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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以行求知──學‧教‧評」經驗分享會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C02/C06  

加強遣詞造句教學提升學生
「敘中抒情」的能力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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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綺蘭女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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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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事及抒情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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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靈活地駕馭語言=遣詞造句的能力=
語文教師的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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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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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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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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P3 

TSA 3C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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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達個人情感時，用語單
一，喜以簡單的詞語或詞組
表達感受 

• 未能通過不同的詞彙，細緻
表達較複雜的思想感情 

2013 P6 TSA 



分享會內容: 
• 塘尾道官立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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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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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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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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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三及小五「人物反應」讀寫結合單元(1.教學
重點;2.學習活動及3.評估活動(Assessment a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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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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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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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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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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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認識運用情景過度句銜接下句的內容。 
2.認識人物反應句要帶出人物的情感，絕不可交代程序。 

試從下面四方面，分析人物反應句的架構: 
1. 為什麼人物會有情感的反應? 
2. 哪些人物會有情感反應?  
3. 從情景過度句中的原因提示出的會是甚麼情感反應?  
4. 作者從哪兩種途徑表現人物的情感反應? 

用       表示代表引起人物反應的原因 ； 
用      表示人物反應的句子 : 包括五官反應/心情/肢體動作
(真實或聯想均可)以表達人物的情緒 

想到爸爸告訴我星期天帶我到海洋公園玩耍，我兩眼
瞇成一線，心裏甜滋滋的，像吃了蜜糖似的。 

想到爸爸告訴我星期天帶我到海洋公園玩耍，我兩眼

瞇成一線，心裏甜滋滋的，像吃了蜜糖似的。 



獲獎的消息一公佈，她高興得雙手捂住心口，一顆心
就像綻開了一朵花。 

這位老伯伯與失散多年的兒子重逢，臉上每一條皺紋
似乎都溢著笑意，神采煥發的就如同晴朗的春日。 

聽著老師宣佈我班取得比賽冠軍，大家就爭先恐
後地歡呼起來，互相抱著隊友，握手祝賀。 

遣詞造句課堂安排: 
1.輸入(強調思維:情景合理及多角度觀察) 
2.分層次課業(循序漸進:認知、分辨及應用) 
3.跨範疇(聽說思維以至讀寫) 
4.進展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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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與教 
4.1 教師的角色 
教師要使學生掌握學習策略與方法：在學習過程中，除
了學習知識外，還要積極地學習掌握和運用這些知識的
策略和方法，以提高學習效能 
 
(16) 綜合訓練，一材多用 
聽說讀寫能力互有關連，在學習上可以互相促進，相輔
相成。教師宜因應學習重點的布置，就同一種學習
材料，設計能綜合培養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學習
活動，這樣可使同一學習材料發揮多方面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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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志成 ：沒有照顧學習差異的教學方程式  

•把「好」教學過度簡化為「學生為中心」或「互動就是好」等詞
語是不全面的，追逐一些結合不到學科內容的各類小型學習技巧或
點子，像羊群效應一樣;教學上就陷於「形式」或「結構」重於
「學習目標」，為分組而分組，為只建立同儕感情而協作，學生在
沒有足夠「輸入」（input）時要作討論，學生未能消化學習就要
反思，為應用一種概念圖而勉強應用，學習都變得「本末倒置」了 

小班教學不是尋找一套教學模式   趙志成 
•期望學生自動建構學習，作為學習的主人等「大」理論，這些理念是沒甚麼值得
質疑的;不應只採用（adopt）一些形式化的策略，而忽略無論大班小班的學習，其
實都應循基本因素探索效能 

趙志成 ：沒有照顧學習差異的教學方程式  

•要處理差異，先要接受學生潛能、學習習性、前備知識確有不同，再確立具體
教學目標，多樣化的教學策略，備課要足，教得豐富 

•教差生的老師的教學設計更困難，材料要多，節奏要快，教學活動轉換要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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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透過同儕互評計畫，將人物

反應佳詞佳句讀準讀對，作
為寫作前備知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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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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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遣詞造句的課程設
計及教學原則 
2. 讀寫結合，以讀促改  
• 羅俊明(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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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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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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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震的災民,看著家園盡毀,傷心得站在那兒動也不動,全身
僵直, 沒有了靈魂一樣,她心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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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視學周年報
告:第五章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觀課5300節、照顧
學習差異:大部分小
學仍需深入審視學生
的學習需要，適切調
適課程的目標和內
容， …教師宜因應
學生課堂表現，靈
活將教授內容拆細，
運用分層工作紙協
助學生掌握學習重
點，或善用小組討論
等策略，以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按步梳
理學生學習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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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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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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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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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遣詞造句的課程設計及
教學原則 
3.多元化課堂活動，激活動
機及內化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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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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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語境推斷的課堂課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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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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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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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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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遣詞造句的課程設計及
教學原則 
讀寫結合，以讀促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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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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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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範文一:《難忘的拓展訓練》 

學習甚麼思考方法? 

1.利用句子中的關鍵詞作合理聯想 

2.綜合段落中的資料擬定段意 

3.因應段落中的上文推論人物的反應 

4.結合不同的人物反應找出合理的寫作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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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了甚麼事情而作這篇文章?  

段中有哪些關鍵詞暗示事情是容易抑或困難? 

綜合你的聯想和關鍵詞，你推想下文會出現甚麼內容? 

段 

   一次參加野外拓展訓練的經歷，令我感
覺自己不再是溫室裏的小花。 

「溫室裏的小花」是指甚麼? 



段 

   今個周末，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到西貢參加野外拓展訓練，
當中最驚險的環節是高空走獨木橋。 

綜合段「溫室裏的小花」和段的關鍵詞，你推想作者
會選擇主角在高空走獨木橋中哪一個片段? 

段 

   一次參加野外拓展訓練的經歷，令我感覺自己不再

是溫室裏的小花。 

段 

   今個周末，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到西貢參加野外拓展訓
練，當中最驚險的環節是高空走獨木橋。 

再看第一至二段，你想作者告訴我們一個怎樣的學習過
程? 



段 
    向來笨手笨腳的我，想起要走過這道搖搖晃晃的獨木
橋，…… 

作者怎樣因應笨手笨腳描述主角過橋的情況? 

留意關鍵詞,媽媽又會發生甚麼事?是順利抑或是困難的? 

綜合你的聯想和關鍵詞，主角的反應是怎麼樣? 

段 
    向來笨手笨腳的我，想起要走過這道搖搖晃晃的獨木
橋，雙腳已經開始發抖，惶恐得直冒冷汗。我穿好保護
衣，順着梯子爬上了鐵架，準備踏出那可怕的獨木橋。
平日膽小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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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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彙不足是有解決策略的 

• 能力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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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力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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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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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學生記事文
的人感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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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P3 作文 
第三及四段 

2014-2015 P4 日記 
第二及三段 



• 不少學校能適切回應課改和教
育的趨勢，關注課堂學與教的
效能，並以提問和回饋、分組
學習活動和照顧學習差異等為
焦點，透過共同備課、同儕觀
課等專業交流活動，探討優化
教學效能的方法，以促進學生
學習 

• 學校在分析數據之餘，仍需探討問題根
源，反思處理學與教的理念與手法，以較
全面的角度審度情況，策劃對應措施 

(2009/2010周年視學報告) 



• 讓學生明確知悉學習重點，方便學
生根據學習重點，提出問題或意見，
亦有助教師調整教學焦點和策略，
使教學設計和步驟更為緊湊，發揮
「促進學習的評估」效用，準確評
估和回饋學生所學 

Assessment a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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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水平優異的學生 
• 在遣詞造句方面，常會作精密的思考。他們不但掌握文藻辭彙，而且會充分

運用語言文句的特性，即古人所指的不斷「推敲」 
• 能緊扣主題，篩選合適的材料入文，佈局細緻，內容情節鋪排見心思，情節

有起伏 
• 文章結構緊密，層層推展，條理分明 
• 情感真摯動人，感情滲透於字裏行間 

118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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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羅綺蘭女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2158 4917 doralaw@edb.gov.hk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自2002-03學年開始，每年均舉
辦「以行求知」為主題的大型分享會，將我們和學校
協作所積累的知識及經驗等，和教育界同工分享，藉
著這些分享，和老師們建立互動交流的平台。 
   我們分享的重點不在於分享一些「成功」的經驗，
讓大家可以「蕭規曹隨」，而是反映出老師們如何專
業自主地透過落實知識、技能與態度並重的課堂，仔
細地蒐集及分析學生的學習顯證，從而促進學習者的
學習。更重要的，教育界同工亦可就教與學的關注，
參考個別學校為學生設計的校本課程，提升施教者的
教學效能，拓寬彼此的思維，達致教學相長。 

多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