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說話開始從說話開始從說話開始從說話開始------以說促思以說促思以說促思以說促思，，，，以說促寫以說促寫以說促寫以說促寫

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以行求知— 教學多元化教學多元化教學多元化教學多元化ㆍ學習無界限學習無界限學習無界限學習無界限」」」」經驗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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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勵德老師、鍾倍淇老師、黃景虹老師、梁穎訢老師、鄭錦秋老師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羅綺文女士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



分享部分

• 1. 簡介計畫背景及理念

• 2. 展示校本因應寫作目標和難點而設計的說話

教學策略

• 3.  分享課堂上教學的片段和學生作品

• 4.  成效與反思



學校背景學校背景學校背景學校背景

學生背景學生背景學生背景學生背景: 

• 家長支援差異大

• 學習差異大

• 學生中文程度一般

學生學習中文的難點學生學習中文的難點學生學習中文的難點學生學習中文的難點:

•說話評估中表現一般，內容欠豐富和條理。

•寫作內容如流水帳，欠充實。

•學生課堂表現較為被動。

科組發展科組發展科組發展科組發展：：：：

•採用主流的教科書，加入校本自擬課程。

•每級已有基本的寫作規畫和說話課程。

•本年度重點發展:重整單元，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計畫設計理念計畫設計理念計畫設計理念計畫設計理念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 E（（（（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 P（（（（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以以以以寫作為主軸寫作為主軸寫作為主軸寫作為主軸設定說話目設定說話目設定說話目設定說話目

標標標標、、、、提升說與寫的能力提升說與寫的能力提升說與寫的能力提升說與寫的能力

• I（（（（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 E（（（（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如何在現有的中文
課程上提升學生的
說話能力？

發展方向發展方向發展方向發展方向：：：：
說話、思維和寫作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同時提升說話和寫作能
力

?



理論參考

語文課程中說話範疇的學習目標已經非常廣泛，包括「增强
說話能力及思維能力，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培養良好的說
話態度，豐富知識，啓發思想，培養品德……」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5）。

梁佩雲 (2013) 「講述故事時，想像（構思）還會讓兒童把相
關的人物、情境和行動在腦海中“可視化”（visualised），而運
用想像，又是兒童發展高層次思維的重要過程。換言之，兒童
學說故事的同時，其實也在進行思維訓練。」



理論參考

湯才偉 (2004) 有不少研究指出看圖說故事能提高寫作的興趣
和表現。

陸又新 (1995)  認為“看圖說話”是奠定看圖作文的基礎。
學生有了充份的口語表達的訓練，才能夠逐漸順利進入書面作
文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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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與寫作的配合方向

• 寫作難度逐漸提升，說話的配合逐步聚焦



說寫配合的發展脈絡

刺激、啟發 主題 說話 小練習 說寫結合

事
例
一
課文、

文章

做家務影片

四幅圖

«做家務»

以記敍人物活

動為主

小組分

享

個人說

話

記一件小

家務

� 內容構思：故事六要素

� 故事補白：運用六種行為句

(人動、人看、人聽、人說、人想)

� 段落串連：時序標示語

**時序標示語+完整內容+細緻描寫過程

事
例
二
文章

四幅圖

«動物故事»

以記敍動物故

事為主

看圖說

故事

故事情節

過渡練習

� 內容構思：故事六要素

� 故事補白：運用六種行為句(人動、人看、人聽

、人說、人想) + 表情的變化

：「因何」、「如何」來豐富經過中內容細節

� 段落串連：刻意為圖意間的過渡創設情境

**連結圖片的關係，能夠按圖寫出整個故事。

事

例

三

實地考察

一幅圖片

«超級市場»

購物情境

小組交

談

蛋糕店的

一角

內容構思：四素+動態三部曲

(地方+為什麼在這地方+個人與別人互動)

豐富表達：運用六種行為句(人動、人看、人聽、

人說、人想)+表情的變化

段落串連：地點過渡

**適當地選材，寫出生動的文章。



事
例
四

課文、文章
影片(多啦A夢)

«一次爭吵的
經歷»

個人經驗

話劇
(語氣、神
情、動作
演繹)

記一次生
氣的原因

以故事六要素構思文章內容
動態段要求：靈活運用行為句(人動、人看、人聽、

人說、人想)+表情的變化
�對話的形式
�配合人物的身份和個性

段落銜接要求：標示語、過渡語

**適當地選材，細緻描寫人物神情，令故事生動、深刻

事
例
五

新聞時事影
片

«給校長的信»

實用文

海報設計

小組交談

提出建議
+理由

向同學募
捐的一封
信

掌握書信格式
在幫助的人和協助的方法達到共識，寫成書信和
設計成宣傳海報

**能應用正確的書信格式及措詞與人溝通

說寫配合的發展脈絡

刺激、啟發 主題 說話 小練習 說寫結合



分享事例一(四幅圖說故事----

人物篇)



以讀文啟發說話 個人小練筆

運用標示語寫出做家
務的過程

先說後寫

說寫故事內容

小組說話

運用標示語說出
做家務的過程

情意：明白做家務一點都不簡單

「「「「標示語標示語標示語標示語」」」」

首先……

然後……

接着……

課文 :樂樂做家務

學生小練
筆事例

做家務圖片



以讀文啟發說話



「「「「標示語標示語標示語標示語」」」」

首先……

然後……

接着……

以讀文啟發說話



做家務--洗碗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最後最後最後最後……)」」」」

•水龍頭 碗裏 洗潔精 抹布 擦 清水 乾淨



小組說話







分享事例二(四幅圖說故事----動
物篇)



看圖說故事 故事填充 先說後寫

豐富故事內容，
然後寫作

文章賞析

認識過渡語及理解靈活
運用不同行為句的好處

仔細觀察圖畫 運用恰當的過渡語
和對話

乒乓球又圓了

老虎和松鼠的
故事



文章賞析



故事填充

鞏固過渡後



掌
握

故
事
脈
絡 處理這四幅圖處理這四幅圖處理這四幅圖處理這四幅圖，，，，學生可學生可學生可學生可

能面對甚麼困難能面對甚麼困難能面對甚麼困難能面對甚麼困難????

1 2

3 4

先說後寫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學生能學生能學生能學生能

1) 觀察及寫出人物的觀察及寫出人物的觀察及寫出人物的觀察及寫出人物的神情神情神情神情、、、、動作動作動作動作

2) 按故事發展按故事發展按故事發展按故事發展創設情境過渡創設情境過渡創設情境過渡創設情境過渡，，，，進行補進行補進行補進行補
白白白白

難點難點難點難點－－－－情節補白情節補白情節補白情節補白、、、、神情描寫神情描寫神情描寫神情描寫



？

• 放走小松鼠後放走小松鼠後放走小松鼠後放走小松鼠後，，，，老虎如老虎如老虎如老虎如
何遇上危險何遇上危險何遇上危險何遇上危險？？？？

• 獵人如何捕捉老虎獵人如何捕捉老虎獵人如何捕捉老虎獵人如何捕捉老虎？？？？

• 老虎有何想法老虎有何想法老虎有何想法老虎有何想法、、、、心情心情心情心情？？？？

提問引導



第三段 第四段
• 小松鼠如何發現老虎小松鼠如何發現老虎小松鼠如何發現老虎小松鼠如何發現老虎
遇到困難遇到困難遇到困難遇到困難?

• 小松鼠有何妙計小松鼠有何妙計小松鼠有何妙計小松鼠有何妙計?

？



題目：超級市場購物記超級市場購物記超級市場購物記超級市場購物記

你和家人在假日到超級市場購物，請把
你們購物的情況寫下來。

(字數不得少於100字) 



引入動態段三部曲引入動態段三部曲引入動態段三部曲引入動態段三部曲(故事接龍故事接龍故事接龍故事接龍，，，，師生共作活動段師生共作活動段師生共作活動段師生共作活動段 )

實地觀察指引實地觀察指引實地觀察指引實地觀察指引 (學生搜集資料學生搜集資料學生搜集資料學生搜集資料)

小組交談小組交談小組交談小組交談

師生共作試食區師生共作試食區師生共作試食區師生共作試食區，，，，小組看圖共作其他區域小組看圖共作其他區域小組看圖共作其他區域小組看圖共作其他區域

個人創作個人創作個人創作個人創作



書店還有一個兒童圖書角。那裏擺放的，

都是適合我們小孩子閱讀的圖書。(這個地方這個地方這個地方這個地方

的特點的特點的特點的特點)我們從書架上各自選了本喜歡的圖書，

坐在鋪了地毯的地上，舒舒服服地看書。(到這到這到這到這

個地方的原因個地方的原因個地方的原因個地方的原因)我看的是故事書，弟弟看的是
謎語書，我笑嘻嘻地對弟弟說: 「看完書，我講
故事給你聽，你說謎語給我猜。」弟弟聽了微
笑點點頭。轉眼間，我們已在書店度過了快樂
的一小時，媽媽看見我們不肯走，於是答應讓

我們挑選一本最喜歡的圖書買回家。(個人活動個人活動個人活動個人活動

/與他人互動與他人互動與他人互動與他人互動)

引入動態三部曲引入動態三部曲引入動態三部曲引入動態三部曲



利用框架組織段落

動態段三部曲動態段三部曲動態段三部曲動態段三部曲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那個地方的特點那個地方的特點那個地方的特點那個地方的特點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到那個地方的原因到那個地方的原因到那個地方的原因到那個地方的原因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他人互動及個人互動他人互動及個人互動他人互動及個人互動他人互動及個人互動
＊＊＊＊深刻深刻深刻深刻/有趣有趣有趣有趣
（（（（靈活運用六種行為句靈活運用六種行為句靈活運用六種行為句靈活運用六種行為句））））



接龍創作故事段落
（目的：刺激學生豐富情節）

• 給予首段及第二段的開首部分

• 學生直接舉手，每人一至兩句自由創
作

• 最後加入形容詞豐富內容

段落框架段落框架段落框架段落框架－－－－動態段動態段動態段動態段



書店還有一個小小的兒童圖書館書店還有一個小小的兒童圖書館書店還有一個小小的兒童圖書館書店還有一個小小的兒童圖書館。。。。在
那兒，我看到有適合小朋友的書，例如有
《米奇老鼠》、《憤怒鳥的故事》。我和
弟弟在兒童圖書角閱讀，突然，有個頑皮
的小朋友飛快地衝來把我撞倒了，我憤怒
地/溫柔地對小朋友說:「這裏是書店，不
可以奔跑

師生共作師生共作師生共作師生共作



小組說《蛋糕店》
動態段三部曲動態段三部曲動態段三部曲動態段三部曲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那個地方的特點那個地方的特點那個地方的特點那個地方的特點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到那個地方的原因到那個地方的原因到那個地方的原因到那個地方的原因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他人互動及個人互動他人互動及個人互動他人互動及個人互動他人互動及個人互動
＊＊＊＊深刻深刻深刻深刻////有趣有趣有趣有趣
按需要靈活運用六種行為句按需要靈活運用六種行為句按需要靈活運用六種行為句按需要靈活運用六種行為句



媽媽和弟弟來到蛋糕店的試食區，試
食區有不同種類的食物，有餅乾、糖果、
蛋糕等，拿着紅色汽球的弟弟立即想爬到
桌上拿餅乾吃，媽媽就阻止弟弟拿食物，
因為媽媽怕弟弟會弄跌試食區的食物。

師生共作師生共作師生共作師生共作



寫作前仔細觀察(調查表+影片)



小組交談

交談重點項

目

表現（做得到，

加�）

意見1

意見1原因

回應

補充/意見2

及原因

提問

小組交談的內容�豐富寫作構思

「到超市購物的經驗或趣事」
為題，作小組分享。



以說帶寫

• 以相關情境引入

• 師生共作試食區內容

• 學生小組共同口述其
他活動

超 級市場圖片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以讀文、視訊啟發說話 個人小練筆

以卡通動畫
帶入「生氣」
的情境

豐富內容:
寫出與別人爭吵的事
情和原因

短文
寫作

寫出一次爭吵
的事件

情意：
情緒管理

說話訓練

從朗讀中感悟人

物表情及動態

朗讀訓練

學生為爭吵歸納
原因

觀察人物憤怒時

的表情及動態，

豐富詞彙表達
情境分析 創設對話

課文



以讀文啟發說話



�讓學生歸納出爭吵的常見起因，啟發往後寫作

小練筆



歸納出爭吵的原因有三:

1.誤會
2.積怨
3.心思被踐踏

小組交談

情境對話

爭吵對話卡

位置,



短文寫作:一場爭吵

�輔助學生創作對話內容(人說句)



短文寫作:一場爭吵





以讀文、視訊啟發說話 個人小練筆

關心周遭需要關
懷和幫助的人

掌握書信格式
回應影片中的感受

和啟發

實用文寫作

情意：明白物
輕情重

小組交談

討論要幫助的對象

掌握小組交談
技巧

討論協助的方法

設計海報

撰寫書信，向
校長介紹慈善
活動

課文
視訊1

視訊2





實用文寫作





計畫的成效

同一教材，學生寫作表現有差異

看圖說故事，學生表現有差異



計畫的成效

1. 促進學生說話的機會，投入課堂學習

2. 提升寫作表現2. 提升寫作表現

說寫之餘，會注重「好詞好句」的積累

3. 3. 與單元教學緊密配合，減少額外說話訓練的

時間



反思:

說話是否只是為寫作服務呢？

並不是，同時是思維的訓練！

亦是增加語文感悟的好方法！



建議:

激發說話興趣的重要

從學生的角度出發

語文課不要忽略說和聽的安排

增加說話教學的靈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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