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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常規課堂 常規課堂以外支援

校本課程 課後抽離學習小組

• 調適同級主流教科書
• 粵語教學
• 抽離上課
• P.1-P.6
• 初小階段按學生能力

分組上中文課

• 每星期一節
• 60分鐘
• 按能力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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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電子學習原因

電子
學習

與時
並進

拓寬學
習空間

裝備自
主學習

提升學
習興趣

針對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困難，為非華語學生創設無縫學習
（learning wherever, whenever and whatever）的環境，
讓學生隨時隨地進行學習，並鞏固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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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常用的電子學習資源簡介

應用程式 簡介

1.英漢字典 學生輸入英語詞彙便可搜尋其中文的解
釋及粵語發音，有助解決學生由於詞彙
不足而窒礙寫作的問題。

2.Seesaw 發放及收集訊息的平台，例如﹕課文錄
音、課堂板書記錄、教學簡報……可通
過此平台向學生發放，幫助學生預習、
鞏固課堂所學，發展自學能力；老師可
收集學生多元化的學習表現，例如﹕學
生朗讀課文、說話練習、腦圖……掌握
學生的學習進程，調整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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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常用的電子學習資源簡介

應用程式 簡介

3.Quizlet 以不同的學習遊戲強化學生對詞彙形、
音、義的印象，有助鞏固已學詞語。

4.Quizizz 常用於課堂評估及電子課業設計。

5.Nearpod 增加課堂內師生/生生的互動，常於閱
讀及寫作課的小組討論中應用。

6.Google form 可作即時評估或家課，常應用於課文
內容理解的網上學習。



教學步驟 教學內容 電子學習的應用
課前預習 學生聽聆課文錄

音，記下生字讀
音，並完成預習
工作紙

 Seesaw(課文錄
音)

讀文教學 • 理解課文內容
• 學習詞彙（製

作詞彙腦圖，
口頭造句）

• 朗讀課文
• 做筆記

 Seesaw(課堂筆
記)       

 Seesaw(學生朗
讀錄音)

電子學習實例一﹕ 單元三----- 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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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教學內容 電子學習的應用

課文結構及
寫作手法分析

• 劃分課文結構
• 學習多感官描寫
• 學習比喻句

/

預備寫作 • 教導學生運用多感
官描寫和比喻句寫
作

• 學生做小練筆I
（比喻句）

• 學生做小練筆II
（景點描寫）

 Seesaw(圖片
寫作)       

 運用「英漢
字典」支援
寫作

電子學習實例一﹕ 單元三----- 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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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教學內容 電子學習的應用

寫作 • 規畫景點路線圖
• 學生觀看Spark 

video內的圖片
及片段，寫作遊
記

 Spark video存
放不同景點的
圖片及短片，
學生可在景點
選取想描寫的
景物圖片及片
段。

電子學習實例一﹕ 單元三----- 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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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預期學習成果 評估方法

聆
聽

NLL(2.1)1能理解話語中的主要信息，聽懂內
容的大要，包括事情發生的原因、經過和結
果
能感受說話者流露的感情

課堂提問

閱
讀

NLR(1.1)1能認讀學習和生活上的常用字詞
[有氣無力、搖搖晃晃、拉麵店、自言自語、燒賣、
煎餃、驚訝不已、不禁、渾身發抖、隔壁、瞧、家
電行、冰箱、微波爐、溜走、糟糕、慌慌張張、否
認、四面八方、冷汗直流、趕緊、安撫、顫抖、過
程、身影、落荒而逃、莫名其妙]

NLR (2.1)2能理解閱讀材料的內容
能對閱讀材料中人物的性格、行為提出簡
單的看法
NLR(1.2-2.2)2能有感情地朗讀簡短作品

1.課堂提問
2.朗讀活動
3.課堂字詞
認讀活動
4.閱讀理解
5.詞彙腦圖
（H）

電子學習實例二﹕圖書教學單元規劃

H代表能力較高學生的目標及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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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預期學習成果 評估方法

寫
作

NLW(1.1)2能正確書寫常用字
NLW(2.1)2能根據需要確定內容，內容
大致完整
NLW(2.5)能敘述及寫感受（H）
NLW(1.7-4.7)3能寫出對事物的觀察、
想像和感受 (如創作故事) （H）

1.課業(詞語辨識、
詞語運用、造句)
2.創作故事（繪
本)（H）

說
話

NLS(2.2)1大致能交代事情發生的經過
NLS(2.3)1能順序講述事情發生的原因、
經過及結果，大致有條理（H）
NLS(1.4)2能運用所學詞語表情達意
（H）

1.課堂提問
2.介紹詞彙腦圖
（H）
3.看圖說故事
4.製作發聲電子
書（H）

電子學習實例二﹕圖書教學單元規劃

H代表能力較高學生的目標及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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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教學內容 電子學習的應用

（一）
• 介紹目標
• 理解故事
• 內容大意
• 品德情意
教學

1.介紹目標，讓學生帶
目標學習

2.書名解讀
3.引領思維閱讀，培養

學生邊閱讀邊猜測的
思考能力，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

4.學生朗讀故事，培養
語感

5.進行「我想說說」活
動，介紹自己喜歡的
故事人物或情節

 Seesaw(故事文
本錄音)

 Seesaw(學生朗
讀錄音)

電子學習實例二﹕圖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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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教學內容 電子學習的應用

（二）
字詞學習

1.運用多元化策略協
助學生學習詞彙(如
圖像化、新舊知識連
繫、多感觀等等)

2.通過遊戲，鞏固學
生對詞彙的認識及提
升學習興趣(「超級
無敵大電視」)

 運用Nearpod進行「超級
無敵大電視」活動，評
估學生對字詞形、音、
義的掌握

 運用Quizlet設計電子詞
彙卡及詞彙遊戲，協助
學生鞏固詞彙的學習

 學生運用「英漢字典」
製作詞彙腦圖，再作口
頭應用，加深學生對詞
彙的認識

電子學習實例二﹕圖書教學



13

教學步驟 教學內容 電子學習的應用

(三)
說話教學

1.全班活動：學生排列
圖書中圖畫及複述故事，
讓老師掌握學生看圖說
故事的起步點。
2.全班活動：教導學生
看圖說故事技巧，如要
加入時、地、人、事的
要素，圖畫之間要有連
繫等等。
3.分組活動：學生排圖
後向組員說故事
4.學生個人說故事

 運用Baiboard
（學生在平板電
腦上排列圖畫），
協助進行排圖說
故事活動

電子學習實例二﹕圖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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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教學內容 電子學習的應用

（四）
寫作教學
(仿寫故事)

以讀帶寫
↓

發揮創意
↓

故事結構圖
↓

仿寫故事

1.老師引導學生劃分故事結
構，學生完成故事結構工作
紙

2.構思寫作內容：主角的解
難方法
• 老師以例子作說明，引導

學生想出兩位主角的解難
方法

3.學生製作腦圖
4.老師舉例說明如何運用腦
圖資料寫作段落
5.學生完成繪本寫作工作紙

 學生錄音
（解難方法），
上載Seesaw，老
師可初步了解學
生的想法，在課
堂再作跟進

 運用「英漢
字典」完成
製作解難方
法腦圖

電子學習實例二﹕圖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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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故事結構 簡化故事內容（開端、經過、結果），方便學生仿寫



繪本寫作工作紙

16

工作紙設計原則：
提供扶手（引導問題、部分內容）
循序漸進，逐步放手



繪本寫作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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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設計原則：
提供扶手（引導問題、部分內容）
循序漸進，逐步放手



繪本寫作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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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
NLW(1.7-4.7)3
能寫出對事物的觀察、想像和感受 (如創作故事)

工作紙設計原則：
提供扶手（引導問題、部分內容）
循序漸進，逐步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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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 電子學習的應用

（五）
製作電子書

協助學生提
升口語表達
的能力

1.教導學生如何使用Draw 
and Tell HD

2.教導學生如何由書面語
轉口語

3.師生就學生的Seesaw錄
音回饋，協助學生改善說
故事的表現

4.學生就回饋再說故事

5.學生運用Draw and 
Tell HD 製作電子書

 學生錄音（說
故事），上載
Seesaw，讓老
師掌握學生的
學習進程，從
而協助學生改
善學習表現

 運用Draw and 
Tell HD製作電
子書，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及
自我效能感

電子學習實例二﹕圖書教學



經驗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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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解決學習困難

‧讓學生更積極參與課堂學習活動

‧增加生生互動，互相學習，互相鞭策

‧幫助老師掌握學生的學習進程，作出跟進措施

‧更能善用課時

‧充足的課前預備

-學習如何製作及運用應用程式

-設計電子學習活動

‧須預留課時教導學生運用電子應用程

式及讓學生有充足的試用機會

‧支援家中缺乏電腦設備的學生



擬訂清晰的電子學習規劃及目標

電子學習如何配合中文學習

選取合適的電子應用程式

加強家校的溝通及協作

為學生創設成功學習經歷

預備後備支援方案

推行電子學習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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