為每人擔當的位置也不同，各人有各人的重要
性。要革命成功應該要有不輕易放棄的心，願意犧牲自己的性命和願意離開家庭」。

  ‧營造場境與實地考察 ─ 兩所學校採用展板及「易拉架」形式展示若干革命人物資料，此
外，舖設大型中山文物史蹟徑街道圖，讓學生了解孫文在香港學習和進行革命活動的主
要範圍，增強學生對孫文與香港的密切感受。由於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位於中山文物史
蹟徑範圍內，趁地利之便，舉行中山文物史蹟徑遊，由高小年級學生擔任導賞員，向同
學和家長介紹中山史蹟徑的相關資料，參與學生表示此活動讓他們了解「香港在革命運
動原來扮演這樣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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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次分享內容強調學生在探究中學習歷史課題，不論是歷代君主的事蹟，還是近代革命
志士的犧牲故事。在學習「革命運動和孫文」單元時，學生不只是認識孫文的生平事蹟和革命運
動的發生，更重要是思考「革命運動是否單靠孫文一人」和「孫文在革命運動有甚麼貢獻」，在
思考過程中投入過去時空，產生「我是一份子」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不是單向地接收或同意某
些情感或看法，而是讓學生理解和體驗過去人們的遭遇，誘發感同身受的個人情意，可以是欣
賞或厭惡，可以是支持或批評，重要的是對國家的人和事動之以情，不管是面對過去的歷史還
是當代的國事！這也是配合自由和開放社會的教學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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