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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謝錫金、關之英 (2000)指出若老師能透過有系統的方法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可以有效提高學生的寫

作表現，使小一開始篇章寫作。陳弘昌 (1999) 提出在小一上學期實施「提早寫作」，其中一個方法是看

圖作文。

余婉兒、黎少銘、郭思豪 (2000)提出小學生藉著圖畫的輔助，就可以流暢地敘述一件事或一個故事的

過程。首先，大多數的多幅圖都是按事情發展的自然順序排列，看圖時只須順著圖的排列順序觀察。

其次，注意圖中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有關人物。接著，推敲事情的起因、經過和結果，貫穿圖與

圖的關係。最後，看清楚圖中人物的神情、動作，以及推測他們的說話、心情。

慈航學校教師在小一學年末配合教科書的童話故事閱讀教學，開始教導學生看圖寫童話故事，學生的

表現不俗，能依圖寫二至三段，故事包括原因、經過、結果，內容大致完整。因此，我們相信在小二

繼續訓練學生看圖寫童話故事，能提前發展學生寫記事篇章的能力。

廣義來說，「童話」泛指一般的兒童故事，具有兒童所能感受的趣味。在人物的塑造上，它可以把有生

命的動物、植物或無生命的物品擬人化，也可以是現實人物；在事件的選取上，可以是現實生活裡的

一般事情，也可以是非現實生活的事情 (林文寶、許建崑，1998) 。

分享會內容簡介
是次分享會，教師會分享：

 如何通過看圖寫童話故事，提前發展小二學生寫記事篇章的能力。

 如何因應小二學生學習表現，提升他們在小三的記事能力。

陳智英女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李錦琳老師、張秀慧老師、杜立群老師 (慈航學校 )  

從看圖寫童話故事到寫記事篇章的能力培養
(小二、小三)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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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求知  

 經驗分享會

以下是小二、小三的學習重點及教學策略：

學習重點
 順序敘述事情的原因、經過、結果，最後以感受段作結。

 以四素敘述事情的原因，感受段須包括情感、道理、期望三元素。

 記敘時加入細節描寫，如活動細寫及人物反應 (神情、動作、說話、心情 )。

 小二上學期只記敘原因、經過、結果，並描寫人物反應，下學期以感受段作結，並用過渡語

加強段落間的連繫。

 小三深化人物反應，加入活動細寫。

教學策略(小二)
 看圖寫童話故事。上學期看圖寫動物故事，下學期看圖寫現實生活故事。

 加強訓練學生說故事，以促進學生寫故事的能力。讓學生在課堂上複述課文記敘的故事，以及配

合圖書館的「晨光伴讀」，讓學生在早讀時段看圖說故事給家長聽。

教學策略(小二、小三)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運用「讀寫結合，先說後寫」及鷹架學習的策略設計教學，例如：

 調動單元次序，發展能力為主線的寫作教學。

 補充範文，一方面補充課文的不足，一方面增加輸入，讓學生吸收間接的生活經驗，以豐富直接

的生活經驗。

 分析課文及補充範文的記事圖式結構 (Schematic Structure)， 幫助學生掌握寫作模式。

 利用課文及補充範文，進行擴寫或續寫，幫助學生讀寫遷移。

 進行師生討論或小組討論，以及運用概念圖，幫助學生理解圖意或提取生活經驗。

 加強寫作回饋，一方面要求學生補寫內容不足之處，一方面按「改正、換用、增補、刪去、調動」

的原則，教導學生修改文句。

另方面，教師也善用評估資料，促進學習，例如：

 根據小二學年末的寫作表現，學生雖能描寫人物反應，但人物反應未夠豐富。於是，我們在小

三一方面按喜樂、哀、怒、驚的情緒設定寫作題目，一方面從小一至小三課文及課外教材蒐集有

關字詞、句子和段落，按喜樂、哀、怒、驚的情緒分類，制訂成主題識字資料，配合寫作進度，

安排學生分階段默寫，以及用人物反應為主題寫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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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二、小三的寫作教學示例：

單元
閱讀教學

學習重點
寫作教學學習重點 寫作教學策略

小二上四

森林的童

話

- 記事六要素

- 人物說話時

的動作、神

情、語氣

看圖寫作

動物故事：

「小雞和小鴨」

學習重點：

- 記事六要素

- 起因：

 四素句 + 起因句

- 經過、結果：

 人物反應 (主角神情、心情、說話、

動作 )

- 複習完整段落的圖式結構

 看圖寫段

- 擴寫，幫助學生讀寫遷移

 替課文的人物加上說話時的神情、動

作

- 補課文的不足，

 幫助學生掌握篇章的圖式結構

 補充範文《貪心的小狗》

- 幫助學生理解圖意

 師生討論

小二下四

歡樂在家

中

- 記事六要素

- 人物反應 

(神情、心

情、說話 )

看圖寫作

生活故事：

「與同學分享食物」

學習重點：

- 記事六要素

- 起因：四素句 +起因句

- 經過、結果：

 人物反應 (主角及其他人的神情、心

情、說話、動作 )

- 代入角色

- 過渡語 (時間過渡、地方過渡 )

- 感受 (情 +理 +期望 )

- 減少幫助學生理解圖意的引導

小三上八

快樂在那

兒

- 記事六要素

- 人物反應

(心情 )

寫作 (喜樂 )：

「記一次幫助別人的經驗 / 接受別人幫

助的經驗」

學習重點：

起因：四素句 +起因句

經過：活動細寫+人物反應 (心情、神情、

動作、說話 )

結果 

感受：情 +理

- 主題識字，增加語言累積

 默寫「喜樂」字詞、句子、段落

 幫助學生讀寫遷移

 隨筆一 (喜樂 )

   「我從媽媽手中接過禮物」

 隨筆二 (活動細寫 )「做燈籠」

- 幫助學生提取生活經驗

 師生討論生活經驗

 用概念圖擬寫大綱

- 補課文的不足，

 幫助學生掌握篇章的圖式結構

 補充範文一《給予是快樂的》：

 學生辨識人物反應元素

 補充範文二《上學途中》：合作學習，

補寫人物反應

 補充範文三《幫「忙」》：自讀 ，補

寫人物反應、感受段 

- 回饋、謄改 

 教師示範修改文句，學生完成修改文

句練習，以及補寫內容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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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求知  

 經驗分享會

成效
 經過教師悉心的鋪排，由「扶」到「放」，小二學生逐步建立了寫記事篇章的能力。根據小二學年

末的不看圖短文寫作，學生能以四素起首，然後敘述事情的原因、經過、結果，並描寫人物反

應，最終以感受段作結，文句大致通順。小三學生在學期初已能寫三至四段的文章，分段恰當，

內容充實，文句大部分通順。

反思
 在看圖寫作方面，要選取較易為學生理解及較多人物反應的圖，也須加強引導學生理解故事中的

因果關係。

 不一定在開始教導學生看圖寫作時就提供過渡語，可先選用內容連繫較強的多幅圖，考驗學生敘

述事件間聯繫的能力，再因應學生表現，教授學生用過渡語分段。

 評賞看圖寫作不一定評賞學生的整篇作文，當沒有學生能細緻觀察及詳細敘述每一幅圖的圖意

時，可按每幅圖抽取最佳段落評賞。

 補充範文的來源多元化，可改寫課文或學生文章。

 學生熟記喜樂、哀、怒、驚的主題識字資料，能豐富他們的詞句運用及寫作內容；因此，可提早

在小二學年初讓學生分階段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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