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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非華語學生由於母語與中文有很大差異，加上家庭在學習中文方面的支援不足，使學生

在學習上往往出現困難。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需要以小步子方式學習，也需配合多元化的

學習活動，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不斷重溫及應用所學，他們才可學得穩固。惜中文

的課時有限，若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只局限於中文課堂內發生，要學生學得穩固，拾級而

上，這對老師及非華語學生都是一大挑戰。 

針對上述的情況，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嘗試在教學中加入電子學習及培養學生自學能力的元

素，裝備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學校教導學生運用不同的電子應用程式學習，為學生提供學

習及分享的平台，以期為學生創設一個無縫學習的環境，讓學生隨時隨地進行學習，並鞏固

學習成果，促進獨立學習，提升語文學習的成效及學生的學習興趣。 

 

電子學習的應用 

「隨着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在學與教過程中運用電子學習資源已是全球教育的趨勢，

加上移動學習漸趨普及，語文的學與教方式可更靈活。教師可善用不同的學習平台、應用程

式或網上資源等，配合適當的教學策略，讓學生隨時隨地進行學習，並可按個人興趣及學習

進度，獲取知識、分享心得或鞏固學習成果，促進獨立、自主學習，提升語文學習的成效」

（課程發展議會，2017，頁 6）。本個案嘗試運用電子學習資源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為

非華語學生創設無縫學習的環境，擴充學習時間。所謂無縫學習，可以說是因應學習者的需

要，隨時隨地隨進行學習（learning wherever, whenever and whatever）」(Chan 等人，2006)。學

校嘗試將無縫學習的概念應用在教學現場及課後學習，以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培養學

生的自學能力及態度，從而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成效及興趣。以下是寶安商會溫浩根

小學在初小階段運用電子學習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概況，詳細內容將於分享會當日介紹。 

範疇 級別 應用程式簡介 用途 應用及效能 

閱讀 

說話 

小三 Seesaw 是一個電子學習

歷程檔，教師和學生均

可上載圖片、短片、聲

音及檔案和別人分享。

學生亦可運用其內置的

音訊錄製、文字編輯和

繪圖工具製作學習檔

案，教師和學生均可給

予回饋及註解 

預習、

鞏固及

運用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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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2008）。若只

依靠課堂內的朗讀時間並不足夠，因

此學校運用此應用程式支援學生的課

後學習 



 提供課文朗讀音訊，為非華語學

生在課後提供重溫課文字詞讀音

的機會，亦支援非華語家長協助

學生溫習，以鞏固所學 

 學生需上載課文朗讀錄音，通過

學生的錄音，老師可掌握學生的

學習進程及表現，並給予回饋 

 上載課堂板書教學資料及簡報，

協助學生在課後整理筆記 

 

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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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話能力的培養方面，老師應

該向學生多提供良好的言語示範，讓

學生日積月累，逐漸鞏固用中文表達

的基礎（課程發展議會，2008） 

 學生預習看圖說故事，上載說故

事的錄音，老師可因應學生說話

能力的起步點，調適教學策略及

步伐 

 提供促進同儕學習的平台，學生

學習如何看圖說故事後，再上載

說故事的錄音，老師選取表現理

想的錄音或老師的錄音範本，供

其他學生學習 

閱讀 

 

小三 

 

Plickers 和 Quizizz 都

是一套即時反饋系統，

教師可製作選擇題，學

生回答後，進行統計分

析，以提供教師做為教

學改進的參考 

鞏固及

運用 

 老師可透過系統進行堂上比賽或

發放家課，學生可即時知道自己

的表現和排名，刺激了學生的外

在動機，使學生自發地重複練

習，提升學生參與度 

 即時評估學習表現，統計答題結

果，處理學習差異 

Quizlet 是一個閃卡的應

用程式，內置多國文字

的語音，以及圖片庫，

教師也可自行上載圖

片，以及錄製語音 

鞏固 大量使用圖片和直觀教具講解課程內

容是教授第二語言的其中一個重要策

略（關之英，2012） 

 老師按主題創立學習套，提供字

詞圖卡，並輔以讀音，豐富非華

語學生的詞彙量，亦協助學生在

家溫習已學詞語的意思、讀音及



運用。 

 通過程式不同的遊戲設計及即時

分組比賽的功能，學生既可遊

戲，提升學習興趣，又可重複溫

習內容，有效鞏固所學 

閱讀 

聆聽 

 

小三 

 

Google Form 提供多種

問題類型，並可以加入

圖片和 YouTube 影

片，也可以使用分頁設

計和跳題邏輯，製作表

單。表單自動收集回覆

內容，整理分析成圖表

及試算表 

預習、

鞏固及

運用 

 Google Form 備有多款答題模式

可供選擇，老師可加入圖片、

YouTube 影片等素材，製作預習

題、閱讀理解、視訊及聆聽課業 

 老師把網址分享給學生，讓學生

在家進行預習或完成家課，老師

可快速收集學生的答案，並運用

數據分析掌握學生的進度，預期

學生的學習難點，評估學習表

現，調適教學設計 

 可讓學生在家完成聆聽練習，節

省課時，老師可便能有效利用課

堂為學生進行分析和指導 

說話 小三 

 

Draw and Tell HD 是一

款為所有年齡的兒童提

供創意的工具，鼓勵兒

童發揮想像力，講述故

事。學生可使用該工具

繪畫、填色及預設的裝

飾貼紙設計故事內容。

學生亦可製作動畫及故

事錄音，製作發聲電子

書 

鞏固及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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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用程式可配合圖書教學進

行延伸活動。學生把自己的繪本

製成發聲的電子書，需要把書面

語轉為口語。通過製作有趣的發

聲電子書，有助提升非華語學生

運用口語說故事的能力及學習中

文的動機 

寫作 小二 

小三 

「英漢字典」是一個支

援英文輸入的搜尋工

具，並提供離線搜尋功

能，學生只要輸入英語

便可搜尋其中文的解釋

及粵語發音。此工具亦

提供詞彙學習卡，幫助

記憶和強化學習體驗。

支援學

生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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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自學

能力，以提升他們學習中文的信心 

 協助非華語學生積累詞彙，學生

於閱讀課後，把部分所學的詞彙

製作詞彙腦圖，以製作「水果」

的詞彙腦圖為例，學生除可寫出



此外，老師可設定及調

整字型大小，方便初小

學生使用 

他們在課堂所學的水果名稱外，

他們可透過此應用程式，輸入其

他認識的水果英文，找出其中文

名稱及讀音，豐富詞彙腦圖的內

容。學生需要運用腦圖的詞彙作

口頭應用，以強化他們對詞彙的

認識。這些詞彙腦圖亦成為學生

寫作及說話的詞彙庫 

 支援寫作，解決由於詞彙不足而

窒礙寫作的問題 

寫作 小三 Spark Video 提供多種

預設模板，可供貼文，

並運用已有的圖片素

材，製作成影片、圖片

和頁面。 

提供體

驗學習

機會及

寫作素

材 

 

建構主義和情境學習的學者都認為學

生在真實情境或像真的學習環境中學

習，便能將所學知識和真實情境聯繫

起來，才能明白學習的意義和用處，

這有助提升學習的動機及興趣。根據

研究顯示，學生對於愈熟悉的事物，

愈能建立寫作的信心（謝錫金、岑偉

宗，2000），說明學習經驗對學生寫作

是非常重要。豐富學習經驗有很多不

同的方法，比較常用的方法是出外參

觀，但學校需要運用額外的時間及資

源進行此類活動。因此，學校嘗試運

用 Spark Video，創設真實情境，讓非

華語學生應用所學，建構知識 

 通過圖片、YouTube 影片，協助學

生應用遊記及描寫單元的詞彙及

寫作手法寫作。學生可自行選擇

遊覽的景點及想描寫的景物，通

過圖片及影片，讓學生可仔細觀

察，豐富寫作的內容 

 突破時間及空間的局限，為學生

創設真實情境，提供寫作素材 

寫作 小三 

 

Nearpod 可讓老師加入

簡報及不同的互動活

動，例如測驗、繪圖、

投票、影片等，進行即

時分享、分析及回饋。

學生亦可連結教師所預

備簡報及活動，同步閱

讀教學內容 

鞏固及

運用 

 透過應用程式展示寫作簡報，學

生可按自己的進度跟着簡報指示

進行寫作 

 學生可在老師的簡報上加上自己

的寫作資料或意念，並與其他同

學分享，適合分組討論、分組寫

作的學習活動使用 

 非華語學生說話及寫作時，句子



 

經驗總結 

 電子學習能針對非華語學生的特殊學習情況和學習中文的困難給予適切的支援，讓學生

在課後缺乏家庭支援下，仍能學習中文，而老師也可透過電子學習把教學延伸到課堂以

外的時間，推動學生更上一層樓。 

 

 電子學習可以打破地域和時間，把中文學習延伸至課室以外的不同地方。有些非華語學

生因各種的個人情況而未能上課，老師把學習材料及課堂進行的電子學習活動在電子平

台上給學生發放，不但幫助上課的學生在家重溫，即使學生身處海外，也能自學，還可

與在港的學生同步交功課，把因缺課而出現的學習差距縮小。另外，有些電子學習應用

程式可儲存學生多年的學習記錄，學生也可在家中，放假時，隨時隨地善用這些應用程

式溫故知新，倍大學生學習中文的空間和時間。 

 

 電子學習可節省資源，包括製作教具的時間、人力和物資。老師只需要把現有的文字

檔、簡報、圖像等投進應用程式中，該程式的內置系統便能製作出指定的電子教具和學

習活動，省下以往大量列印、剪裁、過膠等人力工作及物資的耗用，不但可以每年重複

使用，而且可以與不同年級的同事分享使用，卻無須使用額外的資源。 

 

 學校運用電子學習只是輔助學生學習的其中一個策略，目標仍是提升學習成效而非純為

推行電子學習而行。在運用電子學習之餘，仍需配合其他的教學策略才能讓逐步學生掌

握所學，建立穩固的語文基礎及學習興趣。 

 

 要成功運用電子學習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老師宜做好事前的預備工作，例如學習

如何製作及運用應用程式、整理資料及課業、設計適合的電子教學活動等等。此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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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要加強

家校合作，與家長有充分的溝通，讓家長明白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的原因，對非華語學生

學習中文有何好處。得到家長的認同和支持，讓家長在課後擔當支援和監督的角色，才

可有效推行電子學習，而不是淪為電子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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