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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語文老師的疑問 

句子 段落 篇章 

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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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語文 

教育 

獨立閱讀 

及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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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的編排  

在閱讀及寫作方面 ，缺乏讀寫結合
的實質，閱讀輸入不夠，閱讀與寫作僅在形
式及表面上連結，只可稱為「準」(quasi) 
讀寫結合。 

李玉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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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讀到寫，搭建讀寫結合取向的 

寫作鷹架 

閱讀 寫作 

內容 

形式 

思想 

概念模型 

增加範例的數目 

增加範例的變異程度 

結合抽象規則 

和具體案例 
(Gage & Berliner，1992；莊妙芬、黃志雄，2002；黃永和，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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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正遷移的原則 
(Gage & Berliner, 1992) 

• 盡量令學習的情境設計得與真實生活的情景一樣； 

• 提供大量機會，讓他們練習相同的事項； 

• 盡早教導一些基本技能和知識； 

• 提供概念模型給學生，使學生對一些課題在概念
上有所認識，從而幫助他們更容易學習相類的課
題； 

• 教授通則時，應給予大量的例子； 

• 讓學生多些練習同一事項，然後才要求他們作學
習遷移； 

• 要求學生應用學到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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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遷移理論 

斯萊文(Slavin,1997) 強調使用正反例子去
教授概念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三個展示概念
的原則: 

• 例子應由淺入深； 

• 選擇不同的例子； 

• 比較正反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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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學生最大發展區的基線 

•閱讀與寫作交互提供訊息，並互為促進。
學生寫得愈多，能使閱讀更佳；閱讀量愈
大，寫作就能變得更好。 

•教師必須檢視現有教材，設計適合學生情
況的校本讀寫結合的課程，為學生提供具
體有效的寫作協助，逐步移動學生最大發
展區的基線(baseline) 及起點(threshold)。 

 Rasinski,T.V., Radak,N.D., Chruch,B.W., & Fawcett,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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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敍文 

•記敍文是通過對人物、事件的敘述描寫來反映生
活、表達思想的。 

•一個人的精神面貌、道德品質、學識才能等，要
通過他所做的事情來表現，而任何一件事情，又
必然是通過人去做的，所以說人不離事，記事不
離人。 

•它們主要的區別在於寫作的目的，寫人為主的文
章，目的是介紹人物，寫事為主的文章，目的是
介紹事件。 

沈蘅仲、沈凱雄(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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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 上學期  

1. 重溫一年級已學習的四素句及六種行為句  

2. 加強學生綜合運用六種行為句的能力，讓
學生建構多角度描述人物活動的能力  

3. 學生已能: 

• 運用四素句及部份行為句書寫三段結構的
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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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上學期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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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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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強學生綜合運用六種行為句的能力，具體策略如

下: 
•以六種行為句分析課文 
•運用六種行為句擴寫課文段落  
•設計寫作課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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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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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性格，促
進有效的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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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重整 
單元  課 次 / 課 題  寫作  

記敍六要素 1.2親子運動會  1.13爸爸的生日禮物 

1.8文具的家  

《農曆新年》 

• 六要素  複句 

• 形容詞   說話+神情  

六種行為 

人物反應  

1.14美辰的願望   1.1故事媽媽講故事 

1.9快樂的歌  

《小兔和猴子》看圖寫作 

•人物反應、心情、說話  

以事情表現
人物特點  

1.11王冕畫荷花 

1.10畫荻教子  

《頑皮的弟弟》 

•人物外貌、神情 

•對位事例 

說明  1.7我是聰明卡  1.6我們的長跑健兒  4.《親子一道菜》 

•記事+步驟說明 

•五感  
狀物 

多感官描述  

2.8美味的粽子 

2.9歡歡喜喜包餃子  

聯想  2.10祖父的白髮 

2.11太陽•綠樹•蘑菇 

2.1風在哪兒  2.7太陽是大家的 

2.6寫詩      1.5多彩的賀卡  

5.新詩創作 

•運用已學的修辭 

•聯想  

描述人物表
情  

2.4井底之蛙  2.2.天上的月亮 

2.13狼來了  

6.《大毛和小毛》看圖創作寫作 

•人物表情、動作、說話 

•故事情節(六何) 故事手掌 2.3亡羊補牢  2.12大毛和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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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會議上…… 

學生沒寫過記
人的文章，會
太難嗎？ 

他們剛學了記事方法，
但這兩篇文章記了多件
事，學生會寫嗎？ 

他們只是二年級，三
年級的學生有時也不
能以具體事情表現人

物特點。 

課文記述人物從小到大
的事，學生很難找到這

樣的題材。 

1.具體事例 

2.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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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人的方法  

• 突出人的某一方面
的特點來寫 

• 寫人物多方面的表
現 

• 按照人物的生活歷
程來寫 

• 肖像描寫 

• 語言描寫 

• 行動描寫 

• 心理描寫  

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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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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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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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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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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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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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分項練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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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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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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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短文寫作：《頑皮的XX》 

•補充範文:重溫以事情表現人物特點；由較複雜的
結構到已掌握的記事結構(起因、經過、結果) 

•人物外貌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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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小練
筆)，綜合運用六種行為句敍述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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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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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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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們一家到
郊外旅行，我和爸媽放
風箏，弟弟和妹妹踏單
車，弟弟和妹妹玩得開
心，還大叫起來。 

        

 
 

     

        

 
 

     弟弟和妹妹一起踏單車， 

弟弟十分頑皮，踏得很快， 

妹妹很害怕大叫起來。我 

們叫他停下來，弟弟不肯， 

還撞倒了我，我受傷了， 

弟弟才知錯。 

•小練筆： 

    個人思考 

 

 

課堂教學 

回饋後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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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短文寫作：《頑皮的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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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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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會議上…… 

學生能掌握用一件事例
表現人物特點，題材亦
豐富。 

這次用起因、經過、
結果來記事，學生表
現純熟了。 

事例具體，能表現人物
特點。 

教學時間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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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像描寫方面
也需要特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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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記敍文(記人)學習重點  

•肖象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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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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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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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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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學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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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肖象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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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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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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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學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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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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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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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學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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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學生報告內容 

學校來了一位外籍老師，她教我們英語會話… 

1. 楊老師的頭髮是黃色的。 

2. 她姓楊。她的頭髮是黃色的，她的鼻子是高高的。 

3. 她姓楊，叫瑪麗。她的嘴色是圓圓的，她的鼻子是
高高的和頭髮是金色的。 

4. 她的頭髮是金色的，眼睛是圓圓的，十分美麗。 

5. 她有美麗，又有長頭髮和很大的嘴巴。 

課堂小組活動:替課文補寫人物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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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寫作練習 

• 敍事記敍文寫作 

• 鞏固記事圖式 

• 綜合運用六種行為句豐富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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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寫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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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寫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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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記敍文(記人) 

讀文教學 

•課文：《畫荻教子》 

        《王冕畫荷花》 

•分析課文結構，學習記人圖式(介紹
人物→事例→總結人物性格及成就) 

•以六種行為句分析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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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短文寫作：《頑皮的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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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範文(以學生討論的事例改寫): 

  -重溫以事情表現人物性格特點； 

  -重溫記事結構(起因、經過、結果) ； 

  -重溫記人圖式(肖象描寫/性格特點→事例    

   →總結人物性格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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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 

教師利用
學生討論
的事例改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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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練筆 
小組討論及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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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小練筆)，
綜合運用六種行
為句敍述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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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短文寫作：《頑皮的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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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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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在人物外貌描寫方面，
大部份學生都能掌握，
不需要詳細指導。 

學生已熟悉文章結
構，不用花時間教
授。 

事例具體，能表現人
物特點，但部份不太
詳細，部份同學以範
文改寫。 

教學時間較去年少，
但沒有用圖畫協助
學生構思事例，影
響能力稍弱的學生
表現。 

反思： 
1.保留圖畫作討論 
2.照顧個別差異： 
     小練筆部份加强 
     六種行為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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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 
向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記人能力 

多角度描寫人物（包括側面描寫） 

結合語言、動作與心理活動描寫 

通過外貌及事件表現人物（外貌能反映人物
性格特點） 

通過幾件事（語言、動作） 

通過一件事（語言、動作）表現人物 

外貌 

縱向課程規劃：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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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課程(單元)規劃： 

單元組織重心： 
語文能力 

輸入： 
(閱讀、聆聽) 

 

輸出(說寫)： 
以讀帶寫 
先說後寫 

寫作指導 

聽說練習 

小組創作 

個人創作 

學生互評/ 
教師評講 

個人片段創作 

個人整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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