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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學校背景

• 天主教男校
• 非華語學生有所增多

• 探究對非華語學生有
效的學與教策略

• 創設多元化的教學活
動，增強中二級學生
對學習中國語文和中
華文化的興趣

• 學生不了解詞語或文章背後
蘊藏的文化知識，會影響他
們理解思想內容 (岑紹基等，
2012)

• 非華語學生中文聽說能力較
寫作能力佳，他們描寫時會
欠具體

科組期望 非華語學生的特點

背景與期望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如何讓
非華語學生閱讀文言經典，
並從中認識中華文化？

因應男生和非華語學生的
學習特性，如何善用資訊
科技，促進他們學習語文
的興趣和效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正為教
育界帶來不同的機遇與挑戰，
如何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和
自我效能感？

學習難點

照顧多樣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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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2008、2024）
都列明古詩字詞精簡，含義
豐富，具趣味性，是非華語
學生的理想學習中文材料。

為何以古詩作為非華語學生的閱讀材料？



1. 選擇淺白、易讀的詩歌或名句，方
便學生朗讀

2. 利用資訊科技，以影像呈現詩歌內
容，幫助理解

3. 舉辦多元活動（如朗讀比賽、講故
事、角色扮演、以詩配畫等），讓
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機會展現學習
成果

教授古詩的注意事項



● 提升語文能力
● 增進審美能力
● 陶養情感意志
● 了解中華文化

唐詩成為語文教材的四個教
育價值(蔡玲婉，2003)



把抽象的概念
變得更具體

AI將抽象文字轉化為具

象圖片，幫助學生更清
晰地認識古詩文中的描

寫對象

寫作時，當AI生成的圖

片若與預期不同，促使
學生反思並使用更精準

的詞彙修改描述

AI生成的內容可以為學生
提供寫作靈感

提升學生的表達
能力

提供創意與靈感

為何要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計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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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聯繫日常生活

文化輸入

例：詩歌體制

作者及詩歌背景簡介

例：李白《早發白帝城》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例：朗讀、視像化、
以讀帶寫

01 02 03 04

多元化的評估

例：寫作、影片製作

05

文化趣談

例：古代交通工具(配合單

元)、中外動物的文化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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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潘麗珠（2018）說明詩歌朗
讀可以充份運用多元感官，
提高學習效能及深入玩味鑑
賞，掌握作品意境

有圖片或影像作為輔助，學
生對古詩的理解會更具體及
清晰

學生間可以互相學習，能力
較強的能照顧組內的同學，
學習成效更見顯著

運用AI工具，輔助學生寫影
片的指示

運用教育局所提供的遊戲，
讓學生更易掌握詩歌

朗讀 圖片/影像輔助教學 線上遊戲

分組協作 AI工具輔助寫作 AI工具生成影片作評估

學生按自己的構思，運用AI

工具，製作短片

藉著朗讀、圖片/影像、線上遊戲等，可以讓學
生更易掌握詩歌內容，並明認識當中的中華文化

藉著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加強學生的
寫作能力



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
學習進度，運用網上
遊戲和朗讀錄音複習
古詩

教師運用影片，讓
學生明白到猿聲代
表悲傷的意象

工作紙
的設計



朗讀

藉着朗讀，學生可
以掌握讀音，以理
解全文，感受詩歌
的韻味

最終目標：
學生可以藉朗讀，
感受古人的情懷



圖片/影像輔助教學

運用影片，「視像化」」李白被流放時和忽聞獲赦後的表情、
服飾，讓學生更易掌握李白詩中抒發的感受

運用影片，讓學生聆聽猿的叫聲，明白到猿啼聽起來聲音淒厲，類似
於人的悲淒號哭聲，故在中國文化中象徵著悲傷



以讀帶寫

學生在《早發白帝城》中學習文章結構、佈局；
在寫作練習中，可以仿照《早發白帝城》的文章
結構、佈局來寫作



● 學生要生成心目中的畫面，必須
給予AI工具詳細和準確的指示，
當中可以培養學生的描寫能力

● 學生運用不同的AI工具來編輯圖
片或影片，培養學生的創意；而
且不同的工具可以輔助學生的不
同需要

● 運用AI工具生成影片可以令學生
的文字視像化，學生會更易知道
自己的文字有哪些部份要修改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目的



主要使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Mootion

● 按照學生輸入的資料，生成一系列的圖片，
並可串聯成影片

● 若想有更好的效果，可以修改圖片的指示，
並寫得更加仔細，以得出滿意的結果



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圖片的過程

構思文章內容

1. 構思

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把文字生成圖片和
影片

修訂生成的圖片，使
畫面更加具體

2. 視像化

4. 修訂
學生可以對比自己的文
字描述與生成的圖像，
並藉教師提問，注意可
以修訂的地方

3. 匯報



初步成果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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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課堂前先完成寫作大綱

把內容輸入MOOTION，
以生成影片



2. 挑選風格1. 輸入大綱

影片生成的過程

3. 生成初稿4.挑選影片元素



可是，學生大綱想像的畫面跟影片的內容未必完全相同，於是
同學要修正指示，令影像更符合心中所想；另一方面，同學也
可以藉此機會寫自己的文章



修訂圖片的方法



修訂生成圖片的過程

1723-1737

10155-10241

修訂前 修訂後

藉着生成式人工智工具把學生的構思
「視像化」，學生可以檢視自己的描
寫是否準確，發現自己描寫的不足

學生根據圖片修訂短文，使文章內容
更加細膩生動，描寫能力得以提升



看影片後創作的文章示例一

可以具體描寫人物的活動

可以寫到所看的，但描寫欠具體

可以運用反襯抒發自己的心情



看影片後
創作的文
章示例二、
示例三

可以具體描寫景物與簡單抒發感受

可以具體描寫景物與簡單抒發感受



修訂後創作的影片(示例一)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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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反思及感言

同學甲：我對使用人工智慧的感覺
很好，而且非常有效，但是你必須
寫下所有的小細節，以便人工智能
生成圖片，它有很多方法你可以生
成它，例如現實的卡通等等，這使
得它變得更有趣，非常迷人。

同學乙：人工智慧產生的照片可以

迫使我更具體地描述我周圍的事物

和我正在做的事情，這有助於我在

考試或上課時更加仔細地寫作，並

且更加小心我的用詞，因為單字可

以改變我句子含義的整體方向。所

以我認為它能幫助我在一定時間內

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同學丙：我沒有拆分更多的段落，

這是我第一次這樣做。所以我需要

更多的嘗試來獲得更好的構圖以獲

得更好的結果。我最需要改進的一

點是，我不應該把所有的精力都集

中在一個段落上，然後把它分散到

所有段落中，這樣我才能得到更好

的結果。

老師:人工智能以圖像輔助學生理
解抽象的文字，令沉悶的文字更生
動有趣，有效令學生更主動思考文
章內容。同時，以第三者提供嶄新
觀點，啟發我如何引導學生以小步
子方式實踐更具體的寫作 。



生成圖片所面對的挑戰

要有明確的時間、地點、具體的人物描述才可以生成同學心目中的圖
片，否則生成式人工智能會瞎子摸象，根據句子的一部分「大做文章」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如何讓
非華語學生閱讀文言經典，
並從中認識中華文化？

因應男生和非華語學生的
學習特性如何善用資訊科
技，促進他們學習語文的
興趣和效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正為教
界帶來不同的機遇與挑戰，
如何運用生成式人工智的工
具，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和
自我效能感？

回應學習難點

照顧多樣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

學生可藉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認識詩中的文化意象
和了解詩人的感受

學生在課堂上可以有不同
形式的輸入，讓學生不會
感到無聊，而古詩「視像
化」，也讓非華語學生更
易明白詩的內容

學生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可以令寫作的內容更加
豐富；比起一般的寫作輸出，
生成影片可以讓學生更有滿
足感



調整課堂模式

新增作文簡報滙報項目並加
設學生互評，進一步加強課
堂互動性 。這樣一方面學生

提高學習動機，一方面提升
聽說能力

在主流課程中嘗試以人工智
能作小助手，令能力較弱的
學生得到第三方的作文回饋，
提升他們學習動機和修改意
欲 。

將成果融入主流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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