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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範疇範疇範疇：：：：閱讀與寫作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自主學習與初小讀寫課堂的學與教策略（小二、小三）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曹美玲女士（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戴顯政老師、莊麗薇老師（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吳曉丹老師、何雪清老師（保良局志豪小學） 

 

一一一一、、、、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近年學校積極推行「自主學習」，有的從學習動機著手，有的從

時間管理著手，也有的著重培養學生預習、摘錄筆記及反思的習慣。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及保良局志豪小學發展「自主學習」已有一段時

間，這兩年，初小中文科教師更積極從科本層面探究有效的學與教策

略，期望能進一步提升學生語文及「自主學習」的能力。 

 

二二二二、、、、「「「「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與初小讀寫教學與初小讀寫教學與初小讀寫教學與初小讀寫教學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香港

課程發展議會，2014，「詞彙釋義」頁 1） 指出： 

「自主學習」為一籃子的概念，包括自我調整學習、自學

及獨立學習等。「自主學習」大致上包括以下的特點和能力：學

習者的控制及自我管理、學習者的反思、個人自主（Autonomy）

的環境，及自學的誘因和傾向（Tendency of self-learning）……

通過建立能力、意識及動機，促進學生學習的自主性。 

Schunk與 Zimmerman（1994）；引自龐維國（2005）整理了「自

主學習」的研究框架，將不同的觀點整合如下表： 

科學的問題科學的問題科學的問題科學的問題 心理學角度心理學角度心理學角度心理學角度 任務條件任務條件任務條件任務條件 自主的實質自主的實質自主的實質自主的實質 自主的歷程自主的歷程自主的歷程自主的歷程 

為什麼學？  動機 選擇參與 內在的或自我激

發 

自我目標、自

我效能、價值

觀、歸因等 

如何學？  方法 選擇方法 有計畫的或自動

化的 

策略使用、放

鬆等 

何時學？ 

 

時間 控制時限 定時而有效 時間計畫和

管理 

學什麼？ 學習結果 控制學習

結果 

對學習結果的自

我意識 

自我監控、自

我判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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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意志態

度等 

在哪裡學？ 

 

環境 控制物質

環境 

對物質環境的敏

感和隨機應變 

選擇、組織學

習環境 

和誰一起

學？  

社會性 控制社會

環境 

對社會環境的敏

感以及隨機應變 

選擇榜樣、尋

求幫助 

簡單來說，學習者需要主動地計畫學習目標及過程，選擇和運用

合適的策略，學習過程中也要調控個人的感受、行為和學習環境。故

此，推行「自主學習」可以牽涉三個發展方向：知識與策略、後設認

知的思維發展及學習動機、情緒控制等情意發展。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香港

課程發展議會，2014）提出：「自我管理能力與協作能力是『自主學

習』的重要元素。……學校應著意培養學生自律和自我管理的習慣。」 

近年，部分學校在推行「自主學習」時，會從指導學生定目標，

定計畫，進行時間管理、自我檢討和反思著手。然而，在自我指導的

過程中，學習者必須學會具體的學習策略以幫助自我學習。因此，教

師要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便要確定三個重要的目標：一、讓學生

掌握大量的學習策略；二、讓學生掌握在何時、何地以及為何使用學

習策略；三、激發學生使用學習策略的動機（李欣蓉，2007）。 

Mayer（1987）認為小學生必須經過明確的指導才會具備使用學

習策略的知識和能力，故如能在初小階段開始系統地指導學生學習策

略，必有助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並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打好基礎。 

「記遊」及「記事」是初小閱讀與寫作的主要範疇，兩所分享學

校的教師在此範疇的學與教策略方面作了一些嘗試，期望讓學生能掌

握適用的、有效的學習策略，並懂得在何時、何地，以及為何使用這

些學習策略，使學生能從「自主學習」的「觀察階段」，發展至「模

仿階段」。 

 

 

 

三三三三、、、、初小閱讀與寫作的學與教策略初小閱讀與寫作的學與教策略初小閱讀與寫作的學與教策略初小閱讀與寫作的學與教策略 

現簡介學校使用的閱讀與寫作的學與教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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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策略 � 根據讀到的訊息（題目、插圖）推測篇章接下來可能要

說些什麼，或是根據背景知識推測篇章可能的內容發

展。閱讀者先產生想法，再繼續閱讀下去，然後再不斷

地對原本的想法進行修正或保留原本的想法。學生能在

閱讀中證實自己的預測而有成就感，從而提升閱讀興趣。 

� 「引領思維閱讀法」：此策略包含三個步驟，分別是預

測、細讀和查驗，強調閱讀是一種思考活動，這三個步

驟在整個閱讀文本的過程中不斷迴圈，直至閱讀完整篇

文章。 

關鍵字策

略 

以往，我們多以關鍵字協助學生找出篇章中的重要訊息。本

年度，我們嘗試結合「預測策略」，善用關鍵字協助學生推測

課文內容。期望透過重複應用，培養學生以關鍵字理解課文，

並培養學生以關鍵字構思寫作內容的能力。 

自我提問

策略 

「自我提問」是閱讀者對閱讀材料提出問題並嘗試回答的歷

程，最終目的在於掌握篇章意義，從篇章中獲取訊息。學生

持續審查自己的理解程度，以求融會貫通。我們以學生熟悉

的「四何」開始，在閱讀的過程中，學生會不時問自己：「我

學到了甚麼？何時？何地？何人？何事？」。稍後，我們會逐

步加上「為何」、「如何」，協助學生注意篇章重要訊息。 

結構策略 讓學生透過組織篇章架構，瞭解篇章文意脈絡，進而理解作

者的思考脈絡，以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二、三年級學生日常接觸的記敘文以「總─分」結構為主，

學生掌握從時間推展、地點轉移及事件發展瞭解篇章架構的

方法，進而運用結構策略於寫作中，以構思寫作內容及組織

文章結構。 

圖像策略 以列表方法總結篇章大意，有助學生把握篇章的要旨，突出

篇章中的重要元素、梳理脈絡和深化記憶。 

教師從講解和示範開始，並設計促進學生運用策略的活動，提供

足夠的輔助，給予具體的回饋，期望協助學生從「觀察階段」，發展

至「模仿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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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大致如下： 

教學流程及策略 「自主學習」

元素 

 

 

 

 

 

 

 

閱讀 

 

 

 

 

 

 

 

 

 

寫作 

 

 

 

 

 

 

 

 

從題目、插圖推測課文內容 

（連結經驗） 

↓ 

 關鍵字串故事（從關鍵字推測課文內容） 

↓ 

分段理解內容 

（「引領思維閱讀法」、「自我提問」或印證

推測等） 

↓ 

 以關鍵字概括內容大意及歸納段意  

↓ 

 歸納主旨  

↓ 

 結構分析：概念圖（記敘文圖式） 

↓ 

範文閱讀（關鍵字推測內容→範文欣賞

→分析篇章圖式及寫作手法） 

↓ 

 審題（決定篇章結構及組織方法） 

↓ 

 關鍵字構思寫作內容  

↓ 

 寫作  

↓ 

 互評及自評  

↓ 

 寫作評講  

 

 

� 運用策略 

 

� 後設認知 

 

� 情意（欣賞

及鼓勵） 

 

四四四四、、、、成效與反思成效與反思成效與反思成效與反思 

1. 讓學生掌握大量的學習策略讓學生掌握大量的學習策略讓學生掌握大量的學習策略讓學生掌握大量的學習策略：：：：以往我們都會配合課文的靈活運用

不同的閱讀策略，例如「預測策略」、「圖像策略」、「結構策略」

等，都是我們較常用的。現在我們再嘗試結合「自我提問策略」

和「關鍵字策略」，並且在讀寫課堂上不斷重複使用，讓學生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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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掌握更多合適而有效的學習策略。 

2. 讓學生掌握何時讓學生掌握何時讓學生掌握何時讓學生掌握何時、、、、何地以及為何使用學習策略何地以及為何使用學習策略何地以及為何使用學習策略何地以及為何使用學習策略：：：：「自主學習」的發

展可分為四個階段，初小學生正處於最初的「觀察階段」，故教師

必須多講解和示範。在二年級時，我們開始在閱讀課中講解和示

範運用「預測策略」、「圖像策略」和「結構策略」；在三年級，我

們加入「自我提問策略」和「關鍵字策略」，並且特意系統地安排

運用各種策略的步驟，期望在固定的情景及不斷重複的情形下，

讓學生掌握何時、何地以及為何使用各種學習策略。教師設計促

進學生運用各種語文能力的活動，提供足夠的輔助，並給予具體

的回饋，能協助學生順利過渡至「模仿階段」。 

3. 激發學生使用學習策略的動機激發學生使用學習策略的動機激發學生使用學習策略的動機激發學生使用學習策略的動機：：：：提高自我效能最可靠的方法，就

是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反復體驗成功。我們看見學生在課堂上

能運用關鍵字說出故事內容，看見他們印證預測正確時的喜悅，

也看見他們能運用「結構策略」組織寫作內容，加上教師的鼓勵

與讚賞，學生都投入課堂活動，並積極使用不同策略於學習過程

中。 

4. 提升讀寫及思維能力提升讀寫及思維能力提升讀寫及思維能力提升讀寫及思維能力：：：：語文教學重視「讀寫結合」，因為閱讀和寫

作之間在內容、形式、思想等多個方面都有緊密的聯繫。對寫作

來說，閱讀課文就是一種語言範型，但要做到能力的遷移，卻存

在一定的困難。這次我們嘗試運用思維策略加強兩者的聯繫，使

學生能順利地將閱讀的經驗概括類化，並遷移到寫作中。 

在閱讀課堂上，我們看見學生運用「預測策略」、「關鍵字策

略」及「自我提問策略」瞭解事情發展；運用「結構策略」、「圖

像策略」梳理脈絡，把握要旨，並分析篇章組織，在培養學生閱

讀能力的同時，也建構了學生「記遊」及「記事」的圖式。在寫

作課上，我們提供學生運用策略的機會，他們以關鍵字構思寫作

內容，以「總─分」結構組織篇章，並從時間的推展、地點的轉移

及事件的發展等角度構思文章內容。我們樂見不同能力的學生都

能選取合適的寫作素材，文章結構完整。教師認同學生的讀寫及

思維能力皆有提升。 

5. 因應學生發展調整教學策略因應學生發展調整教學策略因應學生發展調整教學策略因應學生發展調整教學策略：：：：系統的教學步驟能鞏固學生運用策

略的能力，但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運用關鍵字推測課文內容（是

我們已預計會發生的問題），對於有預習習慣或能力較高的學生，

教師第二次使用此策略時，他們已能完完整整地說出課文內容，

需再作預測；然而對於能力稍遜的學生，就算多次運用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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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仍能激發他們思考，提升學習興趣。故我們靈活調整安排，或

多邀請平日不預習或能力稍遜的學生作答，或當作培養能力較高

學生的說話訓練，或只用於學生未閱讀過的篇章，甚或在後期部

分班別取消此步驟，教師因應學生發展彈性處理策略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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