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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學習中文對非華語學生而言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漢字無論是字形、聲

調、語彙、量詞和語序，與他們的母語也有很大差異，學生在學習上困難

重重。坊間教材對初學中文的非華語學生來說亦有局限，教材的內容與非

華語學生的日常生活及文化頗有差距，而初小階段的教科書多以童詩、兒

歌作教材，篇幅簡短精煉，對於中文起步點低的非華語學生，亦較難理解

及掌握。語言的障礙及不適切的教材，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造成重重障

礙，更遑論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美國語言學家 Krashen 指出「易讓學生理解的輸入」有助第二語言的習得，

他認為學習者需要大量接觸有趣而又有關聯性的專案，並通過語境情境去理

解含義，這樣寓於語言中的句子結構和語法規則就自然而然地學會了（郭玲，

2011）。圖畫書既有文字，亦有圖畫，而且「圖」與「文」相互陪襯，相互

詮釋，加上圖書提供故事情境，在閱讀文字的過程中，非華語學生可以利用

他們從圖畫中所搜集的訊息來理解故事，所以圖畫書可以說是 Krashen 所指

的「易讓學生理解的輸入」。本文闡述的圖書教學，就是指運用圖畫書作學

習中文的材料。然而，選什麼書及如何教，均為要深思熟慮的課題。 

 

本個案旨在介紹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如何在初小運用圖書教學，提升非華語

學生的語文能力及學習興趣的經驗。 

 

選書選書選書選書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進行圖書教學的第一步，必然是要選取適合的圖書。不同階段的兒童，其認

知與智力發展、語言發展、情緒、人格與社會發展各有不同（見下表），在

閱讀的喜好及需求上亦有區別，教師可參考兒童發展特徵選取圖書。對初接

觸中文的非華語學生而言，閱讀材料以簡易、詞彙少而貼近生活者為佳。當

字詞有了一定的積儲之後，可以逐漸增加閱讀量、拓寬閱讀面。選取閱讀材

料要因應學生的識字量，遣辭用字相對簡單，但內容要配合學生的心智發展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8）。一般而言，只要內容主題正確，使用的文字

簡單易明，敘述流暢，插圖風格明朗，內容有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語文

元素豐富，能夠幫助學生學習詞彙、句式，便是一本合適的圖書（見下表）。 

 

6-8歲兒童發展特徵（林敏宜，2000）： 

發展領域 發展特徵 選書建議 

認知與智力

發展 

� 專注力增加 

� 能分辨真實與想像的世界 

� 通過直接經驗學習 

� 對自我世界仍感興趣，但

對更大範圍的事物感到好

奇，仍以自我觀點看世界 

� 有完整內容的短篇或長篇故事 

� 幻想故事 

� 運用知識來拓展經驗 

� 需要各式各樣的書，尤其是描述外

在世界的書 

語言發展 � 語言能力持續發展，說、

讀、寫能力增加 

� 適合朗讀及說故事的圖書 

情緒、人格與

社會發展 

� 努力完成大人的期望 

� 開始發展對別人的關懷和

了解 

� 正義感增強 

� 繼續追求獨立性及主動性 

� 需要家的溫暖與安全 

� 發展友伴關係 

� 能預測的故事以提供成功的閱讀經

驗 

� 有關愛人、同理及推己及人的圖書 

� 提供討論是非對錯的圖書 

� 有關自我選擇、責任感及成功冒險的

圖書 

� 描述各種家庭生活的圖書 

� 描述朋友間互動的圖書 

 

教師根據上述的選書原則，配合小二學生的心智發展，為小二的圖書教學單

元選取了一本有趣的圖書──《超神奇糖果鋪》。故事是講述主角小豬吃了超

神奇糖果後發生一連串既有趣又驚險的故事，這本圖畫書，故事性強，文字

簡單易明，插圖風格明朗，內容既貼近學生的生活，又有很多可預測的部分，

非常適合初小的非華語學生閱讀。 

 

非華語學生圖書教學的設計理念非華語學生圖書教學的設計理念非華語學生圖書教學的設計理念非華語學生圖書教學的設計理念 

 

非華語學生日常生活較少接觸中文，令他們難以積累心理詞彙，由於中文與

他們的母語也有很大差異，所以他們的學習書面字詞時往往出現積累少、易

遺忘的情況，這些都是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難點。因此，我們宜針對非華

語學生的學習需要及結合第二語言學習的元素，設計圖書教學。有關非華語

學生圖書教學的設計理念及策略，詳見下表： 

 



設計理念 策略 解說 

（（（（一一一一））））先聽說後閱讀先聽說後閱讀先聽說後閱讀先聽說後閱讀 

 

非華語學生的母語不是中文，因此，在中

文課堂上宜先從培養聽說能力開始（香港

課程發展議會，2008）。縱使圖書故事非

常有趣，但若要初小的非華語學生通過閱

讀去理解故事內容是一件非常困難的

事，此舉亦會令非華語學生害怕閱讀中文

圖書。因此，在進行圖書教學時，教師會

通過說故事及請學生預測故事，協助學生

理解故事的發展，從而培養非華語學生聽

說的能力及看圖書的興趣。 

書名解讀 � 教師通過朗讀書名，請學生

觀看封面及封底，鼓勵學生

與自身的經驗做連結，從而

推測書名所蘊含的故事內

容。通過觀察圖畫及結合生

活經驗，為非華語學生提供

了很多說話的素材。 

引領思維閱讀 � 通過觀察圖畫及聆聽故

事，整合信息進行猜測，發

展學生的推論能力，亦能培

養學生專心聆聽的態度及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複述故事 � 輔以圖畫協助，學生複述故

事。 

我想說說 � 協助學生將故事主角發生

的事件與自己的生活做連

結，並鼓勵學生表達自己對

故事的感受和想法，學生可

以圖畫輔助說明感受。 

（（（（二二二二））））浸入式浸入式浸入式浸入式（（（（immersion））））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研究指出語言能力與輸入有關，非華語學

生在課後接續中文的機會不多，他們多只

能在課堂聽到中文，如果中文課堂能聽到

中文的機會不多，自然會影響輸出的表

現。老師若常使用英語輔助教學，這樣只

會養成學生的依賴性，學生可以用英語表

達，那就不需要運用中文了。學者泰柏認

為在雙語學校，兩種語言不能混雜，學生

在沒有翻譯的環境裏成長和學習比較理

想（Tabors，2002）。所以要培養非華語學

生的中文能力，必須避免課堂語言混雜現

象。很多學者指出要學好第二語言，宜採

用浸入式（immersion）教學。浸入式指直

接以第二語言作為教學語言，給學生提供

大量的第二語言環境，讓學生在使用的過

程中掌握第二語言。 

 

浸入式教學 

 

非華語學生的圖書教學亦需要

俱備浸入式教學的元素，浸入

型教師可以採取以下的教學策

略（關之英，2012）： 

� 提供大量的環境支援

（如，使用身體語言──大

量的手勢、表情和動作）。 

� 了解學生的已有知識，將

學生不熟悉的東西和熟悉

的東西聯繫起來，將他們

知道的和不知道的聯繫起

來。將新的內容直接而明

確地與學生目前的知識和

理解力連在一起。 

� 大量使用圖片和直觀教具

講解課程內容。 

� 提供親身體驗的活動，讓

學生發揮所有感官的功能

學習。 



� 大量使用重複、歸納和重

述，確保學生明白教師的

指示。 

（（（（三三三三））））多聽多讀多聽多讀多聽多讀多聽多讀 

 

第二語言學習通常可分三個階段，初學中

文的非華語生處於沉默積累階段，教師應

讓學生多聽多讀，讓他們汲取第二語言的

詞彙，積累第二語言的語感（香港課程發

展議會，2008）。通過聆聽故事及教師朗

讀故事後，學生汲取了很多中文詞彙，所

以他們在進入閱讀故事文本的階段時就

不會有太大的困難。而通過大量朗讀，亦

能讓學生積累詞彙及語感。 

朗讀故事 � 教師朗讀故事內容，並展示

插圖，通過這個先「聽」後

「看」的過程培養學生專注

聆聽能力和想像力。 

� 通過多元化朗讀活動，檢視

學生對內容的理解及字詞

讀音的掌握，並培養學生語

感。 

（（（（四四四四））））引發學習興趣及提升自我效能感引發學習興趣及提升自我效能感引發學習興趣及提升自我效能感引發學習興趣及提升自我效能感 

 

不同的學者都指出學習動機與學習第二

語言有密切的關係。學習動機是影響第二

語言或外語學習的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動機和學習之間的因果關係，

是典型循環而非單向的，學習者從最初學

習所得到的滿足感將很有可能發展成想

學習更多的動機 （Gagne，1997）。對於

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非華語學生來

說，他們的學習動機之強弱，對他們學習

中文之表現更為明顯 （羅嘉怡、謝錫金，

2012）。因此，要協助非華語學生學好中

文，教學活動的設計宜引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及提升自我效能感。 

趣味 

學詞彙 

� 多感官學習詞彙（圖像化、

配合聲音、肢體動作學習詞

彙）。 

� 語文遊戲（配對、超級無敵

大電視、砌字、猜謎語等

等） 。  

問答比賽 � 通過提問及比賽，評估學生

對內容的理解及引發興趣。 

角色扮演 � 通過角色扮演，加深學生對

角色和情節的理解。 

故事大使 � 安排學生成為故事大使，為

學生創設成功學習經歷，提

升他們的自我效能感。 

（（（（五五五五））））授之以漁授之以漁授之以漁授之以漁，，，，讓學生掌握學習策略讓學生掌握學習策略讓學生掌握學習策略讓學生掌握學習策略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困難重重，要支援他

們學習中文，必需教授學生學習的策略，

令他們學會學習。對於非華語學生而言，

視覺化的教學策略有助學生學習，因此我

們選取教導學生網狀圖示法。網狀圖示法

（webbing）是一種運用思考組織學習內

容的認知策略，當中包括故事圖（story 

maps）、概念圖（concept maps）、架構圖

網狀圖示法 � 教師運用故事圖，引導學生

歸納故事要素的內容，一方

面評估學生對內容的理

解，另一方面亦可配合延伸

的說話及寫作活動，提供框

架，讓學生構思說話及寫作

內容。 

� 學生參與建構詞語概念

圖，加深印象。 



（diagrams）等。網狀圖示法是將訊息組

織為有意義且符合邏輯的順序，以視角化

多樣性結構呈現出來，因此有利於學習及

記憶（林敏宜，2000）。配合圖書教學，

我們教導學生畫故事圖及建構詞彙腦

圖，協助學生養成運用網狀圖示法學習中

文的習慣。 

 

成效與成效與成效與成效與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 從學校的經驗，我們總結出在初小推行圖書教學是有助非華語學生學習

中文。在圖書教學的課堂，我們為學生佈置大量的聽說及閱讀活動，通

過聽說活動為學生積累心理詞彙，為學生的口語表達建立基礎；通過圖

書的閱讀，亦為學生積累很多書面語詞彙，為學生日後的閱讀及寫作積

累語彙。此外，較之恆常的閱讀課堂，學生在有故事情境及插圖的輔助

下，再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學生的說話內容較以往豐富，亦敢於表達

自己的想法，提升他們運用中文的信心，所以他們就更積極投入參與課

堂的學習活動。 

 

� 要通過圖書教學，成功提升非華語學生的語文能力及學習興趣，充足的

課時是必需具備的要素。非華語學生是需要配合小步子的步伐學習中文，

所以若學校在校本課程中安排圖書教學，便需要提供足夠的時間讓學生

學習、積累及鞏固新知識。若我們礙於要追趕進度，教學步伐未能配合

學生的學習進程，只會枉費圖書教學的預備工作，令圖書教學徒勞無功。 

 

� 閱讀是學習語文是主要鑰匙，故培養非華語學生閱讀中文的興趣對他們

日後的語文學習尤其重要。在初小階段推行圖書教學，讓非華語學生喜

歡閱讀中文圖畫書只是第一步，如何讓非華語學生逐步從閱讀圖畫書到

文字書，長遠的規劃是必須的，學校需考慮圖書教學在校本課程的定位

及如何配合整個小學階段的校本課程目標。 

 

� 進行圖書教學的準備工作較使用教科書為多，有時亦會遇上不少困難，

如心儀的圖書已停止出版，坊間的書本數量又不足，結果要重新選書。

此外，圖書不會像教科書般提供基本的教學設計供教師修訂，所以從規

劃到教學及評估設計，以至製作教具，教師都必須親力親為，工作量龐

大。學校如欲發展圖書教學，宜安排人手，成立籌劃小組。配合充足的



人力資源，為推行圖書教學營造有利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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