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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描述人物活動的能力，從而達至書寫簡單敘事記敘文的目的。具體策略如以六種行為句分析
課文；分析課文段落，讓學生運用六種行為句擴寫；設計寫作課業和設置情境，讓學生多角度
思考具體情節，綜合運用六種行為句記述事件等。在上學期，學生已能運用四素句及部份行為
句書寫三段結構的短文。學生能運用四素句作文章首段，並多能以人看句、人動句作情境的描
述，最後以人感句作結。
  在上學期的基礎上，下學期我們除了繼續進行單元重整，選用合適的課文及範文，以鷹
架式（scaffolding）學習原則設計教學活動，加強學生敘事能力，鞏固他們的敍事記敘文圖式之
外，我們更嘗試讓學生學習寫人記敍文的寫作方法。我們在記人的單元中，利用範文及大量的
正反例子，讓學生選取合適的、生活化的例子表達人物性格特徵，促進有效的遷移。
  寫人的方法有多種，如突出人的某一方面的特點來寫，寫人物多方面的表現，又或按照人
物的生活歷程來寫等。為求突出人物的形象，還要注意肖像描寫、語言描寫、行動描寫和心理
描寫，以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反映人物的性格(謝錫金，2003)。
  由於學生尚在初小階段，我們選擇讓學生先認識以一件事件突出人物性格特點的方法，並
綜合運用六種行為句從多角度描述人物活動，敍述事情的發展，具體教學設計如下： 

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 策略運用
‧ 認識以具體
事例表現人
物性格特點
的方法

‧ 認識以一件
事件表現人
物性格特點
的圖式結構

‧ 多角度描述
人物活動 ─  
綜合運用六
種行為句

1. 教授課文學習重點:
‧ 以六種行為句分析課文
‧ 認識以具體事例表現人物性格特
點的方法(多項事例)

‧ 分析課文結構，學習記人圖式一
(介紹人物→事例→總結人物性
格及成就)

‧ 讀寫結合

‧ 提供概念模型

2. 分項練習
‧ 擴寫情節：設置情境，讓學生多
角度思考具體情節，綜合運用六
種行為句擴寫情境

‧ 判斷及配對：以不同事例讓學生
判斷事例與人物性格是否相配；
以不同事例讓學生配對人物性格
特點詞語

‧ 聯繫生活經驗

‧ 提供大量機會練習相同事項
‧ 大量深淺不同程度的正反例子

3. 課文與範文的比較及分析
‧ 由於課文以多項事例展現人物性
格，故範文以單項事件突顯人物
特質，讓學生較易掌握

‧ 文本比較閱讀：學生比較課文與
範文的內容及結構，掌握記人圖
式二(介紹人物性格→事例→總
結人物性格及感受)，提升學生
閱讀的主動性及深入性

‧ 提供概念模型
‧ 增加輸入
‧ 比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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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短文寫作
‧ 題目：《頑皮的弟弟》
‧ 看圖說話：以生活事例引發討
論，讓學生提出具體事例突顯人
物性格

‧ 小組討論及寫段：小組選擇一件
事件，學生多角度思考具體情
節，以小組形式先說後寫，綜合
運用六種行為句敍述情境

‧ 作品欣賞及互評: 學生分享小組
創作的段落，並給予回饋

‧ 教師重申寫作要求，學生開始寫
作，如有需要，在寫作進行時即
時評講

‧ 提醒學生完成寫作後覆查修改
‧ 批改後進行評講及修改練習

‧ 聯繫生活經驗
‧ 先說後寫
‧ 合作學習

  進行單元教學之後，我們有以下的反思:
1. 學生所寫的事例能具體表現人物特點；
2. 學生能掌握用一件事例表現人物特點，題材亦豐富；
3. 這次用起因、經過、結果來記事，學生表現純熟了；
4. 從課文教學至寫作，需刻意提供額外的範文以鞏固學生以一事記人的圖式結構，需時較多。
  有了第一年的經驗，本年度我們更希望加入肖像描寫，以突顯人物形象，豐富寫作內容。
今年學生間差異較大，故我們在上學期已開始加強學生記事寫人的能力，現將部份內容表列如
下：

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 策略運用
‧ 肖象描寫 1. 教授課文學習重點: 肖象描寫

2. 分項練習：收集描寫人物外貌特徵的字詞
3. 小組活動「猜猜他是誰」：向同學介紹一位同學的外貌
特徵，讓同學猜是班中哪位學生

4. 範文欣賞
5. 寫作練習：
‧ 題目：《自我介紹》
‧ 說話活動：兩人一組，向同學形容自己的外貌特
徵，並介紹自己的愛好，同學給予回饋

‧ 教師重申寫作要求後，學生開始寫作，如有需要，
在寫作進行時即時評講

‧ 提醒學生完成寫作後覆查修改
‧ 批改後進行評講及修改練習

‧ 讀寫結合
‧ 自主學習
‧ 小組互動

‧ 先說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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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 識 以 具
體 事 例 表
現 人 物 性
格 特 點 的
方法

‧ 認 識 以 事
件 表 現 人
物 性 格 特
點 的 圖 式
結構

‧ 多 角 度 描
述 人 物 活
動 ─ 綜合
運 用 六 種
行為句

1. 教授課文學習重點: 
‧ 以六種行為句分析課文
‧ 認識以具體事例表現人物性格特點的方法
‧ 分析課文結構，學習記事圖式(起因→經過→結果)

2. 範文閱讀：
‧ 教師以記人圖式(肖象描寫/性格特點→事例→總結
人物性格及感受)改寫課文內容，供學生參考，或
於課堂上朗讀分析，並請同學比較課文與範文的異
同，分析兩種表達手法的特點

3. 寫作練習：
‧ 敍事記敍文寫作，鞏固記事圖式及綜合運用六種行
為句豐富文章內容

‧ 讀寫結合
‧ 提供大量機會
練習相同事項

‧ 大量例子

‧ 提供概念模型
‧ 增加輸入
‧ 比較閱讀

‧ 提供機會練習
相同事項

  我們利用以讀帶寫的方法，強化學生記事的能力，並同時希望透過改寫他們已學習的課
文，初步建立學生記人圖式的概念，使他們順利將閱讀的經驗概括類化，並遷移到下學期寫作
記人文章中。稍後在分享會上，再與大家分享我們的嘗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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