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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近年以「高動機、高參與、高效能」為關注事項，期望學生成為主動

的學習者。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2017) 提及「最有效

的教學，是以學生為學習的主角，在課堂及其他學習場合，要讓學生自己主動經歷、積極參

與活動」，簡言之，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角，積極參與課堂活動是高效課堂的關鍵。 

 

第一學習階段正是為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習慣，為日後的學習打好基礎的黃金時間，因

此，我們通過優化小一、小二的學與教策略，營造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課堂環境。 

 

1. 自主學習的關鍵 

自主學習指學習者主動地計劃、選擇和運用策略、調控個人的感受、行為和環境，以期

有效地達到所設定的目標 (Perry, 1998)。趙志成（2015）提及自主學習的要項為：建立學習習

慣及態度；培育認知學習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及行為；培養對追求知識的學習慾望。 

 

我們以「TSAE」框架──工作（Task）、支援（Support）、自主（Autonomy）、評估

（Evaluation）（Perry, 1998； Lau, 2013），通過課前預習、課堂學習活動及多元化的評估，促

進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協助小一及小二學生建構語文自學能力，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和興

趣，營造有利學生發展自主學習能力的課堂環境，從而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角。 

 

「TSAE」框架與課堂實踐 

項目 要點 單元六：「溫馨校園」 

教學活動/任務舉隅 

Task  

工作 

 策略教學 

 有趣、生活化的教

材以引發學習動機 

 圖書引入 

 師生共讀《勇敢的小獅王》中的 <小熊過

生日>，通過閱讀與單元主題──「關

愛」相關的圖書，讓學生更投入課堂情境 

 運用引領思維策略激活課堂討論、引發想

像，並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 

 鼓勵學生進一步閱讀與主題相關的圖書，

以準備單元完結前作圖書分享 

 自學工作紙 

 教授及示範找關鍵字、畫腦圖等策略 

 鼓勵學生從不同途徑搜集資料 

Support  

支援 

 教師輔助 

 同儕支持、協作以

 自擬題目 

 教師作為學習的促進者，引導學生透過默



建構知識 

 循序漸進的教學設

計 

讀、瀏覽題目、關鍵詞等策略，初步掌握

〈洪伯伯〉一文的文意後，探究自己和同

學的學習難點，自行擬定問題及答案 

 學生在課堂上先分組討論，再進行比賽，

以評估自己與同學對課文的理解程度 

 教師鼓勵學生按設計的問題繼續深究或追

問同學以釐清內容，與同儕共同建構知識

(如：洪伯伯跟同學們的關係是怎樣的？

何以見得？為什麼洪伯伯跟同學們的關係

很好？)  

 背誦改寫 

 教師分析後，全班學生分組背誦〈洪伯

伯〉第三段。各組須依照內容設計動作，

並以恰當的發音、語速、聲量表演背誦 

 本單元的改寫重點是中心句、例子及感

受，教師示範改寫後，小組按不同主題合

作改寫，最後，個別學生自行選擇主題進

行改寫，並與組員分享成果及互評 

Autonomy 自

主 

 學生參與 

 具彈性、具挑戰性

的任務 

 

 圍圈傳閱比賽 

 學生在課前設定目標，自行決定要搜集的

字詞數量，活動結束後，根據實際學習到

的字詞量檢討並修訂目標 

 本單元以動詞和名詞搭配的詞語為主題，

學生在課前將搜集到的詞語寫在自學本

上，課堂上先與同組同學分享自學成果，

再進行分組比賽 

 話劇學詞語 

 學生於課前查找詞語的意思、初步構思

話劇內容及對白，在課上先與組員分組

討論，議定話劇的內容及對白後依次在

全班面前演繹，第一組完成話劇後，第

二組負責猜詞語。過程中，每一位同學

均有參與及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 

 學生須用心規劃內容、投入角色扮演，

與組員充分合作以面對挑戰 

Evaluation 評

估 

 對應教學目標及進

程 

 評估準則簡明清晰 

 多方參與(學生自

評、教師評、同儕

互評、家長評) 

 

 教師為不同的課堂活動設計不同的評估活動，

除教師評外，還包括學生自評、同儕互評、家

長評 

 以背誦改寫為例，評估分為小組背誦評分及個

人改寫評分兩方面。教師在進行活動或佈置任

務前清晰展示評估準則，讓學生了解學習的要

求，讓學生帶目的地學習，並促進自我評估或

同儕評估的效能 

 小組背誦(同儕互評)評分標準： 



  合作 

  聲音響亮 

  發音準確 

  句子通順流暢 

  語氣恰當、有感情、有動作配合 

 個人改寫(自評、同儕互評、教師評)評分

標準: 

  中心句(對應教學目標) 

  恰當的例子(對應教學目標) 

  感受(對應教學目標) 

  句子通順流暢 

 

成效及反思   

初小是自主學習的起始階段，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策略、態度和習慣並非朝夕可成，

要建基於學生的成長需要，加入相應的課程元素才能見效。故此，學校課程的統整及配合、

教師悉心的教導及支援、家長關懷照顧，缺一不可。 

 

課程層面 

單元組織：課程的規劃方面，我們先針對單元的組織：通過建立課堂活動常規，讓學生

在課前、課中、課後更主動學習，以建立自主學習的習慣、態度和能力。在設計任務(Tasks)

時，更關注不同學習範疇的互通遷移，提供學習機會，讓學生主導學習。如課前以片段、自

學工作紙帶動學習；課中以「自擬題目」、「話劇學詞語」、「背誦改寫」、「圍圈傳閱比

賽」等活動提供鷹架學習。學生循序漸進掌握單元重點，投入課堂活動，最後以說話、寫作

延伸學習，提供遷移轉化的機會。 

 

評估促進學習：為了加強課程與評估的結合，我們透過多元、持續的評估，既幫助教師

聚焦學習目標、適時檢討成效，也讓學生更了解學習目標及學習進程。我們通過引入自評、

互評的常規，因應不同的學習重點，或擬訂簡明清晰的準則、或擬訂鼓勵欣賞為主的互評，

為學生初步建立反思自己學習表現的習慣，也鼓勵學生力求進步。學生透過「自擬題目」、

「圍圈傳閱比賽」、「話劇學詞語」、「背誦改寫」等課堂活動，逐步掌握自評、互評的準

則，態度認真。 

 

因應學校的家課政策，小一、小二每天只佈置一樣家課，在重質不重量的前提下，如何

設計延伸課業以促進學生的學習，讓學生產生對學習的自覺，在課後自發地作鞏固、延伸學

習則為日後深化協作的重點項目。此外，除了課堂內師生、生生的協作外，我們希望通過家

長評、家長觀課等策略，帶動家長與子女之間的互動，讓家長成為學生、教師、學校的伙

伴。 

 

課堂內外：積學儲寶是提升學生語文素養的不二法門，因此，語文學習不限於課堂當

中。我們在日常的教學内容外，滲入了詩歌教學，並通過獎勵計劃，如「福附奇妙卡」，



「文學大使遊戲」等鼓勵同學在餘暇多背誦不同的詩歌。課程以外，我們透過「圖書引入」

及圖書分享提升學生的閲讀量、擴闊學生的閱讀面；為了讓學生的學習與生活接軌，讓學生

有更多展示學習成果的舞台，進一步推動學習的主動性，更安排學生在早會及午會向全校師

生作圖書分享，聯結課內與課外的學習，全方位搭建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舞台。 

 

教學層面 

專業成長：為了鼓勵學生投入學習活動，達至高度參與，我們致力建立尊重的學習環

境，以營造自主學習的氣氛。過程中發現即使有完善的規劃，如何貫徹執行課堂常規、如何

鼓勵學生嘗試及活用不同的學習策略也大有學問。科主任身先士卒試行各項教學策略，為同

儕的專業成長提供討論的平台。通過共同備課、同儕觀課、議課，我們才能共同設計、評

估、優化課堂活動和教學任務。例如通過教學實踐，我們探討了運用思、討、享策略外，如

何加入適量的競賽元素增添學習趣味，於是，我們嘗試以小組遊戲競賽法推動學生學習。不

同的學習活動及任務(包括課堂分組活動、個人説話及寫作)均先探討基本理念，然後籌劃實

行方法及策略，並在議課中總結經驗，找出切合校情、生情的教學常規。教學效能得以提

升，教師的專業成長是其中的關鍵。如何傳承經驗、發展校本課程領導實為科組下一發展階

段的重點。 

 

學生層面 

積極參與：通過佈置多元的教學任務，不同專長的學生均有參與的機會。以「自擬題

目」為例，學生透過課前預習，課上與同學互動交流、合作、協商，共同達成學習目標，分

享學習成果。過程中，每一位學生都有發表言論及回應同學發言的機會，在互相補足、互相

砥礪下，不論是能力稍遜的學生或較高能力的學生均有進步。 

 

樂於學習：我們認同學生對學習產生興趣，才會有可能自覺、主動地學習。經過兩年教

學範式的轉變，學生多了參與的機會，形成了以學生為主導的課堂。學生更主動、投入參與

中文課堂的活動。以「話劇學詞語」活動為例，教師嘗試將戲劇元素融入學習，旨以啟發學

生的思考、發揮學生的創造力。學生既經歷了帶個人創意的演出，亦同時訓練了學生在説、

讀與寫方面的能力。以「圍圈傳閱比賽」為例，每個成員都明白小組的成功有賴每一位成員

的個別學習成果 (Johnson & Johnson, 1999; Slavin, 1995) ，因此，大家都願意盡自己的責任在課

前認真學習、預備，並且互相幫助、互相激勵以肯定各人都能默記學習材料，再快而準地在

黑板上展示學習的成果，以提高小組的成績。 

 

善於溝通、勇於表達：在多元的學習活動中，每一位學生在課堂上均有表現、說話的機

會。學生在與同儕的幫助和互動中學習，以已有知識為基礎，樂於主動探索，敢於表達個人

見解。學生除了溝通，表達能力得以提升外，運用普通話的機會也大大增加，語言面貌明顯

改善，也可以更流暢、更自信地展現個人心中的想法。 

 

反思與展望 



是次分享會上，福建中學附屬學校的教師將透過課堂片段及學生課業，分享如何透過課

前預習、課堂學習活動及多元化的評估，促進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協助小一及小二學生建

構語文自學能力，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和興趣，從而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角。我們期望學生

不僅能與同儕共同進步，更能把知識和思考方式帶到課堂以外，增強與別人溝通、交流以及

討論的能力，從整體上提高學習能力。 

 

在第一學習階段的開展初見成效，正是反思如何深化、延續的時機。進入第二學習階

段，學生的認知發展、語文能力都有所不同，學習活動以至學習常規，都要作出相應的變

化。我們希望與與會教師一起交流如何因應學生學習多樣性，持續優化課程，設計適切、多

元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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