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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詞造句和寫作水平的關係
對於語文教師而言，寫作教學比閱讀、說話及聆聽教學困難，付出努力卻收效不高。一篇佳作，除了

精彩的內容，獨特的見解外，最重要是文字的陳述，就像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它需要精彩的語言

來調味。用詞及句子的表達也是表達文章思想內容的最基本單位 (林慶昭，2010) 。故此，除了審題佈

局外，老師在教學生寫作時也強調語言的運用，足見遣詞造句的重要性。

香港小學詞句應用的現況
寫作水平與學生靈活運用詞彙及修飾文句有著緊密的關係。然而學生在寫作時，往往在語言運用上卻

捉襟見肘。例如小學常見的記事及抒情寫作中，這方面的弱點十分明顯。他們在情感表達的問題上，

可分為兩方面 :第一，不能多角度地把自己想抒發的感受表達出來，往往只單字片語地寫出概括的情

感。第二，詞彙貧乏，語言枯燥，不善修飾，用字遣詞不夠生動形象，沒有「文」的色彩。換言之，學

生的寫作弱點是敘述事情中未能運用詞句去抒情。

綜觀多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1，2012，2013)，不難發現學生在記事寫作

中運用詞句的能力一直停留於單調、點到即止的情況。如2013年度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指出小三學生

的用詞比較簡單，如「開心」、「興奮」、「高興」，少有變化。雖然偶有學生能靈活運用疊詞、形容詞、

四字詞等，但只屬少數 (頁51) 。下表檢視了由2011年度至2013年度，考評局對小學生的文句及詞語的

評價部份，以協助同工理解增強詞彙及造句教學的重要性。

年度 記事文寫作考題 基本能力的學生例句 良好能力的學生遣詞語句

2013 3CW2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好

的表現，例如默書成績進步，

教弟妹做功課得到家人的稱

讚。請寫一篇文章，記述一次

你有好表現的經歷，把事情的

經過和感受寫出來。

 我最後把事情告訴爸媽，他

們不但高興，還獎勵我呢！

 今天，我很開心，因為我幫

了別人

 甜滋滋

 破口大罵

 鴉雀無聲

 心突然像停了一下

 心跳得很快

 樂得不知怎樣形容

 浮現在我腦海

2012 3CW1 放假的時候，有的小

朋友到公園玩耍，有的探望親

友，你有什麼活動呢？請寫一

篇文章，記述你在某一天假期

的活動和感受。

 玩得十分痛快

 愉快、度過快樂的一天

 非常好玩

 非常開心

 天倫之樂

 高興得手舞足蹈

 期待已久

 連早餐也忘記吃

 熱烘烘

 父子都露出歡樂的樣子

羅綺蘭女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王敏賢老師、傅遠芳老師 (塘尾道官立小學 )

余可珮老師 (現任職大埔官立小學 ) 

加強遣詞造句教學提升學生「敘中抒情」的能力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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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記事文寫作考題 基本能力的學生例句 良好能力的學生遣詞語句

2011 3CW1 請寫一篇文章，記述你

和家人到郊野公園遊玩的情形

和感受。

 最後，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

心情離開

 津津有味

 我今天雖然沒有游泳，但是

我都很開心

 不耐煩、剪破、慚愧

 不禁笑了起來

 為今年的旅程畫上完美的句

號

 目瞪口呆地望著

高小學生隨著經驗的增長，記事及抒情寫作方面的文句及遣詞能力進步了嗎?分析多年小六全港性系

統評估報告中的文句用詞評價部份得知，表達個人情感時，學生大致能寫單句及複句，也能運用第二

學習階段的字詞寫作。然而未能通過不同的詞彙，細緻表達較複雜的思想，以致在情感的表達上不僅

未見深刻，文章更變得淡而無味。此外，有些學生未有考慮句子各個組成的部分是否齊全，以致文句

欠通順 ;有些學生誤用關聯詞，以致句子意思矛盾。故此，課程設計及寫作教學時宜多注意提升學生運

用詞句的能力。

因此，要學生靈活地駕馭語言，則要提高學生遣詞造句的能力。如何使學生寫作語言優美、富有感染

力，也是語文教師的必修課。雖然這種能力的提高絕非朝夕之功，但在課程設計及單元教學時有效地

進行指導和訓練，這種能力還是可以提升的。

加強遣詞造句的課程設計及教學原則
1. 累積美文佳句，豐富課堂學習 2. 讀寫結合，以讀促改 3. 多元化課堂活動，激活動機及內化

應用

 謝旻琪 (2011)建議教師應用歸

類的原則，圍繞學生常接觸的

生活事件，收集名家的文章或

片段，把當中生動的描摹及豐

富辭彙的佳詞佳句分類，編成

學生的學習材料

 引導學生欣賞這些既富有形象

之美的語言精品，作為借鏡模

仿及寫作時遣詞造句的參考

 基於此項原則，塘尾道官立小

學小五的人物反應單元擷取了

細緻描述喜樂心情的佳句，並

按不同感官 (如眼、口、身體

或心 )分類，作為學習的輸入。

(見下節錄 )

 通過閱讀教學，使學生瞭解作

者謀篇佈局、遣字造句的方

法，讓學生把這些方法運用到

自己的創作中

 羅俊明 (2012)提議教師引導學

生感悟作者遣詞造句的匠心所

在，並上升為一種理性認識。

再輔之以訓練，使學生領會如

何巧妙地遣詞造句來準確地傳

情達意

 注意引導學生結合生活經驗，

理解佳句佳詞的含義，把遣詞

造句的理解放在對課文的深究

學習中

 考慮學生的心理特點，靈活應用有

效的教學方法，重視具體形象，做

到簡明確切，貼近小學生的真實生

活，而不是為字數篇幅而遣詞，胡

亂作誇張化的字詞堆砌

 利用概念教學的手法 :新舊聯繫法。

這種方法的特點是在學生已有知識

的基礎上講解詞語，利用舊知識掌

握新概念

 由淺入深、由簡到繁、由易到難、

一環緊扣一環地進行訓練。塘尾道

官立小學的老師安排語境推斷的課

堂課業 (這種方法是聯繫上下文，

根據上文的特定線索，創作下文 )，

讓學生續寫句子，連句成段，積段

成篇。通過一系列的訓練，培養學

生遵守約定俗成的語法原則

 注重內在動機，利用延伸活動、自

主學習的設計，激發學生在閱讀積

累詞彙，搜集優美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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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尾道官立小學小五的人物反應單元 : 喜樂 (學習材料節錄 )

A. 五官反應

(真實或聯想 )

B. 肢體動作

(真實或聯想 )

C. 心情

(真實或聯想 )

激動得熱淚盈眶，話都說不出來 興奮得立刻站了起來，連蹦帶跳地

走到禮堂上 

一顆心就像綻開了的一朵花

兩眼瞇成了一條縫 她笑得趴在桌子上，幾乎從椅子上

跌下來

興奮之情久久不能平靜

仿佛看到花兒在向我招手 笑得直搖頭，我更是笑得坐在地上

直捶地板

十分雀躍

眼睛裏放射出一種喜悅的光芒 一下子像踩到雲上，飄飄然了 格外高興

笑得直搖頭，老花鏡都滑到鼻尖上

差點掉下來

面帶笑容，還時而點點頭，活像一

個「小醉仙」

仿佛覺得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

最快樂的人

分享會內容介紹
塘尾道官立小學去年參與中文科課程發展，無論學校的管理層及科層老師都期望透過重整校本課程，

使教學更有組織及落實加強學生寫作能力的目標。基於此項理念，中文科老師打破了教科書主導的局

面，以思維及閱讀寫作能力為主，自擬校本教材。她們也就校內外的學生表現進行分析，發現初小及

高小學生在詞句應用方面有極大的改善空間。於是，以此作為詞彙及修辭教學切入點，採擷記事及抒

情文章中的佳詞及佳句，加以整理分類編排，設計「人物反應」校本單元，並結合閱讀課、語文基礎性

質的活動及課堂學生互評自評的三環要素，優化課堂的詞彙造句教學。

「人物反應」讀寫結合單元的教學重點、學習活動以及進展性評估課業，概略如下 :

一 .教學重點 二 .學習活動 三 .評估活動

 引入抒發情感的詞彙，豐富學生

認知

 利用字詞修飾的比對與串聯，將

抒發人物情感的佳詞佳句按五感

分類，以便更有系統地施教

 利用合作學習，讓學生從認識及

分類的層面，把不同的人物反應

的字詞或短語分為眼睛、口和

耳、臉、手和腳、身體及心，使

他們對人物反應句有初步的接觸

 透過同儕互評計畫，將人物反應

佳詞佳句讀準讀對 (如小五的人

物反應背誦表 ---苦 ) ，作為寫

作前備知識

 教授多樣化的關係句式，如並

列、轉折、遞進，連貫情感詞彙

或短語，成為抒情緊密的佳句

 配合重組句子、續寫成段以及修

訂等形式的活動，讓他們循序漸

進地應用表達情感的佳詞佳句

 多樣化的默寫活動、佳句拼砌比

賽，使學生寫準佳句佳詞的字形

及從拼砌中了解表達演情感的高

低層次

 透過自擬教材，如小三的四格漫

畫單元或小五的先苦後甜範文，

運用閱讀策略及段意分析的手

法，扣緊情感與主旨、佳句與主

旨的重點施教

 範文分析，學生要找出作品中表

達情緒的佳句佳詞，並指出表達

了哪種類型和程度的情緒

 按情景寫作句子、段落及全篇文

章，把佳句佳詞全面應用

 進行作品互評，審視學生用詞是

否真實、貼切 ;是否文意上下貫

通、情感自然

 利用學生互評及自我修正的課業

去強他所學或補他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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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成果
 學生對於老師評語「文詞宜豐富一些」有了新的理解，明白自己的問題 -詞彙不足是有解決策略的

 能力一般的學生能利用單元的佳句佳詞於不同寫作中，有些運用了人物反應中的兩至三感去修飾

記事文或抒情文，有些將這項能力遷移到其他寫作中，如隨筆、日記及周記

 而能力高的學生不但內化了佳句佳詞的框架，而且建立了自己的詞彙框架，應用時靈活多變，以

不同的角度抒發自己的感受 ;情感的表達層次多樣，能把人物反應的佳句佳詞滲透於事情的起、

承、轉、合當中，情感刻劃得淋漓盡致，真摯動人

 老師掌握到學生寫作能力的高低與課程設計是有密切的關係，閱讀內容的輸入、環環緊扣的語言

文字基礎訓練及如何連繫各範疇的學習重點對提升學習十分有效

是次的主題會分享「人物反應」單元的設計原則，以及與之相配的語文基礎知識，亦透過具體課堂活動

安排及課業分析，使與會同工瞭解如何加強學生邊敘事邊抒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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