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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基本寫作能力 

內容 

• 大致能掌握題目
的關鍵。 

• 簡單記述為他人
服務的經過和感
受。 

 

結構 文句詞語 

• 大致能把內容簡
略組織，分成若
干段落。 

• 順敘交待事情的
經過，末段簡單
總結感受或表達
期望。 

• 用詞簡單，文句

有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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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表現良好學生的寫作能力 

 

結構嚴謹，條理
分明。情節描述
很具體。感受深
刻。 

文句通順流
暢。用詞豐
富，少誤用
標點符號。 

3 



課程設計理念 

 課程組織的方法「或以讀寫聽說能
力作為組織重心……或以生活內容作為組
織重心 ……或以文化為主 ……或以情意為
主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4) 

1.課程組織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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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理念 — 記事能力組織課程 

《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2008 

• 按寫作需要確定內容。 

• 分段表達。 

• 運用閱讀和生活中學到的書面語。 

• 敘述表達方式表達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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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理念 

2.拓寬視野積累語言 

       周漢光(1998)指出寫作的過程，是把意思
有條理地通過書面語傳遞給讀者，而學習寫作，
正是學習用書面的句子去傳意。書面語無論跟
口語多接近，兩者到底是不同的系統。對學生
來說，最迫切的問題，還是熟悉書面的媒介，
也就是說，要多接觸書面語，多讀書，同時要
多思考多分析多練習。 

6 



課程設計理念 

3.聚焦理解品析文本 

       在通篇理解教學後，教師會聚焦教學，目
的是讓學生集中注意力在文章結構及特定段落
的信息範圍內，進行深層的理解、複述、品評、
運用等能力訓練，學生能紮實地讀好重點段落，
領會段落寫什麼，怎麼寫 (丁有寬，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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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理念 

4.合作學習 

       龐國斌、王冬凌(2003)指出合作學習改變
了教學中靜態的和單向的人際交往模式，通過
建立積極的同學關係促進了師生關係的形成和
發展，以集體思維促進了個體思維的發展，對
學生的智力、情感及社會性都產生了積極的影
響。當學生以適當的作業進行互動時，便能精
熟重要的學習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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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容 

計劃背景 

三年級記事寫作能力課程規劃 

學與教的實踐 

檢討及反思 

三年級記事寫作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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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劃背景 

• 加強讀寫結合，提升學生寫作能力。 

• 透過備、觀、評循環優化教學質素。 

1.學校簡介 

2.計劃目標 

• 全校共30班，每級5班，每班30-33人。 
 
• 中文老師共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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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年級記事寫作能力課程規劃 

單
元 學習重點 教材 

記

事 

1. 學習記事文章結構 

2. 學習多角度寫段 

3. 學習順敘寫作 

《為甚麼今天的菜特別甜》 
《吃火鍋》 
《看恐龍化石》 

1. 學習步移法寫作 

2. 學習感官寫段 

3. 學習遊記寫作 

《遊香港公園》 
《遊九龍寨城公園》 
《到海洋公園去》 

1. 學習連動寫作 

2. 學習倒敘寫作 

3. 學習扣題寫作 

《爸爸和我》 

《第一次包餃子》 
《種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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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年級記事寫作能力課程規劃 

單
元 學習重點 語文活動 學習策略 

記

事 

1. 學習記事文章結構 

2. 學習多角度寫段 

3. 學習順敘寫作 

 朗讀活動 
 多角度寫段 
 多角度擴寫 
 小組互評 

 以讀促悟 
 讀寫結合 
 支架學習 
 以說促寫 
 合作學習 
  

1. 學習步移法寫作 

2. 學習感官寫段 

3. 學習遊記寫作 

 朗讀活動 
 感官擴寫 
 感官寫經過 
 「小導遊」活動 
 小組互評 

1. 學習連動寫作 

2. 學習倒敘寫作 

3. 學習扣題寫作 

 動詞短句複述事情 
 動詞短句重組事情 
 動詞短句寫段 

12 



(三)學與教的實踐 

•  提升學生對學習材料的 

   敏感度 

•  提升學生對語言運用的 

   熟悉度 

•  提升學生對學習重點的 

   理解度 

生生互動 

師生互動 

生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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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材互動 

 學習記事文章結構 

 

 預習教材 

 

 積累詞語句型 

 

 摘錄重點 

14 



師生互動 

學生怎樣學
習寫作能力? 

寫作 

模仿遷移 

分析理解 

提供鷹架 

文本開始 
聚焦學習 

思維策略 

刺激思維 

提供情境 

個人選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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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互動 

 透過合作學習，鞏固學生的 

 

•      多角度寫作能力 

•      步移法寫作能力 

•      連動寫作能力 

•      閱讀中學到的書面語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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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及反思 

 單元學習能夠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讀寫之間能
作有效遷移，學生在潛移默化下，寫作能力得以大大提
升。 

 學生的生活經驗及「以說帶寫」策略均有助學生寫作。 
 單元學習內容對學生具挑戰性，但學生有能力學會。 
 學生能透過觀察其他同學的表現，以及自己的練習，提

升個人的朗讀技巧。 
 學生寫作能力有很大的提升，例如懂得分段；懂得如何

組織一篇記事文章；運用過渡語聯繫內容；能夠運用形
容詞、多角度描寫、比喻法等豐富文章內容，成效令人
鼓舞。 

 首個學習單元的學習目標略多，及後單元的學習目標作
調適後，令教學更聚焦，學習果效更明顯。 

1.學生學習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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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備課充足，共同備課有效。教師能夠運用豐富的教
學資料進行課堂教學。 

 從單元教材、教學法的共同擬訂，以致課堂上的實際操
作，教師體會到如何有效協助學生學會語文基礎能力的
方法。 

 集體備課與同儕觀課讓參與計劃之教師加強互動，彼此
成長。此外，科組分享會能讓參與計劃之教師與其他同
事分享心得，彼此交流。 

 計劃讓教師們互相切磋、深入討論，再加上支援人員的
經驗，對教師個人成長之裨益甚大，有助學校第二梯隊
教師的成長。 

2.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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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十分感謝教育局校本課程發展組在這兩年間對本校
中文科的支援，令我們不論學生、老師與科組都獲益良
多。 

 這次校本支援計劃成效超出我們最初的預期，除了學生
有明顯的進步外，老師在個人專業上亦有所成長，更重
要的是啟發了我們中文科未來發展課程的方向。 

 為使計劃的成效能持續正面地令本校中文科繼續發展，
學校會在課程規劃、知識管理及人力資源三方面進行優
化工作，致令校本課程發展文化能夠在校承傳延續。 

3.課程規劃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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