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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理念 

•  政府近年致力鼓勵及支持香港的非華
語學生盡早融入社會，包括幫助他們
適應本地教育體系和學好中文。 

• 然而，不少非華語學生由於語言的隔
閡和起步點低，他們在中文學習上遇
到不少的困難。 



背景及理念 

• 不少中文教師反映，
要協助非華語學生循
序漸進地學習中文，
其中一個必須要面對
的難題是﹕如何透過
有系統的教學策略，
幫助非華語學生建構
基本的閱讀能力呢﹖ 



「小步子」閱讀教學 

• 閱讀教學一直是支援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
的難點所在。 

• 倘若非華語學生能在初小的學習階段，透
過老師系統的教學和適切的引導，由字、
詞、句的學習，過渡至嘗試閱讀簡單的文
章，循序漸進地掌握基本的閱讀能力，當
能提升他們學習中文的信心和能力。 

 

 

 

 

 

 

 

 



「小步子」閱讀教學 

• 教育局在2014/15學年開始，為學校提供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就是希望﹕ 

• 將中國語文課程的學習，安排成為一個
個的小步子，讓非華語學生容易掌握﹔ 

• 讓非華語學生最後能在老師的支持下，
盡自己能力，達到或接近本地水平。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閱讀範疇:一至二階)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閱讀範疇:一至二階)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閱讀範疇:一至二階) 



「小步子」閱讀教學(前、中、後階段)   
－－學者看法 

閱讀前 

• 藉文章的標題，引起學生相關的背景知
識，為往後的閱讀過程作好準備。 

閱讀中 

• 藉提問引導學生掌握內容的重點﹔ 

• 當學生在理解上遇到困難，亦宜抱持正
面的態度，並輔以適切的引導。 

 
(參考Heilman、Blair 及Rupley(1986)﹔Lerner(2000)) 



「小步子」閱讀教學(前、中、後階段)  
－－學者看法 

閱讀後 

• 要求學生檢視自己對於全篇內容的瞭解
程度﹔ 

• 鼓勵學生用自己的話說出文章的內容大
意，並鼓勵學生表達出個人的感受或體
會。 

 

(參考Heilman、Blair 及Rupley(1986)﹔Lerner(2000)) 



「小步子」閱讀教學－－教學實踐 

目標﹕ 

閱讀前 

學生對於即將閱讀的內容已能有概括的認
知﹔ 

閱讀中 

學生能在老師的引導和鼓勵下，循序漸進
地理解文章的內容﹔ 

閱讀後 

學生能透過相應的延伸學習，深化所學。 



「小步子」閱讀教學－－教學實踐 

選材原則﹕ 

• 符合課程要求 

• 配合學習目標 

• 配合非華語學生的心智發展、生活情境
和語文能力 

• 內容宜有趣及取材生活化 

• 宜選文步結構清晰的文章 

協助非華語學生循序漸進地建構學習 



「小步子」閱讀教學 

閱讀前 

 引起學習興趣、討論 

 對閱讀內容能有概括的認知 

  閱讀中 

 內容大意? 

 人物反應和態度? 

 全文主題? 

   閱讀後 

 深化所學，鞏固延伸 

 



教學舉隅 



「小步子」閱讀教學－－閱讀前階段教學策略要點 

閱讀前 

• 在閱讀前，除了藉文章的標題，引起學
生相關的背景知識外，亦較一般主流的
課堂教學，更重視借助圖畫、視像等協
助 

• 藉以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幫助他們
對將要閱讀的內容，能有概括的認知 

 

 



「小步子」閱讀教學－－閱讀前階段教學策略要點 

閱讀前 

• 由於這些初小的非華語學生仍處於由字、詞、
句的學習，過渡至嘗試閱讀簡單文章的起始
階段，老師在教學上加入了明示的方式﹕ 

  (1)概括介紹即將要閱讀的文章內容 

  (2)教授文章的核心詞匯 

• 藉以為往後的閱讀過程作好準備 

• 擬設不同的學習活動，鞏固非華語學生對於
核心詞彙的掌握 

 

 

 

 

 

 

 



「小步子」閱讀教學－－閱讀中階段教學策略要點 

閱讀中 

• 針對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老師在教
學上宜對學生給予明確的指示，讓他們
清楚課堂的學習目標和要求 

• 老師重視通過朗讀去培養非華學生的語
感，讓他們對於篇章或段落的內容，能
有整體性的認知 

• 透過系統的提問，引導學生掌握各段的
內容，循序漸進地建構初小非華語學生
的閱讀能力 

 

 

 

 

 



擬設多層次閱讀理解問題 

 

創造想像、求 
異思維 

提出新想法、獨到感悟，或運用
所讀的信息解決實際問題 

6.創意 

評說思想內容，鑒賞語言表達 

引申含義、拓展內容 

分析篇章結構、抽取特定信息、
概括段篇意義 

用自己的話語解釋詞語、表面句
意 

認讀原文，抄錄詞句，指出事實 

說明 

批判性思維 5.評鑒 

推測、想象 4.伸展 

比較、分析、 
綜合 

3.重整 

轉譯 2.解釋 

辨認事實 1.複述 

認知能力分層 閱讀認知能力  

祝新華 (2005)《 閱讀認知能力層次 ─ 測試題型系統的進一步發展》 



「小步子」閱讀教學－－閱讀中階段教學策略要點 

閱讀中 

• 在教學上引導學生掌握一些簡單而有效
的閱讀策略，對於非華語學生在理解文
章上亦有一定的幫助 

• 為了解學生對於課文內容的掌握，老師
亦會以分組形式，讓學生嘗試整理各段
的內容大意，並就相關的課文內容作討
論 

 

 

 

 



「小步子」閱讀教學－－閱讀後階段教學策略要點 

閱讀後 

• 老師在帶領非華語學生閱讀整篇文章後，
亦會藉概念圖等方式，檢視學生對於文
章內容的瞭解程度 

• 老師亦鼓勵學生以圖畫等方式去表達自
己的感受或體會，避免學生因為語言或
文字的局限，而妨礙他們表達個人內心
的看法 

 

 



小結﹕閱讀前 

• 在閱讀前，先著意配合即將施教的課題或內
容重點，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 藉文章的標題，引起學生相關的背景知識﹔ 

• 共同瀏覽課文的插圖，讓學生進一步猜測課
文內容﹔ 

• 以明示的方式，概括介紹即將閱讀的文章內
容﹔ 

• 教導文中有礙學生掌握文意的生詞，為往後
的閱讀過程作好準備。 

 



小結﹕閱讀中 

• 教師把通篇文章朗讀一遍，訓練學生對於中
文的語感﹔ 

• 提問學生相關的問題，讓學生作答;  

• 帶領學生畫下文章的關鍵句，掌握課文內容
大要﹔ 

• 將文章分解成段落，繼而共同朗讀段落﹔ 

• 以提問及文章結構分析，引導學生理解段落
內容﹔ 

• 以合作學習的方式，就文章內容作出探討，
進一步深化學生對於文章的理解。 

 



小結﹕閱讀後 

• 全班一起朗讀課文﹔ 

• 藉概念圖等方式，檢視學生對於文章內容
的瞭解程度﹔ 

• 鼓勵學生用自己的話或其他不同的表達形
式，概括出文章的內容大要，甚或進而分
享自己的讀後感;  

• 就課堂所學作鞏固延伸，深化學習。 

 



• 令人欣喜的是，藉著「小步子」的閱讀
教學，整體學生表現比以往進步。 

• 普遍學生對於篇章內容都能有基本的掌
握，而能力較佳的學生，更能在老師的
引導下，進而理清篇章的重點。 

• 在往後的日子，我們將致力培養每一位
學生建立自我閱讀的能力和習慣，讓中
文閱讀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一部分。 

 

「小步子」閱讀教學－－回顧與前瞻 



結語 

• 透過擬設閱讀前、中、後三個階段的「小
步子」教學，對於建構非華語學生基本的
閱讀能力，起著正面而積極的作用： 

• 閱讀前﹕學生對於即將閱讀的內容已能有
概括的認知 

• 閱讀中﹕學生則能在老師的引導和鼓勵下，  

循序漸進地掌握篇章的內容 

• 閱讀後﹕學生則能透過相應的延伸學習，
深化所學 



結語﹕用心灌溉，以情育人 

• 要進而指出的是，閱讀理解教學策略是極其
多元化的。要有效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閱
讀理解能力，我們當以學生為本，依據他們
的學習需要、能力和興趣，設計適切的教學。 

• 課堂是彼此用「心」交流的過程，我們當在
在過程中提升學生對於學習的興趣和信心，
才能真正循序漸進地建構非華語學生的閱讀
能力，促進他們的中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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