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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四：善用「普教中」優勢，提升語文學習成效

導引

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是教育改革中一個頗受關注的課題。不少學校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規模在校本

的基礎上對這個課題作出了嘗試。同時，我們的支援人員也因應不同的校情和學情，一方面針對「普教

中」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借助「普教中」的優勢，協助學校適應教學語言的轉變、搭建課程框架、開發學

習材料、優化學與教策略，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教學語言的轉變是「普教中」的關鍵，而拼音教學又是對應語音轉變的重要手段。過去，拼音教學是普通

話科的學習範疇，也是普通話科的主要學習內容之一。然而，在「普教中」的框架下，拼音教學的功能和

目的都應該服膺於中文科的科目需要；同時，它的教材和教法也應該對應中文科的科目需要而重新構思和

設計。因此，我們的支援人員與學校教師一起協作，重新思考漢語拼音為甚麼而教、何時教、教甚麼、怎

樣教等問題，並結合內地拼音教學的特色以及本地的學情和校情，設計了具校本特色的拼音教材；同時，

還進一步在配合整體語文學習的思維上，對教材的運用、教學的深度、學生的評估等方面為拼音教學重新

定位。

教學語言的轉變對教師來說是一種挑戰。教師的課堂語言是否準確到位，是語文教學的重要一環，而教師

在「普教中」課堂中如何有效地使用普通話進行教學，更是「普教中」的一個重點和難點。我們嘗試以教

師的課堂語言為發展重點，透過優化導入語、提問語、評價語、過渡語和總結語，減少課堂語言的隨意

性，使課堂變得更緊湊，增加教師的自信，刺激學生的思維，並即時對學生給予個性化的指導及評價語，

促進「普教中」課堂的效能。

除了語音的轉變外，課程的規劃也是推行「普教中」時必須注意的。課程指引認為課程改革的長遠發展應

是「在整體的中國語文科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支援人員便與學校教師嘗試配合學習普通話需要

多聽多說的特點，以說話教學為切入點，在中文科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他們先通過拼音拼寫和朗讀

訓練，培養學生的語感；再通過大量閱讀的輔助，提升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最後便讓學生走出文本、情

理兼備地表情達意，循序漸進，建立系統的「普教中」校本課程。

要配合校本「普教中」課程發展的需要，便要有相應的學習材料。本組支援人員與學校教師為了配合「普

教中」的需要，共同開發了增潤課程以及相關的課業和習作。這些增潤課程同時針對學生在語文學習和普

通話學習的需要，在拓寬學生閱讀面的同時，又鞏固學生的語音和拼寫基礎，並同步進行詞語和語言的積

累，進一步延伸至說話和寫作教學，形成了「以說促寫、以寫強說」的教學效果。

在課堂教學方面，本組支援人員與學校教師一起發掘「普教中」在語文教學上的優勢，在課堂設計裏滲入

普通話元素，使學生對書面語的學習	(包括讀和寫)	更加直接。他們以特定的課型為切入點，以班本學情

作切入面，注意朗讀訓練，強化讀寫結合，發揮「普教中」文言相合、心聲相通的優勢，形成具有「普教

中」特色的教學流程。

本章所分享的幾個校本個案，旨在展示本組支援人員和學校教師如何配合校本環境，發展具有校本特色的

「普教中」項目。首先，為了克服教學語言轉變的困難，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和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從學生入手，設計了具有校本特色的拼音教材；福建中學	(小西灣)	則以教師課堂語言的發展為重點，促進

「普教中」課堂的效能。其次，在課程規劃方面，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以聽說能力作為切入點，建立



77

了一套「普教中」的校本課程。至於高主教書院則高效省力，以美文名篇為主，結合語文和普通話學習，

讓學生在聽說讀思寫等方面共同提升。在課堂教學的層面上，我們將以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的支

援經驗，展示如何在課堂設計裏滲入普通話元素，發揮「普教中」的優勢，讓學生對書面語的學習更加直

接有效。

在不斷的嘗試和積累中，我們看到不少令人欣喜的轉變，也看到了學校的發展和教師的專業成長。學校在

推行「普教中」時，更聚焦於如何通過「普教中」的推行來提升學生的整體語文能力，以及如何推動整個

中文科組的專業發展；教師所關注的，也不再只是語音上的問題，而是普通話元素的探索、語音教學與整

體語文教學的配合、教學流程的設置、中普課程的重整和融合等。我們期望以這系列的校本個案為「普教

中」同行者打氣，也希望它們能成為「普教中」後來者的手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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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致用—為拼音教學重新定位

背景

初小是提升學生識字能力的黃金時期，也是大量識字的高峰期，而漢語拼音是幫助識字、閱讀和學習普通

話的其中一種有效工具。學校參考內地的經驗，以集中學習的形式在初小教授漢語拼音，期望學生能借助

拼音幫助識字；而據內地經驗，絕大部分學生完全可以在兩個月內掌握漢語拼音，但學校教師發現香港學

生的情況不太一樣，雖然全部拼音都集中教授了一遍，但成效不彰，學而不能致用，根本不能達到學習拼

音的目的─借助拼音作為學習的工具。

個案將反思拼音教學的角色，為拼音教學重新定位，分享如何將語文課與鞏固拼音學習結合，包括評估學

生拼音能力的前後測工具；探討香港學生拼音學習成效不彰的原因；規劃三個階段的校本強化拼音課程，

設計中拼結合的單元，把強化拼音學習的任務交到中文科，善用課餘空間鞏固拼音學習等，以期帶領學生

由學好拼音到用好拼音。

年級

初小

理念

1. 專家意見，理解課題—反思拼音教學的目的和要求

為什麼要教拼音？學習漢語拼音是實施普通話教中文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有效的漢語拼音教學在於學生

能運用拼音幫助自學，在讀準聲母、韻母、聲調和整體認讀音節後，看到拼音符號就能讀出正確的音

節。

我們跟教師接觸的過程中，發現「普教中」學校的教師非常關注怎樣實施拼音教學。「拼音是識字、正

音和學習普通話的基礎。拼音字母是幫助我們學習拼音的重要工具，要想學習拼音，首先要把拼音字母

唸準確」(張拱貴，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制訂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

教學大綱	(試用)》(1996)	也有提到「利用漢語拼音幫助識字、閱讀、學習普通話。」我們都很清楚學習

漢語拼音的目的和重要性，那麼課程文件對拼音教學有怎樣的要求呢？我們參考了本港和國內的課程文

件，探討兩地課程文件各學習階段對漢語拼音學習能力指標內涵的要求，以下表作比較：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普通話科課程綱要》(1997)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認識聲調符號，掌握聲調的升降

正確書寫、標注聲調符號

認讀聲母、韻母

初步拼讀音節或直呼音節

正確、端正書寫漢語拼音

把漢語拼音譯寫為漢字	(詞語和句子)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拼讀音節或直呼音節 熟練拼讀音節或直呼音節

把漢語拼音譯寫為漢字	(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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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 (實驗稿) 》(2002)

第一學段 (1 - 2年級)

1.	學會漢浯拼音。能讀準聲母、韻母、聲調和整體認讀音節。能準確地拼讀音節，正確書寫聲母、韻母

和音節。認識大寫字母，熟記《漢語拼音字母表》。

2.	能借助漢語拼音認讀漢字。能用音序和部首檢字法查字典，學會獨立識字。

2. 分析問題，走出誤區

《普通話科課程綱要》把漢語拼音教學歸入「朗讀」和「譯寫」兩個範疇中，並分四個學習階段去完

成，期間以螺旋式教學的策略，學生在第二學習階段掌握好整套方案，然後在第三及第四學習階段逐步

深化拼音能力，在第四學習階段做到熟練拼讀音節；而國內2002年的《新課標》則把拼音歸入「識字與

寫字」範疇，但要求在一年級或第一學習階段便要完全掌握漢語拼音，做到熟練地拼讀音節。可見，中

港兩地對拼音學習的要求存在極大差異，當然後者是適用於「普教中」語言環境下的學生，而前者則適

用於「粵教中」的學生。	

那麼，香港實施「普教中」的學校，漢語拼音教學該往何處去呢？有學者指出，拼音是正音記音的自學

工具，學生越早掌握越好。中國其他方言區，讓小一年級的學生用兩個月的時間來學好拼音，跟他們比

較起來，這種「漫長培養」的策略，實在有反思的必要。(唐秀玲，1998)	這為「普教中」學校的拼音教

學指示出方向。我們也發現，參加了「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的學校，大

多數會讓小一年級的學生提前學好拼音，可見香港教師已具「集中教」拼音的意識。

實施

中國其他方言區也是讓學生提早掌握拼音這識字的工具，而且行之有效，但

我們協作學校的教師發現香港學生的情況卻未見理想。我們決定先了解各校

學生掌握拼音的情況。

怎樣才算是掌握拼音呢？

最基本當然是要讀準聲母、韻母、聲調和整體認讀音節，並要掌握拼讀方

法。學習拼音最終目的是要運用拼音，學以致用，俾能看到拼音符號就能讀

出正確的音節。我們嘗試設計了一張前測試卷	(見右圖)，檢視一些已經實施

「普教中」，而又提前學拼音的學校學生運用拼音的能力。

例子一

●	學生學習拼音背景：使用坊間出版社的拼音

教材，在一年級上學期用三個月	 (9-11月)，

合併中普兩科課時集中教拼音。

●	「普教中」的規模：開展到初小，依學生的

意願及成績，每級挑選一半班別推行。

●	測試時間：上學期結束前	(約1月下旬)。

●	學生的漢語拼音前測成績	(見右圖)。

類別

百分率

認讀

聲母

認讀

韻母

拼讀

音節

拼讀

詞語

拼讀

句子
總分

得分

百分率
76.0% 49.6% 19.3% 5% 23.2% 35.2%

合格率 76.0% 52.0% 16.0% 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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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二

●	學生學習拼音背景：使用坊間出版社的拼音

教材，於一年級下學期進行教授。

●	「普教中」的規模：較早開展「普教中」，

經驗豐富，已全校推行。

●	測試時間：該批學生升讀二年級後的上學期

初段時間。

●	學生的漢語拼音前測成績	(見右圖)。

例子三

●	學生學習拼音背景：使用校本拼音教材，在

二年級由普通話科集中教授。

●	「普教中」的規模：初小已全面開展「普教

中」，尚有個別高小班別未推行。

●	測試時間：該批學生升讀三年級後的上學期

初段時間。

●	學生的漢語拼音前測成績	(見右圖)。

問題剖析

1. 從微觀角度分析問題

(1) 學生未能掌握：教是為了不教？

我們常說「教是為了不教」，我們提早教拼音，就是要學生及早掌握這工具後，把拼音作為學習的拐

杖，幫助學生輕鬆踏上語文學習的康莊大道。觀乎三個例子的測試結果，教學時間花了，但學生並未

能掌握拼音這識字的工具。究竟教是為了什麼呢？教是因為要教？進度表規定？

(2) 影響成績的因素：教材？方式？時間？年級？

由於是次測試只是很小規模的校本嘗試，沒有很科學的篩選樣本，而且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文化、課

程、學生背景等也存在差異，並不宜作很科學和深入的探討比較，也不容易很科學地找出左右學生成

績的因素。但既然有了這些資料，我們也嘗試從數據作校本微觀的分析：
●	 成績欠理想：

	 總分為一百分，如果六十分為及格，那麼三個例子的成績都不及格，例一得分率為35.2%、例二

得分率為38.9%、例三得分率為45.7%。各環節中表現最理想，也是唯一合格的項目是「認讀聲

母」，其他項目的表現都欠理想，而最弱的是拼讀環節。

●	 時間因素：

	 時間使學生遺忘知識？三例中，例一的測試時間距離完成拼音學習的時間最短，基本上學完便測

試，其在知識性較強的認讀聲韻母環節的成績最好；另外兩例的測試時間距離完成拼音學習的時

間都超過半年，而且跨越了暑假，認讀聲韻母的成績相對較弱。由此我們推想欠缺鞏固重溫使學

生遺忘了學過的拼音。

●	 拼音教學的適當時機：

	 什麼時候是教拼音的適當時機呢？例一安排在一年級頭三個月集中學習，整體得分率為35.2%，

為三例中最低	(該校進入「普教中」班的學生是經過挑選的，一般來說普通話水平較高)；例二安

排在一年級下學期學習，成績中等；例三安排在二年級學習，成績為三例中最好。由此看來，越

遲教拼音成績越好。香港的《普通話科課程綱要》規定第二學習階段才開始學拼音，惟《綱要》

內沒有解釋這樣安排的原因，我們推想這樣安排就是讓學生先具備一定普通話水平，這樣有利於

掌握拼音。

類別

百分率

認讀

聲母

認讀

韻母

拼讀

音節

拼讀

詞語

拼讀

句子
總分

得分

百分率
67.2% 42.6% 19.3% 19.8% 32.8% 38.9%

合格率 68.1% 36.2% 12.8% 14.9% 31.9%

類別

百分率

認讀

聲母

認讀

韻母

拼讀

音節

拼讀

詞語

拼讀

句子
總分

得分

百分率
66.9% 47.6% 37.4% 26.7% 47.6% 45.7%

合格率 75.9% 55.2% 37.9% 17.2%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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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宏觀角度分析問題

(1) 強調教，忽視用

針對測試成績欠理想，我們與協作教師探討，發現拼音學習普遍存在

「強調教，忽視用」的現象。教師都很努力地教學生學習拼音，教得很

深入，就是不明白為何學生掌握不牢，我們不妨看看教師為二年級學生

設計的拼音評估練習	(見右圖)。

國內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	(實驗稿)》提到要評價學生的漢

語拼音能力，重在考察學生認讀和拼讀的能力，以及借助漢語拼音認讀

漢字、糾正地方音的情況。但從上述練習可反映我們過分注重拼音的知

識，香港和國內的課程文件都沒有要求二年級的學生要具備由漢字譯寫

為拼音的能力，可能我們把成年人自身學習拼音的經驗套用到小學生身

上，把拼音學習弄得太複雜了。要知道為了突顯拼音的工具性，便得帶

領學生去運用，無論學生把拼音記得多牢，不能把它們拼讀出來，還是

達不到用拼音的目的。

(2) 中普兩科協調不足

據我們觀察，現時絕大部分實施「普教中」的學校都是分設中文科和普通話科的，而拼音教學多數歸

普通話科處理 (該科教師對拼音教學較具信心)。當然，資源充足的學校，「普教中」班的中普兩科通常

可以協調到由同一位教師任教，但有些還是分得很清的，你教拼音，我教語文。無論怎樣安排，拼音

教學應該是兩科共同的教學任務，不管由誰負責教，都得帶領學生在中文科用拼音，隨時鞏固。

(3) 欠缺普通話語言積累，不利學拼音

正如唐秀玲指出，中國其他方言區的學生也是這樣學習拼

音。為何香港的學生事倍功半呢？我們也經常帶領參加了

「普教中」計劃的教師到粵方言區	 (廣東省內)	的學校交

流，也探討了國內的拼音教學，發現國內一年級的學生多能

熟練地運用拼音幫助學習。

我們發現造成這樣差異是由於兩地一年級學生的普通話語言

積累不一樣，積累適當的普通話詞彙，對拼音學習有利。我

們不難發現很多拼音教材都會借助常用字詞幫助學生記憶聲

韻母的讀音，看看右圖這個例子：	

對國內學生而言，要學習j	、q、	x，一看右圖的例子便明

白，但對只有粵語基礎的香港學生來說就完全不一樣，他們根本不具備「小雞、下棋、西瓜」這幾個

詞的普通話心理詞彙，所以學起來只能事倍功半。

我們都知道，即使同是粵方言區，香港和廣州的小朋友就有不同之處，廣州的學生有良好的普通話語

言環境，雖然在家中多操粵語，但是廣州幼稚園的教學語言基本上是普通話，他們還能從各種媒體接

觸到普通話，在入讀小學時，對普通話的語音並不陌生，基本上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普通話心理詞彙。

相反，香港的幼稚園可能一周只有一節普通話課，小一學生學習普通話基本上是從零開始。

小結

上述例子也解釋了我們所做的拼音測試成績，愈高年級教成績愈好，就是因為高年級學生積累了較豐富

的普通話語言，較容易掌握。問題就在這，我們要參考國內拼音教學的方法，也認同既然實施了「普教

中」，就應該讓學生盡早掌握拼音，但香港的「普教中」語言環境又怎可與國內的情況同日而語呢？於是

我們嘗試為香港的拼音教學重新定位，主張「先認識」，不強調一步到位「即學好」，並從鞏固與豐富學

生普通話語言積累入手，慢慢由學習拼音、鞏固拼音遷移到運用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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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難方案

1. 系統規劃，跨越鴻溝

我們都認同拼音是幫助學生識字、閱讀的理想工具，既然學校

已經實施「普教中」，應該盡早把這工具教給學生，好讓他們

把握初小識字的黃金期；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拼音學習對香港學

生的限制。要讓他們學以致用，跨越拼音的鴻溝，我們作了一

些嘗試	(見右圖)。

2. 三個階段拼音學習規劃

學習是過程，要學生由學拼音遷移到用拼音也是一個過程，我們規劃了三個階段，循序漸進，由「學拼

音」、「溫拼音」到「用拼音」。

3. 隨文學習常鞏固

「溫故知新，邊學邊用」，學生能夠用拼音的前提是先掌握拼音	 (學拼

音)。前面提到香港學生不易掌握拼音，也容易遺忘，這是由於三個月快

速學了，學生掌握未牢固，如果不常溫故及運用，是很容易不了了之的。

關於「隨文鞏固溫拼音」方面，我們覺得「普教中」的過程中任何時候都

應隨機鞏固拼音，其實「學拼音」、「溫拼音」和「用拼音」是互相促進

的，運用拼音的同時就已經鞏固了拼音。期間各階段皆有所側重，階段一

學生由於剛密集地認識了拼音，記憶猶新，所以階段一我們定為隨文相機

鞏固，安排結合語文學習，適時鞏固；而進入階段二，升讀高一級後則配

合語文單元，把所有聲韻母重溫一次，我們稱之為全方位鞏固。通過三階

段規劃，循序漸進，鼓勵常溫故和在「普教中」課堂上常運用，希望學生

能掌握拼音，學以致用。

4. 利用拼音建構朗讀為本的閱讀課型

雙向互助：拼音促進朗讀，朗讀鞏固拼音—拼音能幫助閱讀，但欠缺普通話語言積累，又不利學拼

音。所以我們嘗試建構具「普教中」特色以朗讀為本的閱讀課型，通過有效朗讀，減少不必要的講解，

精簡教學安排；同時運用拼音促進有效朗讀，而在有效朗讀的同時，又能豐富普通話語言積累。我們是

這樣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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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善用課餘時間鞏固拼音

「加強普通話語言積累：課前課後的誦讀教材」──中文科的課時緊張，較難找額外時間進行一些增潤

活動，於是我們利用課間為學生設計一些鞏固拼音學習的活動，學生積極參與，教人欣喜樂見。拼音測

試顯示學生認讀韻母較弱，平均只有四十多分，要知認讀韻母是學生運用拼音的先決條件之一。根據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	(小一至小六)》，記憶是運用語文能力的先決條件，有利於理解和培養語感，有助

於把知識轉化為能力。對優秀學習材料反復誦讀，以致背誦，是提高語文能力的有效方法。所以我們特

地針對學生掌握較弱的韻母，設計相關的誦讀材料，通過課間反復誦讀，潛移默化地使學生加強對該韻

母的認識，也提高學生普通話語言積累。以下是我們的教材設計例子：

成果與反思

1. 教師專業成長：對拼音教學有更透徹體會

一年過去，通過對拼音教學的深入探究，教師加強對拼音的認識，對於教拼音的目的、何時教、怎樣

教、如何學以致用等問題有了更深入的體會。由為學生進行測試檢視其拼音水平，到一起規劃中拼結合

校本單元設計，探討隨語文科鞏固拼音教學的策略，開發深化拼音學習的誦讀材料等一連串的工作，就

是這持續探究歷程中，增強教師對有關課題的認識，對學生學習難點的理解，提升專業能量。

2. 學生層面：運用拼音幫助學習

通過有系統的規劃和學習，從課堂觀察所見，拼音系統教完後，在「普教中」的過程中學生能夠持續鞏

固和運用拼音，能利用漢語拼音幫助識字、閱讀、學習普通話，真正踏上運用拼音之路。

而對於全級實施「普教中」的學校，學生的程度參差是很正常的，但我們發現學生的學習能力是不可估

量的，我們通過建構朗讀為本的閱讀課、課前課後的誦讀教材，點滴積累，豐富了學生的普通話語言積

累，從而帶動學生學習和應用拼音。同時，我們於一個學期的教學實踐後，進行了後測，發現普遍學生

都有一定進步。所以只要教學法運用得宜，不同程度的學生，也能透過學習活動及練習，提升漢語拼音

的能力，同時學會利用拼音拼讀漢字。

3. 校本課程規劃：拼音在「普教中」課程的定位   

經過一年探索，教研小組積累了拼音教學的各種學習材料、校本教材、課堂片段等，這些點滴的積累，

有助校本課程的深化和校本經驗的傳承。

兩所協作學校都提前在初小教授漢語拼音，雖然香港學生不容易學好拼音，但經過系統規劃和反復的教

學實踐，我們發現漢語拼音在「普教中」課堂是幫助識字、閱讀和學習普通話的其中一種有效工具，值

得提早教授。當然，現行普通話科和中文科是在中國語文學習領域下的兩個分科，「普教中」課程的主

角當然是中文，但中文科一旦採用了普通話教學，還提前學習拼音，它就無可避免的兼顧了學生的普通

話學習，觸碰到原來普通話科的學習重點，但長遠兩科如何整合規劃？普通話科將往何處去？這都是我

們下一步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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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及建議

正如張勵妍	(2001)	指出，教師普遍擔心用新的模式教學，會削弱了自己的教學能力。教師擔心自己的適應

能力往往比擔心學生的適應能力有過之而無不及。面對拼音教學，也是這樣。雖然負責「普教中」班的教

師都具備一定的普通話口語能力，但不是所有「普教中」教師都對教授拼音有信心，因而有些學校堅持由

普通話科教師教授拼音。如要對教授拼音沒有信心的「普教中」教師，帶領學生在中文科堂持續運用，學

生用拼音的能力肯定大打折扣。可行的建議是發揮學校「普教中」團隊教師的優勢，讓有心得有興趣的教

師任教初小，帶領學生在「普教中」的過程中應用拼音。

總結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拼音教學只是邁出「普教中」校本課程規劃的一小

步，我們相信處理好拼音教學，輕裝踏上「普教中」之路，以拼促普、以普促中、以中帶普，將是朝向優

質的「普教中」課程邁出堅實重要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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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課堂語言，促進「普教中」課堂的效能

背景

課堂教學總離不開語言。語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知識的載體。教師通過語言把知識、技能傳授給

學生。教師通過語言處理教學中各種的矛盾	(郭啟明、趙林森主編，2009：17)；並且調動學生的學習動

機。一節課成功與否與有效地運用課堂教學語言有著密切的關係。福建中學	(小西灣)	已有多年用普通話教

中文的經驗，為了提升教師的課堂語言水平和課堂質量，讓學生進一步投入「普教中的課堂」，學校參加

了「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	(以下簡稱「普教中」計劃)，並以優化課堂教

學語言作為切入點，減少課堂的隨意性，提高課堂的實效性。

年級

中二級

策略

1. 整體規劃，共同提升

學校參加「普教中」計劃的目標很清晰—提高教師的普通話和課堂

語言的水平。透過內地交流人員的駐校指導，大大提高了教師的普通

話水平和課堂語言的表達能力。內地交流人員以嫻熟的普通話示範朗

讀課文，並錄下來讓教師們反復聆聽和朗讀。日常的教研活動，如備

課、授課、觀課、評課也針對課堂用語來展開，反復的操作、示範和

實踐使教師們用普通話上課的信心增強了，課堂語言的運用也比較得

心應手了，駕御課堂的能力也提高了。																		

2. 教師「以身作則」

教師是學生學習和模仿的對象，因此，規範的語言十分重要。教師們「以身作則」，開口朗讀課文，推

敲字詞，使自己的專業知識更紮實，增強口語表達能力，力求以規範、簡潔的課堂語言教學。課堂上，

教師也勇於示範朗讀，鼓勵學生多朗讀，從而培養學生的語感。俗語說：「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

苦寒來」，示範課、公開課、同儕觀課等搭建了一個良好的平台，讓教師實踐「所學」，互相觀摩，形

成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

3. 加強朗讀訓練

課堂上，教師刻意加大朗讀的力度，加強朗讀的活動，透過不同的朗讀策略，如教師示範讀、分角色朗

讀、自由讀、熟讀等，培養學生朗讀的興趣和感受文章美的能力，達到「以讀促說」的效果。例如《談

骨氣》一文，教師要求學生熟讀作者對「骨氣」的解釋和孟子的話。當教師讓學生說一說孟子的話對現

今社會的意義的時候，學生便有了說話的基礎，自然而然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可見，朗讀讓學生有一

定的積累和沉澱，有了這些「輸入」，他們自然而然地便有「輸出」。另一方面，透過教師規範、生動

的語言，學生能夠得到啟發，並且能夠模仿，在說話和寫作時能運用規範的現代白話文，全面提升學生

的語文能力。

內地交流人員和協作教師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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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化教學流程

在設計教學流程方面，教師們別具匠心地在「導入語」、「提問語」、「評價語」、「過渡語」和「總

結語」五個方面下功夫，使課堂變得更緊湊，容量更大，促進「普教中」課堂的效能。

(1) 「導入語」

「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教師根據每一個單元的特點和內容，恰當巧妙地運用相關的導入語，

統領全課，引起學生的興趣，為教學作好鋪墊。

(2) 「提問語」

透過共同備課，教師設計了核心的提問，並配合板書圖，突出主要的教學內容和信息，減少課堂的隨

意性，提高課堂的實效性。教師按照學生的程度設計不同梯度的問題，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激發他

們的思維，共同參與討論。

(3) 「評價語」

真切的激勵和評價語不僅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而且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

有意識地運用不同的評價語，針對不同的情況和學生，予以即時和準確的回饋。同時，學生也學會了

適時的評價和欣賞同儕的意見。

(4) 「過渡語」

在日常的教學中，很容易就會忽略了「過渡語」。因此，教師們刻意地運用簡煉的語言，把不同的環

節扣連起來，使課堂變得自然流暢，緊密相連，減少了支離破碎的感覺。

(5) 「總結語」

由於課堂時間緊迫，教師通常沒有時間作總結或者草草了結。教師們意識到總結是一節課裏不可缺少

的一環。它既總結了每一節課所學的東西，又起延伸拓展的作用，留下餘韻，留下空間讓學生自學和

思考。

課堂用語舉隅

1.	導入語	/	

活動

-		尋人啟事—《差不多先生傳》

	 各位同學，今天電台播放了這樣一則尋人啟事：一位先生姓

差，名不多，上世紀離家出走，帶著他的子孫四處遊蕩，遍及

全國各地至今未歸。誰知道他的下落請與本台職員聯繫。大家

知道要找誰嗎？

-		播放韋然的《差不多先生》一曲

	 各位同學，請細心聆聽歌曲，歌詞裏講的人有什麼特徵？

-		猜謎語—《謎詩八首》

	 各位同學，大家喜歡猜謎語嗎？現在我們來試試看。

-		看圖說話—《陋室銘》

	 同學們請看看這兩幅圖畫，你們喜歡哪一幅？為什麼？

多元化的導入活

動設計，引起學

生的興趣。

2.	提問語 -		《差不多先生傳》

	
△

	 差不多先生的地位怎麼樣？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

	 作者透過哪些事情來描述差不多先生的性格？

	
△

	 作者說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你認為是讚賞他嗎？為什

麼？

	
△

	 你認為差不多先生的死值得同情嗎？為什麼？

設計不同層次的

問題，照顧不同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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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價語 -	《差不多先生傳》

這位同學讀得很好，感情豐富，突出了差不多先生「凡事差不

多」的性格。

-	《馬說》

同學們覺得這位同學的段落大意怎麼樣？段落大意概括得比第

一段還長，不算好的概括，我想請另一位同學用短小精悍的語

言再來概括一次。

教師以具體的讚

賞 、 問 題 等 指

出 同 學 的 不 足

之處，並鼓勵其

他同學再進行嘗

試。

4.	過渡語 -	《愛蓮說》

這些描寫，句句寫蓮，而又句句喻人。不但寫出了蓮花美麗的

外表、芬芳的氣質，而且對她那高潔的品德、美好的情操、正

派的風度，作了唯妙唯肖、盡善盡美的描繪，充分表達了作者

對蓮花的讚美之情。這也正是作者愛蓮的原因。

-《差不多先生傳》

差不多先生的格言是凡事差不多，何必太認真呢。作者描寫了

哪些事情來說明差不多先生的性格特徵？請看第4-8自然段，然

後用一句話概括。

利用過渡語承上

啟 下 ， 即 作 小

結 ， 又 引 出 下

文，使各環節扣

連起來。

5.	總結語 -《差不多先生傳》

我們班上，甚至社會上還有不少差不多先生，這個問題值得我

們深思。

留下空間讓學生

思考，延伸學生

的學習。

優化教學流程

5. 營造教研氛圍

公開課、示範課、同儕觀課、同題異構等專業發展活動，為教師們搭建了一個良好的交流平台，同時也

營造了濃厚的教研氛圍。同題異構展現了教師們各自的教學風格和課堂語言，彼此可以互相觀摩，取長

補短，對於提升教師的語言水平和專業水平有極大的幫助。

提

高

課

堂

的

實

效

性

總結語

過渡語

評價語

提問語

導入語

延伸拓展　留下餘韻

自然流暢　緊密相連

師生互動　真切激勵

積極參與　激發思維

統領全課　引起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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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舉隅—《談骨氣》

導入：以歌曲引入課

題，引起學生興趣

提問：不同層次的提

問，激發學生的思維

過渡：承上啟下的過

渡語

總結：概括每一節課

所學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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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與反思

1. 教師更自信

過去不能用普通話授課的教師，經過培訓，可以用普通話上課了，而且娓娓道來，有板有眼；略懂普通

話的教師，過去沒有用過普通話上課的，也可以開始用普通話授課了；過去已可以用普通話授課的教

師，經過「普教中」的培訓，今天可以在普通話語言的藝術與技巧上進步了。所以，對科組來說，教師

都有不同程度的進步。(簡加言，2010：71)

2. 課堂書聲琅琅

課堂上書聲琅琅，不但教師們開口朗讀，學生們也受到教師的影響—放聲朗讀，學生的朗讀能力得到

了提高，同時也培養了學生的語感。學生透過朗讀積累了一定的詞彙，也提升了他們的表達能力，使之

有話可說，說得更流暢。

3. 學生積極參與普通話活動

學生用普通話學習的興趣濃厚了，而且積極參與不同的普通話活動，其語文能力得到全面的發展，增加

自信。有時候，教師和學生也一同參與其中，營造了用普通話學習的校園氛圍。	

4. 教師的反思

總結過去三年的協作和交流，教師有以下的體會：

● 共同備課

支援人員參與本校共同備課、說課，與教師討論有關課堂的教學內容設計、教學策略、教學用語及教

學反思等，推動教研的文化。支援人員在共同備課中，分享不同的專業經驗和教學心得，共享教學資

源。香港教師在借鑑下獲取信息和吸收經驗，少走冤枉路，同時，教師在本校已建構的教學模式上更

上一台階。兩地教師共同備課，起集思廣益之效，激發思維碰撞，提高及優化學與教效能。

● 現場觀課

通過支援人員進行觀課，教師們發揮積極作用，課堂中，仔細觀察教師教學語言的運用，普通話發音

是否標準和糾正普通話讀音等，即時提出許多指導及專業的意見，促使授課教師自我反思，鞭策教師

「學好普通話，教好中文」，為個人專業知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有助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 同題異教

支援人員與學校的教師進行「同題異教」，課題是中二級的《談骨氣》。透過是次教研活動，教師各

展所長，教師多樣的教學風格紛呈，「同題異教」提供了一個深層次的交流的平台，讓教師互相學

習、專業切磋和觀摩，取長補短，使教師的眼界更廣更闊，有利教師專業成長。

中二級協作教師			鄭群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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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的反思

教師精心地錘鍊教學語言，有系統地設計學習內容，使學生更樂於用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積極地參與

課堂活動。

總結

經過協作和嘗試，教師和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均得到提升；教師上課時更加揮灑自如，學生們更加投入

「普教中」的課堂；「普教中」的課堂也變得更充實、趣味盎然。簡煉的課堂語言，不但增強了教師的自

信，而且刺激了學生的思維，提高其學習興趣，課堂教學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參考書目

郭啟明、趙林森主編	(2009)。《教師語言藝術》(修訂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簡加言	(2010)。《淺談「普教中」(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的成效》。香港教師中

心學報，9期，頁71-78	。

福建中學 (小西灣)

支援人員：曾宇丹女士

用普通話學習中文科可以
增加語文能力，也提高了
自己對普通話的興趣。

我認為用普通話學習中國
語文更有趣，而且令我們
更加了解普通話。

我認為用普通話上課很有
趣，像是在上很專業的課
堂，更容易投入課文的感
情，而且還可以掌握文本
的中心思想。



91

循序漸進，從師生的聽說能力入手—「普教中」校本課程的規劃

背景

自從推出「用普通話教中文」的遠程目標後，很多學校紛紛嘗試在小一或小二開始「用普通話教授中文」

計劃，但在中高年級始推行該計劃的學校不多。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結合校本的實際情况，於2006年

在小學四年級全面推行「用普通話教中文」。

鑑於當時在教材方面，特別是語音教材的欠缺，教師需同時面對單元教學和教學語言的轉變，以及學生未

能自如地掌握拼音自學工具等困難，該校教師和支援人員在課程、教師能力發展和學生學習方面進行了一

系列的長遠規劃，並訂定一套切合校本實際需要的策略。通過三年的努力，學校推行「普教中」的進程向

前邁進了一大步。

理念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指引	 (小一至小六)	2004》(下稱《指

引》)	指出：中國語文教學必須加強對學生聽說能力的培養，也應讓學生具備聽說普通話的能力。美國語言

學家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學的主要目的應該是研究「語言能力」，他所指的「語言能力」，就是人們聽懂和

說出話語的能力。「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是相對獨立的，提高語言能力要多聽多說，提高文字能力要多讀

多寫，但二者是有聯繫的」。(興張朋，2005)	內地一些學者早就探討過從聽說教學入手，幫助方言地區的

學生掌握普通話學習。「語言學家認為：語言起源於發音，而後才有文字。普通話的教學就是通過具體的

音形的刺激，在學習者的大腦皮層形成興奮中心與興奮中心的相互聯結，構成一個普通話知識的體系。具

體地說，就是堅持聽說領先，讀寫隨後的原則。」(王淑一，2011)

學校教師決定針對拼音、朗讀、口語交際等語文專項，發展適當的校本教學及評估策略，首先以聽說教學

為切入點，輔以拼讀工具的教授，建構小四至小六「普教中」的校本課程框架，累積教學材料，發展優秀

教學案例。

年級

高小

策略

以長線規劃為手段，每年定立小目標，以年度的發展重點為依歸，以三年為一個循環，分階段地進行。

第一階段從發展四年級學生的聽說能力入手，找出在小四推行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強弱項，以加強學生的拼

音拼寫能力為重點，結合新課程的單元教學，著重發展學生的朗讀能力，培養學生對普通話的語感。第二

階段的支援重點以訓練學生的語文專項能力為主要任務，除發展學生的拼音和朗讀能力外，以大量閱讀為

輔助，提升學生口語交際能力。而第三階段的合作重點則鼓勵學生走出文本，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擅用

語言表情達意。通過校本課程規劃，支援人員和教師期望在校本課程建構、教師質素、學生學習等方面進

行整體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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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1. 啟動期：(2007-2008年度) —從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聽說能力入手，建立師生信心 

該校從小四始推行「普教中」，中文教學語言上的轉變對小四學生受到的影響比初小學生明顯較小。於

是，支援人員和教師決定以教學語言的轉變為切入點，建立課堂教學語言的基本要素，培養學生的聽說

能力。

   ● 通過拼音教學，提升學生的拼讀能力

	 為了深入了解學情，在開學初期，我們對學生進行了前測，希望通過收集學生學習成果顯證，判斷學

生的學習表現，改善學與教。在共同備課中，支援人員和教師集思廣益，對拼音的教學理論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一些實用的教學法，例如：觀察法、兒歌法、辨析法、	畫一畫法、遊戲法等都會廣泛地

在課堂上運用。在學習材料的設計方面，我們利用形像插圖，幫助學生記憶拼音。另外，學校積極創

設語言環境，設立常規的學習活動，例如：「詩人茶座」、「演講角」、「小作家研習日」等全校性

的推普活動，激發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通過一年的努力，在學期結束時，學生進行了後測。通過分析，我們發現學生在詞語朗讀、詞語運

用、句子朗讀等方面進步明顯。	居於中下品的學生人數比率大幅減少，居於上品的學生人數增加了

八成多。在交際運用方面，居於上品的學生人數增加了六成多。(見圖一)。通過課堂觀察和學生考試

的成績顯示，學生的自學能力和拼讀能力明顯提高。當然，學生學習拼音的成效仍有待改善，如何令

學生的拼讀能力得到更進一步的提升，拼音教學如何定位和銜接，都是我們來年合作關注的問題。

   ● 結合文本教學，通過朗讀教學鞏固拼音學習，提升學生的拼音能力 

	 教師預先根據課文的內容進行備課，將文中相關拼音教學重點進行重新安排，以《討厭的大白鵝》(啟

思出版社	四上第一冊)	這篇課文為例，文中有大量的含韻母a、o、e的單字詞，教師將字詞和拼音教

學進行結合，拼音教學不再獨立於文本之外，使拼音和文本教學緊密結合，互補互用。

小結

通過朗讀教學和拼音教學的整合，四年級的課程有了新的變化，學生在這兩方面提升不少，而教師也欣

喜地看到學生在課堂上的明顯進步，為來年進行課程規劃打下良好的基礎。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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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度
小四學生前後測成績對照

拼音符號認讀 拼音與文字配對 甲、讀詞 乙、選詞 丙、讀段 丁、問答 戊、拼讀

卷一 卷二 卷三

	前測平均分 26.45 45.70 9.30 42.88 19.08 58.60 0.00

	後測平均分 44.20 62.15 73.55 92.88 77.42 78.60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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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7　　小六說話評估—分卷安排

題目編號 方式 題數 基本能力

6CSY1
6CSY2
6CSY3
6CSY4

看圖說故事

8

BS2.1 能清楚講述不同類型的故事和作簡
短的口頭報告

BS2.3 能完整地順序講述事件

6CSP1
6CSP2
6CSP3
6CSP4

口頭報告

BS2.4 能運用略有變化的詞語表情達意

BS2.5 能掌握所學字詞的發音

BS2.6 音量運用適當

6CSG1
6CSG2
6CSG3
6CSG4
6CSG5
6CSG6
6CSG7
6CSG8

小組討論 8

BS2.2 能就日常生活的話題和別人討論

BS2.4 能運用略有變化的詞語表情達意

（圖二）

資料來源：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	
　　　　學生基本能力報告	(2009)

2. 發展期：(2008-2009年度) —訓練學生語文專項能力

 ● 提升學生的綜合語文能力

教師們通過研習課本單元後發現，提升學生的閱讀

能力單靠有限的課文未必足夠，為了配合高小學生

應掌握的語文基本能力	(見圖二)，教師們羅列階段

性發展重點，通過相關設計配合單元教學讀寫範疇

的重點，期望提高學生的綜合語文能力。

以圖二對學生基本能力的描述內容為基礎，把課文

的學習重點和基本能力結合起來，抽出其中的語文

能力知識點，如：如何積累詞語、提升匯報和演講

的技巧、如何進行提問、進行個人短講等專項，並

將相關的學習資料輯成小冊子，配合相應的課外閱

讀材料，對這些語文能力進行延伸教學。

以積累詞語單元為例，教師將學生需要學習的詞語重點臚列出來，結合增潤篇章進行施教，除期望增

加學生寫作及口語詞彙外，對課本單元教學也不失為有效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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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配合人物描寫的單元為例，單元教學重點為豐富學生刻畫人物的詞彙量，教師從增讀文章中選

取相關的詞語，通過選詞填空，讓學生能舉一反三，對所學詞語進行靈活應用。針對學生容易混淆量

詞的問題，通過練習讓學生形成語感，在語境中正確運用量詞。當然，教師們不忘訓練學生口語表達

的能力，通過相關問題的討論及課堂活動，綜合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最後，教師會設計同類型的寫

作活動，如「記我的一位好朋友」，從積累詞彙到說話練習，再到個人寫作，輔以教師製作的「人物

描寫輔助字詞表」，活學活用，對文本的單元目標進行延伸教學。

 ● 通過朗讀中國古詩，營造普通話語境，培養學生對普通話的語感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訓練學生朗讀古詩，不但能讓學生了解中國歷史文化，更能通過朗讀一些琅琅上

口、押韻的詩詞，讓學生體會到普通話的韻律美。針對這一點，支援人員和教師緊密合作，根據學生

的實際情况，從朗讀知識、朗讀技巧到朗讀的練習，通過十個單元在全年進行教授。

 ● 加強學生對拼音的延伸學習

教師與電腦科教師協作，對學生的拼音學習進行增潤與鞏固，鼓勵學生利用資訊科技課堂的部分時

間，運用電腦設備資源，結合校本拼音輸入法教材進行練習，把所學的拼音知識活用出來。

小結

通過第二年的合作，教師們除了注重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正音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能將中普兩科有機地結

合，通過大量課外閱讀資料的輸入，以及精心的課前備課，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綜合性地

發展學生的語文專項能力。學生在課堂上越見踴躍發言，言之有理有據。

3. 深化期：(2009-2010年度)—走出文本，表情達意，針對性地提升學生的說話能力

兩年的合作期轉瞬而過，如何鞏固兩年協作計劃的成果，在第三年的支援中既能照顧到學生需要，也為

其升中打下堅實的基礎，成為第三階段支援的重點。「思維是語文的泉源。在理解語言	(聽、讀)	和語言

表達	(說、寫)	的過程中，思維是必要成分。因此，語文能力必須結合思維能力培養。」(《中國語文課程

指引	(小一至小六)》(2004) )	基於此，支援人員和教師們把發展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和思維能力結合起

來，以「走出文本、表情達意，提高學生的閱讀、口語交際能力」為核心，配合課文的單元進行閱讀和

口語技巧的訓練，從詞語積累、匯報、演講、個人短講方面對學生進行系統的訓練。

以《口語表達——如何篩選資料》單元為例：

在說話工作坊中 

同學積極參與小組討論

同學能做到主動發言，各抒己見， 

說話遊戲咭應記一功

支援人員與該校教師協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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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重點：學習篩選資料的技巧

教節 教學活動 教具

第1-2教節 1.	把現時課室各小組的學生重新分組，每組1號學生為第一組，

每組2號學生為第二組，如此類推。運用合作閱讀法著學生分

組閱讀文章中不同部分。																																																																		

2.	閱讀後請每組學生討論每部分的內容及重點，並用不同的方式

演繹出來。

3.	各組同學一邊聆聽一邊評分。(工作紙一)

4.	每組演繹後，學生返回原來的組別，並著各組看一次全文，及

選出演繹得最神似的組別。

5.	教師作總結，並帶出篩選資料的要點。

1.	篇章：《我最難忘

的失敗─第一

次參加泳賽》

2.	聆聽評分紙

第3-4教節 1.	展示一些圖片，著學生挑選符合文章主題的圖片。

2.	派發工作紙，著學生仔細閱讀題目。

3.	閱讀後，每組討論這次寫作的重點，並完成工作紙	(二)	第二部

分。

4.	掌握寫作重點後，著學生分組篩選資料，並完成工作紙	(二)	第

三部分。

5.	小組討論後，著學生思考寫作結構，分辨哪些資料詳寫，哪些

要略寫，個人完成工作紙	(二)	第四部分。

6.	最後，著學生以余錦華的身份寫一篇《我最難忘的「失敗」》

日記。

1.	工作紙	(二)

第5-10教節 1.	教師評講學生的作品，把篩選資料技巧運用於TSA小組討論

中。

2.	給予學生一些延伸活動，讓學生練習篩選資料，並把重要的資

料表達出來。

小結

學生通過掌握說話的策略和方法，能有效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通過學習篩選資料的方法，能更精闢地提

煉說話的重點，從而在有效的時間內完成說話目標。

成果

1. 校本「普教中」課程方面

普通話科與語文科兩科整合，發展和完善了校本單元教學教材、說話教材以及朗讀教材，優化了校本單

元和聽說教學的課程。

2. 教師發展方面

教師們普遍認為，小四始推行「普教中」，學生已具有三年學習中文的基礎，教學語言上的轉變和中文

教學需同時進行，學校必須在課程規劃、師生心理上作好充分的準備，才會令到計劃成功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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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方面

通過三年的學習，學生的拼音能力得到鞏固，其普通話的語感通過大量朗讀更得以加強。而藉著有效說

話技巧的運用，也充分拓展了學生的語文思維能力。	

反思及建議

用普通話教中文，學生不但要學習普通話的正確發音，更重要的是能在日常生活中運用，課堂內外的課程

整合不容小覷。教師在規劃課程時，應時刻保持學生對「語文」科學習的敏感度，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對普

通話語音的認識的「糾纏」中，如何借用普通話教學的語言媒介，加強「語文」的學習實效，提升學生的

寫作及語文思維能力，才是推行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精髓及目的所在。

參考資料

課程發展議會	(200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小六)》。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興張朋	(2005)。《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漢字文化，第1期。

王淑一	 (2011)。《論教師普通話學習特點及教學策略》。中國論文下載中心。網上資源：http://www.

studa.net/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支援人員：戴園園女士 



97

增潤課程、照顧差異—「普教中」校本課程示例

背景

高主教書院自2008/09年度開始在中一級試行「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至今已推展至中三。由於小

學部亦快將全面推行「普教中」，故現過渡階段中學部採用「一級兩語」的模式，每級挑選一班	(首屆)	或

兩班參與計劃，其餘班別則保留「粵教中」，為以後的發展提供可比性的參考經驗。

由於粵普班雙軌並行，原有的中國語文科及普通話科的課程不變，加上男生的語言發展差異較大，故學校

決定以「增潤課程」、「照顧差異」為試行計劃的兩個重點發展方向。學校在原有的課程內「增潤」教

學，協助「普教中」班學生適應教學語言的轉變，並打通普通話與中國語文科的學習。實踐教學時，亦融

合拔尖保底策略，讓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皆能參與課堂，有所提升。

年級

中一至中三

策略

三年推行「普教中」的過程是一個經歷規劃、實踐、評估而自我完善的過程。因應不同的發展需要，學校

逐步完善具針對性的學與教策略。

發展需要 策略

訂定「普教中」

發展目標及成效

指標

◆ 整體規劃、逐步發展

「普教中」是一種持續的教學模式，推行前必須有健全的發展藍圖，作為推進計劃

及檢討成效的依據。學校先通過測試及調查問卷掌握學生的意向及發展需要，然後

以三年為期，訂定階段性目標及預期成果，建立校本課程框架：

發展「普教中」

教學策略

◆ 增撥資源、推動教研

由於前線教師沒有實踐「普教中」經驗，故學校除了參加本組支援計劃外，還額外

增撥資源，讓兩位核心教師於計劃首年合教一班。藉此騰出空間讓兩位教師進行教

研，加強檢討與反思，發展「普教中」增潤練習及教學方法；並加強學習輔導。

加強優質輸入，鞏固

　語言、聆聽和朗讀能力

加強互動，提升理解、

　說話及寫作能力

中一級(起步階段)

中二級(加強階段)

中三級(延展階段)

綜合讀寫聽說訓練，

  提升內容深度及表達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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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習差異 ◆ 保底措施

由於中一學生的普通話能力差異較大，故學校每年於上學期均設有保底課程。課程

內容包括拼音、對譯詞彙、規範語法等基礎知識及口語訓練，並有前、後測跟進學

習進度。在課堂教學方面，教師亦會因應學習情況進行班本調節，加強支援，如重

複聆聽錄音、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多用合作學習策略等。

◆ 拔尖策略

至於學習進度較快的班別，教師會通過提問及課堂活動提高要求及難度，使學生發

展更高層次的理解及評論能力、口語組織與表情達意技巧。此外亦會引入自評、

互評機制，砥礪學習；並鼓勵語文能力較高的學生參加「其他學習經歷」中的普通

話活動及各類比賽，「多種方式的學習會比單一的學習提供更多的成功的體驗」

(Carol	Ann	Tomlinson,	2003)，藉此增加展示及觀摩的機會。

教學設計

為協助「普教中」班適應普通話教學，學校發展「增潤」教學，提供額外的課程調適。增潤教學涵蓋聽、

說、讀、寫四個範疇，除鞏固學生的語文知識和普通話水平外，也同時提升賞析能力及閱讀品味。增潤內

容配合原有教學單元主題而設計，約每月進行一次，每一個課業都在兩個教節內完成。其特色如下：

1. 三年課程目標

年級/目標 「普教中」學習目標 「普教中」學習重點

中一級 普通話成為教師課堂語、

提升聽、說能力

▽ 	加強優質輸入，要求學生聽準讀音

▽	鞏固漢語拼音，使成為自學工具

▽	朗讀成為課堂手段	

▽ 	積累普通話詞彙

中二級 普通話成為師生課堂語、

提升理解、說、寫能力

▽ 	加強聆聽理解，要求學生回應較高層次問題

▽	善用思維圖以解讀文本

▽	掌握朗讀技巧，建立普通話朗讀信心和能力

▽	用先聽後說、先說後寫策略，做到「說通寫暢」

中三級 普通話成為交際語、

提升思維力及表達技巧

▽ 	深入研討文本，提升分析、評論能力

▽	加強自評、互評，促進交流

▽	提升表情達意的要求

2. 教材

優質的語音及語言輸入對奠定普通話基礎非常重要，故學校在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朗讀的60篇美文

中選取教材。這些精煉、優雅的美文，首先提升了學生閱讀和朗讀的興趣；遣詞造句所用的規範現代漢

語，對促進學生「言」、「文」一致更有潛移默化的作用，也可裝備學生將來取得認可的普通話水平資

歷。

3. 教學流程

增潤教學以學生為本，重視引導、參與，讓學生充分實踐及交流。每次增潤教學，都有機結合聽、說、

讀、寫四種課業，由聽讀入手，最終結合說寫。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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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準讀音

積累詞彙

仿讀品讀

歸納文意

比較分析

盡抒己見

師其所長

融會創作

增潤課程為時三年，隨年級遞進、學習目標逐步提高，教材及教學要求也會相對轉變，讓學習由淺入深，

從簡到繁，循序漸進。每年的教學步驟規劃如下：

年級/策略 「普教中」學習目標 教材及教學流程

中一級 提升聆聽、說話能力 ◆ 以抒情/趣味短文為主

◆ 分步教學：

略讀  聆聽填充  仿讀  分析內容大要  摘錄佳句及

分享  品讀

中二級 提升理解、說話、

寫作能力

◆ 配合教學單元進行，選文較長、主題多元化

◆ 分步教學：

聆聽填充  內容探究（短答）  朗讀、品讀  仿作、

續寫

中三級 提升思維能力及表達技巧 ◆ 配合教學單元進行，體裁、題材多元化

◆ 分步教學：

聆聽填充  內容、技巧比較分析及評鑑  即席短講/品

讀   自評、互評  話題寫作

4. 工作紙

教師會配合工作紙進行分步教學。工作紙內容基本包括誦材、聆聽填空、解構思維圖、及說、寫跟進練

習。題目的難度每年遞增：中一級多用填充、開放題，中二級加入比較分析題，至中三級則主要為延伸

及評論題。其中思維圖為連貫三年的重點訓練。作為有效的視像工具，學生先用思維圖解讀文本，理解

作者思路；熟練以後，就可自行用思維圖促進說話及寫作。「思維圖能夠由『點－線－面』有效地幫助

學生從『詞－句－文或篇』的表達，對學生聯想式的思考、表達和寫作有很大的幫助。」（吳偉平、李

兆麟編著，2009）
		

    中一級「增潤練習」工作紙樣本　　　　　　　　　 中二級「增潤練習」工作紙樣本（分析部分）

基本模式



100

教學示例 

課題：莫懷戚《散步》節選

對象：中二學生

學習重點：

1.	能聽準內容及整理文章主題

2.	能以標準普通話聲情並茂地朗讀課文

3.	仿照文章，寫出一段流暢的抒情短文

4.	鞏固認識散文的特點

教學流程：

教學重點 內容/活動 理念說明

導入──

聆聽訓練

◆ 聽準讀音

◆ 找關鍵詞

1.	 聆聽台灣歌曲《我們的愛》，找出歌中表達情

感的動詞

2.	 從遣詞討論及歸納歌曲主題

3.	 引入主題，提問：

 除了愛情之外，現實生活中還有什麼如此真摯

動人的關係？

▽ 	用生活材料作引入，提起

興趣

▽	先教會學生從關鍵字詞推

敲主題

▽	從「男女之愛」引入其他

深刻的感情

聆聽訓練

◆ 聽準讀音

◆ 推敲主題

閱讀、說話訓練

◆ 闡述主題

◆ 評價文章技巧

4.	 聽準讀音，邊聽邊做詞彙填空題

5.	 理解聆聽內容，填寫內容思維圖

6.	 選段朗讀及提問分析，學生用自己的說話歸納

及闡述文章主題

	 主題：「我們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親，我

的妻子和兒子。」（第1段）、「這南方初春

的田野……這一切都使人想著一樣東西──生

命。」（第3段）

	 分析：生命的承傳與親情

7.	 選段朗讀及提問分析，學生用自己的說話歸納

及闡述文章的主旨及思想感情

	 主旨：「到了一處，我蹲下來，背起了母親；

妻子也蹲下來，背起了兒子。我和妻子都是慢

慢地、穩穩地，走得很仔細，好像我背上的同

她背上的加起來，就是整個世界。」（第7段）

	 分析：妻子背起了兒子，是養育下一代的象

徵；兒子背起了母親，是反哺的標記，代表生

命的循環往復。作者選擇遷就母親，母親卻選

擇遷就孫子，呈現三代人濃厚而含蓄的親情

8.	 引導學生評價文章技巧：用精緻細膩的語言、

動作描寫，表達人物含蓄而濃烈的感情

▽	用美文作教材觸動學生的

情感
▽	用水平測試篇章及錄音作

優質的語言輸入，積累規

範而優美的詞彙、語法、

句型，有利說寫發展

▽	用概念圖整理聆聽資料，

提升理解、組織、綜合分

析及表達能力

▽	通過朗讀理解文章的思想

感情

▽	提升評鑑能力

課堂充滿琅琅書聲

朗讀訓練

◆ 朗讀、品讀

◆ 語調恰當地展現

主題及情感

9.	 用不同的朗讀模式（齊讀、對讀、個人讀），

讀準音節（配合拼音符號），讀出文章的思想

情感

10.	學生自評、互評，互相觀摩學習

▽	反復朗讀，鞏固讀音及朗

讀技巧

▽	讀中感悟，品味語言

翁碧霞老師引導同學演繹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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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第七段原文

寫作訓練

◆ 吸收長處，自由

創作

◆ 自我修訂

11.	選取文章最細膩的片段（動作—情感），即場

進行仿寫

	 題目：「參考文章第七段的寫作方式，回憶生

活，描述你們一家人和美溫馨的場面。」

12.	點選同學朗讀自己的作品，進行互評

▽	吸收教材養份，轉換角

色，進行再創作

▽	即場短寫，訓練靈活思維

及提升寫作速度

▽	通過朗讀及聽取同學意見

來修訂文章

鞏固語文知識

◆ 重溫散文特色

13.	重溫散文的定義及特色

	 「散文」是指與詩歌、小說、戲劇並列的一種

文學體裁。散文寫法自由、取材廣泛，篇幅不

限。基本有主題鮮明；語言凝煉；及靈活表達

三種特色

14.	分組討論、匯報及回應

		 題目：「試分析本文的散文特色，並作簡單的

點評。」

▽	應用及鞏固語文知識

▽	提供散文評論的鷹架，提

升評論能力

總結、鞏固

及延伸學習

15.	總結本課學習重點

16.	布置延伸習作

	 題目：「自習林清玄的《和時間賽跑》（節

選），分析文章的主題和主旨，並加以評

論。」

▽	鞏固文章分析及闡述能力

學生課堂作品（舉隅）

片段仿作

「我向著太陽走去，妄想把那太陽抓到手裏，走不遠就被那公園裏的

石頭絆倒了。我坐在地上向太陽指手劃腳的喊起來，接著又哭起來。

爸爸一手把我扶起，然後背起了我回家去。那溫暖的陽光，照在我們

的心上，把影子拖得長長的，兩個人的影子疊在一起，就像是永遠不

會分離一樣。」 中二  莊卓朗同學

學習成果

經過接近三年的實踐，增潤教學的成效可以從學生的期終考試、調查問卷及聯校觀摩活動中看出來。

期終試成績：為了評估計劃成效，學校試圖追蹤首屆學生的成績。下圖所示為首屆「普教中」班與非「普

教中」班學生，自中一級（2008/09）至中三級(2010/11)以來校內期終考試所得的整體平均分比較。比較

卷別包括普通話能力（圖一）、寫作能力（圖二）及閱讀理解能力（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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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圖二 圖三

首屆「普教中」班在中一進入計劃之前曾經過簡單的評估，普通話基礎較佳的學生優先選錄，其次是中文

的閱讀和說話能力達到中、上水平的。經過三年學習，這批同學在學習表現上的優勢一直延續。

●	從圖一看，「普教中」班的普通話能力，持續明顯比非「普教中」班的成績好，這是預期之內。普通話

能力考試，內容涵蓋語音知識、聽辨、朗讀及說話能力。增潤課程注重聆聽、朗讀及運用普通話交流，

學生的普通話能力自然得到大幅提升。

●	從圖二看，「普教中」班的寫作表現亦比非「普教中」班強，尤以起步期的差異更為明顯。教師分析原

因是在寫作初期相對較少受方言影響，用詞較準、行文暢順，所以整體成績較好。這是普通話教學「我

手寫我口」的結果。至中二、中三，文字駕御能力逐步拉近，但寫作內容及組織仍以「普教中」班的平

均表現較好，估計這跟增潤教學的練筆有關。

●	從圖三看，「普教中」班閱讀成績也比非「普教中」班的成績優勝。閱讀卷著重考核學生對文章的理

解、重整、伸展、評鑑等能力，這與增潤教學常用的思維圖、比較分析和文章評論也應有密切的關係。

調查問卷：學校於每年年終均會安排「普教中」班學生檢視自己全年的學習情況，並填寫反思表。從回收

問卷所見，大部分學生都滿意「以普學中」，認同課堂語言有利語文學習，並樂意延續這種教學模式。個

別同學的意見節錄如下：

●	「因用普通話學習中文，我的文筆較流暢，而且記敍清楚，所以寫出來的作品較為自然，容易令人明

白。」 (中二 張梓祈同學)

●	「我認為用普通話學習中文可能會增加學習難度，但確能提升普通話的說話和應用技巧，同時亦能提

升學習質素，因此我贊成用普通話學習中文。」   (中二 章皓智同學)

●	「這令我們對這優美的語言有更深的認識。」  (中二 張皓翔同學) 

聯校觀摩活動：為了增加學生展示及交流的機會，本組特於本年三月

二十五日舉辦「中學聯校學習成果分享會」。參與學校皆在過去三年

推行「普教中」，包括高主教書院、香島中學、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

小學（中學部）、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及福建中學（小西灣）。分

享會包括師生普通話才藝表演、語文應用、個人視讀及二人對讀比賽

等環節，內容皆對應三年初中課程而設計。高主教書院選派多位中三

同學參與表演及比賽，成績優異，在語文應用及普通話對讀比賽更分

別取得冠軍及亞軍佳績。當天擔任評判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

研及發展中心林建平教授也認同此活動可以學以致用，充分展現同學

努力的成果。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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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學 合 作 表 演 繞 口 令 「 十 道 兒 黑 」 和 

「出門前」，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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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整體而言，「普教中」試行計劃的成效是肯定的。其成功原因，其一在於教師能把握學好普通話的關鍵，

多聽多說，由模仿至自主，善用朗讀培養語感，為「普教中」打好基礎。

●	在起首階段，我特別著重朗讀，讓學生在充分理解詞句的基礎上，以生動的語氣，讀好課文的精彩段

落，並細味其中的好詞好句，感受文字的美。期望最終達到積累語言、內化語言和運用語言的目標，進

而提升語感。 （翁碧霞老師）

增潤教材取自國家語委認可的美文，深刻的主題、動人的情感、優美的詞藻，可堪細味，同時促進知性與

感性發展，自會吸引學生主動學習。

●	印象最深刻的是同學以普通話朗讀文章時，大多被語言音韻所感染，而更專注於聆聽及閱讀。   

 （陳慕晶老師）

試行計劃的成效，除了建基於教學理念、教材編選外，還有賴前線教師落實在每一個課節內。計劃教師靈

活運用各種教學策略，重視提升動機、善用合作學習、提供輔導及多種展示、交流的機會，皆能有效地進

行拔尖保底，促進學習成效。

總結

高主教書院的「普教中」計劃有宏觀的視野，一方面以「增潤課程」配合一級兩語的模式，補添現有課程

對「普教中」學生的照顧；另一方面亦根據學生的學習特性及需要進行拔尖保底，以有效的教材、課業及

教學策略「照顧學習差異」。從三年學生整體的回應及學習成果來看，這兩個計劃的主導方向是走對了。

教學語言只是語文教學的其中一種工具。無論採用哪一種語言，只要學校能因材施教，有長遠的規劃，通

過實踐與反思、評估與回饋，持續優化教學，學生的語文學習自會不斷進步。高主教書院的經驗正好為其

他有意發展校本教學計劃的學校提供參考。

參考書目

Carol	Ann	Tomlinson著，劉頌譯（2003）。《多元能力課堂中的差異教學》。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吳偉平、李兆麟編著（2009）。《語言學與華語二語教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高主教書院

支援人員：張珮珊女士、陳月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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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長—構建讀寫結合的教學策略

背景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的教師早於2006年在小二選取兩個班自行推普，在識字、朗讀及寫作等方面

已有一定的教學經驗和教學常規；同時，學生亦已適應四年多「普教中」的教學常規，在聽說讀寫等方面

也具備一定的學習經歷和能力，形成一定的學習優勢。至今計劃已推展至高小階段，教師銳意持續優化讀

寫結合的教學策略，故用「以讀促寫」為發展課題，從單元的整體規劃著眼制定適合學生讀說寫能力發展

的教學策略及學習課件，進一步夯實學生的寫作能力。

年級

小五、小六

設計理念及策略

1. 加強讀寫教學間的內在聯繫，構建以讀促寫的教學策略

《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2004)	建議要培養學生運用從閱讀中所學的書面語進行寫作的能力。這

說明了讀和寫之間是有其內在聯繫，也帶出以讀促寫的必要性。有見及此，有學者提出了以下讀寫教學

策略：張勵妍	(2009)	主張教師通過讀寫結合及朗讀等訓練，幫助學生從閱讀中積累詞彙、掌握語法修辭

等表達形式，再運用到寫作中去；而王燕驊等學者	(1990)	則主張把讀寫對應的片段訓練融入閱讀教學

中，幫助學生在「從說到寫，從仿到創，從部分到整體，從課內到課外」的寫作訓練中，運用從閱讀中

學到的詞句、選材和組材的方法，使讀和寫得到溝通和互補。由此可見，要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以讀

促寫是最為直接的教學手段。

本計劃的教師參考了上述學者提出的讀寫教學策略，嘗試把讀寫教學作有意識的聯繫，並理出校本的讀

寫教學策略—「從課內到課外，從仿到創，從說到寫，從部分到整體」。教師先訂定單元的寫作目

標，在選定重點篇章後，逐步引導學生從課內、外的積累性閱讀中獲取寫作素材及詞句的表達形式，從

片段仿寫中運用組織材料的方法，從先說後寫中加強語言的表達力，從片段寫作	(單項訓練)	過渡到大作

文	(組段成篇)，逐步進行有目的而又有計劃的寫作指導，讓學生從篇章選材、作法組材及遣詞造句等三

方面習得語言，再創設情境，讓學生從寫作實踐中運用語言，從而提高其讀寫能力。

2. 善用學生勤於自學的優勢，提高讀寫教學的效能

《小學中國語文課程指引》(2004)	提到教師可通過語文學習活動及引導，培養學生獲取知識、建構知

識、運用知識、自我監控等能力和獨立學習語文的習慣。同時，課程指引也提到閱讀是獲取知識的最主

要途徑，而語文運用則是建構知識必須具備的能力。

本計劃的教師鑑於學生已具備一定的讀寫能力，且已逐步養成自學語文的習慣，故嘗試把握這種學習優

勢，進一步提高讀寫教學的效能。教師因應單元的寫作練點設計不同形式的自學課業和語文運用練習，

讓學生從閱讀材料中獲取寫作材料，從結合課內、外所學的寫作實踐過程中建構並運用寫作材料，從同

儕分享間自我監控學習進程及成果，從個人創作中培養獨立學習語文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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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 (舉隅)

■ 年級、單元及篇目：小五	果園奇趣《荔枝》、《從「狼桃」到「番茄」》	

■ 單元寫作目標：水果描寫—運用多感官描寫方法及修辭描寫水果的色、香、味

理念/策略

獲取知識 建構知識 運用知識 自我監控 獨立學習

從閱讀中自學

(積累性閱讀)
從課內到課外

從仿到創

從說到寫
匯報與點評

從仿到創

從部分到整體

課前	(全放) 課上	(半扶放) 課後	(全放)

■ 搜集語料

1.預習課業(自學)

*《果研美味》專題研

習冊

-	水果的詩歌、成語

和典故

-	辨識五感	(見圖1)

-	修辭運用	(見圖1)

-	寫作概念圖

*	積累字詞表(見圖2a)

■ 朗讀訓練、寫作指導

2.	複習課文練寫點(課內)

*	辨識五感描寫語句及修辭

法

*	辨析課文框架

3.	增潤教學(課外)

*	擴寫框架[西瓜	(見圖3)、

葡萄]	

*	歸納描寫順序：	

	外	(色)	→	內	(色/香)	→

味	→	感覺

4.	讀說訓練

■ 創設語境

5.	小組課業	

(見圖4a)

*	觀察水果實

物

*	利用仿寫

框架	(見圖

4a)，先說

後寫

*	匯報

6.	師生共點

評

7.	延伸閱讀材料	

(見圖2b)

8.	個人課業	

(見圖4b)

9.	大作文創作

《我最喜愛的

水果》

■ 從閱讀中自學語言

圖1：專題研習冊 ( 課外的自學課業 )

二、你認識哪些可形容水果的詞語﹖試從它們的顏
色、形狀、味道和觸感，用線連上合適的搭配。

	 ‧		可口鮮甜
顏色	‧	 ‧		馥郁
	 ‧		紅彤彤
氣味	‧	 ‧		清香撲鼻
	 ‧		蜜味
味道	‧	 ‧		齒頰留香
	 ‧		渾圓
觸感	‧	 ‧		柔軟細滑
	 ‧		甜甜酸酸
	 ‧		綠茸茸

(六)  鞏固感官觀察
 閱讀下列各介紹水果的短文，並依符號分別找出

描述水果外形、顏色、氣味、味道、觸感的形容
詞。

外形	 		 顏色＿＿＿	 氣味＿＿＿						

味道	 	 觸感＿＿＿						

菠蘿、又名鳳梨、番梨、地菠蘿等，為
世界五大熱帶名果之一。中國海南、
廣東、台灣、福建都有出產。菠蘿的果
形美觀，色澤艷麗，肉質柔軟，芳香甘
甜，受到人們的喜愛。

辨
別
色
香
味
的
字
詞

片
段
仿
作
（
五
感
、
比
喻
、
排
比
）

辨
別
色
香
味
的
語
句

(七) 感官練習
我們已學會了視覺、嗅覺、味覺和觸覺四種感官
應用。請細讀下面的篇章，運用感官寫作法和比
喻法，用你預備好的中國水果，完成片段描述。

[例]	 荔枝生長著紅艷的皮膚，	 視覺
	 果肉像個透明的玻璃球，	 比喻法
	 卻又帶點淡白。	 視覺
	 荔枝果肉通體豐滿，	 觸覺	
	 柔軟細滑，果香馥郁，	 嗅覺	
	 充滿了清甜絕頂的果汁。	 味覺

1.		　＿＿＿＿＿生長著＿＿＿＿＿＿＿＿，
	　果肉像個＿＿＿＿＿＿＿＿＿＿＿＿＿，
	　卻又帶點＿＿＿＿＿＿＿＿＿＿＿＿＿。
				　＿＿＿＿＿果肉＿＿＿＿＿＿＿＿＿，
	　充滿了＿＿＿＿＿＿＿＿＿＿＿的果汁。

(八)修辭練習
1. 試在圖框內畫一種水果，並仿照例句造一個

排比句。
[例]很多人都喜歡吃番茄。喜歡它的鮮紅亮麗，
					喜歡它的飽滿多汁，喜歡它的甜美可口，
					喜歡它的營養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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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a：積累字詞表(課內、外的自學課業)

外形 皮 顏色 果肉 香味 味道 觸覺 感覺

◆	 橢圓形

◆	 硬殼

◆	 沉甸甸

◆	 肥嫩

◆	 碩大

◆	 溜圓

	 圓溜溜		

圓鼓鼓		

圓滾滾

◆	 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	 厚	/	薄

◆	 硬殼

◆	 圓滑	

光潤

◆	 擦了油般

光滑

◆	 有茸茸的

細毛

◆	 有尖刺

◆	 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	 紅豔豔	

紅彤彤

◆	 鮮紅

◆	 黃澄澄

◆	 金燦燦

◆	 黃裏透白		

黃裏透紅

◆	 翠綠

◆	 紫黑

◆	 間有深綠	

色的花紋

◆	 色澤鮮豔

◆	 晶瑩透亮

◆	 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	 果瓣

◆	 排列整齊

◆	 飽滿多汁

◆	 晶瑩透明	

晶瑩透亮

◆	 長形小粒

◆	 顆粒

◆	 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	 清香	

果香

◆	 芬芳

◆	 香氣襲人

◆	 誘人

◆	 濃烈

◆	 濃中帶香

◆	 獨特

◆	 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	 清甜

◆	 鮮甜

◆	 濃甜

◆	 甜美	

甜蜜

◆	 甜滋滋

◆	 苦澀

◆	 酸溜溜

◆	 柔軟嫩滑

◆	 噁心

◆	 有層次

◆	 多汁水

◆	 爽脆

◆	 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	 軟綿綿

◆	 細膩

◆	 柔軟

◆	 滑溜溜	

光溜

◆	 嫩滑

◆	 鬆脆

◆	 粗糙

◆	 硬邦邦

◆	 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	 垂涎三尺

◆	 千姿百態

◆	 教人心動

◆	 喜上眉梢

◆	 愛不釋手

◆	 急不及待

◆	 清涼

◆	 清爽

◆	 撲鼻而來

◆	 甜蜜

◆	 入口即溶

◆	 _______

◆	 _______

◆	 _______

■ 從閱讀中積累語言，從寫作實踐中運用語言

圖2b：延伸閱讀材料(課外的自學課業) 圖3：課外仿寫框架(西瓜)

優秀作品欣賞‧水果篇 [席新(2007)]

1.	 這種西瓜，皮薄肉脆，全都是紅沙瓤，一刀子切下去，只聽見
咯咯紮紮的亂響，	濃甜的汁水就順著刀子流了出來。

2.	石榴熟了，紅色的果實裂開了嘴，露出了珍珠般的顆粒，好似
迎著我傻笑。

3.	一個個紅艷艷的蘋果，散發著陣陣誘人的香氣，它們就像擠在
一起的胖娃娃，扒開綠葉笑瞇瞇地往外瞧。

4.	桌上放著一個幾乎有小孩子拳頭那麼大的水蜜桃。這個水蜜桃
一個頭尖，兩邊各有一條凹進去的縫，全身有茸茸的細毛，半
邊黃裏透白，半邊大概是曬太陽的緣故，黃裏透著紅。我用手
輕輕地捏一捏，軟綿綿的。

圖4a：小組課業 圖4b：個人課業

分組活動

(一)	段落仿作：試從色、香、味三方面觀察所選的水果，用

						完整的段落描寫它。

＿＿＿＿＿＿(水果名稱)的外形是＿＿＿＿＿＿的，外皮是	

＿＿＿＿＿色的(色)，好像＿＿＿＿＿＿。我小心地摸摸它，

＿＿＿＿＿＿＿＿＿＿，把＿＿＿＿＿＿(水果名稱)切開，裏面

是＿＿＿＿＿(色)的果肉，＿＿＿＿＿＿＿＿＿，輕輕一聞，

＿＿＿＿＿(香)撲鼻而來；放進口裏品嘗，＿＿＿＿＿(味)。

＿＿＿＿＿＿＿＿＿＿＿＿＿＿＿＿＿＿＿＿＿＿＿（感受）。

試從色、香、味三方面觀察一種水果，用完整的段落描

寫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自行選材，活用所學的仿寫框架、字詞及修辭進行
片段寫作。

從 研 習 冊 、 課

文、課外的優秀

片段描寫中持續

積累好詞，在小

組、個人課業中

學以致用。

西瓜的外形是圓溜溜的，外皮是青綠色的，

還間有深綠色的花紋，像大海的微波，給人

清涼的感受。把西瓜切開，裏面盡是鮮紅的

果肉，飽滿多汁，輕輕一聞，一股清香的氣

息撲鼻而來；放進口裏品嘗，西瓜的汁液在

口裏流轉，令人感到甜蜜又清爽。

豐富課文的仿寫框架，進一步提煉擴寫框

架，以便進行鷹架教學。

色（味覺）

香（嗅覺）

色（味覺）

設計語文運用練習，讓學生利用已學的字詞、仿寫框架及比喻有
序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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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分享

1. 優化教師的讀寫教學策略

在計劃下，教師的讀寫教學意識和能力都得到同步的提升。前者表現於教師已養成「每單元都練筆」的

教研常規，後者則可從以下的反思紀錄中得知，教師借助讀寫教學策略幫助學生從閱讀中積累字詞、寫

作素材和組材框架，且頗見成效。

單元 單元寫作目標 反思紀錄 有效的讀寫策略

小五

自然

世界

詩歌仿作

運用多感官描寫法

仿寫詩節

教師透過複習學生已學的《春天的小雨滴滴

滴》、《小雨點旅行記》等篇章能引發學生的

興趣，進一步加強學生對多感官寫作的認識。

積累性閱讀	 (多感官手

法、擬聲詞、修辭法)

學生能運用篇章的詞語進行創作。 從仿到創	(運用語言)

小五

果園

奇趣

水果描寫

運用多感官描寫方

法描寫水果的色、

香、味

教師運用課外的擴寫框架（葡萄）來跟學生一

起嘗試以色、香、味三方面描寫葡萄，從而讓

學生知道把水果描寫得更具體。

從課內到課外	 (建構組

材框架)

教師在課前已布置預習工作紙，讓學生搜集描

寫水果的詞彙。學生在分組寫作中也能運用有

關的詞彙創作。

從閱讀中自學，從仿到

創	(運用語言)

教師提供仿寫框架(西瓜)，讓學生根據框架進

行創作，學生在用詞和修辭方面都能掌握。

從課內到課外	 (建構組

材框架)	 →	 從仿到創	

(運用組材框架及語言)

小六

讓世

界充

滿愛

人物描寫

利用人物的動作	

(動詞)	和表情	 (形

容詞)	描寫人物的

情緒。

教師額外為學生提供有關的詞語，有助學生學

習。

積累性閱讀

2. 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

由於教師在讀寫教學時著力引導學生從閱讀中積累好詞佳句、選取和組織寫作材料等寫作知識，凡此均

有助學生學以致用。綜觀學生的分組及個人作品，大抵都能借助仿寫的框架，把上述的寫作知識轉化為

寫作能力，寫來得心應手、文從字順；當中更不乏「從仿到創」的佳作，充分發揮讀寫並進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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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分組課業

	從 中的用語可見

學生雖已掌握步移法框

架，唯在寫作時，仍有

自己一套表述用語；

	學生能因應情境，並根

據寫作要求，運用自學

的考察工作紙內容，自

行選材及組材進行創

作；

	 中的用詞乃取自

積累字詞表，可見學生

能學以致用。

 ■ 描寫次序：外形→外皮→果肉→氣味→味道→感受

圖5a：分組課業(附仿寫框架)

	 中的用詞都能從水果描寫詞庫

(見圖2a)中找到，可見學生能運用從閱

讀中所積累的字詞寫作；

	學生按仿寫框架的描寫次序寫作，畫

有﹏﹏﹏的文句乃學生靈活運用修辭

的創意表現。

圖5b：個人課業

	學生能運用水果描寫詞庫中所積累的字詞寫

作；

	學生能按仿寫框架的描寫次序寫作，且能靈活

運用修辭，寫出畫有﹏﹏﹏的個性化文句；

	學生能運用《果研美味》專題研習冊中的自學

成果(排比句)(見圖1)作結。

 ■ 寫作要求：運用步移法、多感官描寫描寫情景，並加入適當的情感表達和想像(修辭)

									

嗅覺

視覺、嗅覺

嗅覺

視覺

想像、嗅覺

視覺、聽覺

情感	(體會)

情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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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展望

1. 讀寫結合的整體規劃

本文所述的讀寫教學策略是綜合的語文能力訓練，它把聽、說、讀、寫的訓練都統攝其中，當中著重善

用課文內容進行有效的寫作指導，做到讀中學寫，讀寫相長，俾能加強片段仿作與大作文間的「組件關

係」。綜觀教師的教後反思所得，這必須在課節和教學指導上作出到位的安排，方能成此美事。

因此，教師可利用連課設計進行寫作指導課，加大課上朗讀及講評的力度，讓學生能從充分的讀中積澱

規範的書面語言，觀摩同一主題下不同的寫作選材和組材的手法；從充分的說中分享自學資源，口頭運

用語言；從充分的寫中運用語言，掌握規範的書面語言。此外，教師可引入寫作講評的常規，讓學生從

遣詞造句、選材和組材手法等方面提出優化建議。這種有意識的「升格」練習，既可優化書面語言的表

達，又可培養學生自我監控的習慣和能力，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寫作水平。

2. 讀寫教學的調適策略

本文的讀寫教學策略乃建基於師生在學與教方面的同步優勢上，如何因應學生的程度量體裁衣，制定合

適的讀寫教學策略？教師可從調動學生的自學能力、增加學習支援兩方面著手。

在布置積累性閱讀材料時，多用聯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以理解閱讀材料的策略，讓學生從過往已學的

文章中重溫並積累寫作語料；同時，透過調適自學課業的份量及要求，如以圈劃及辨識練習為主，再輔

以豐富的示例作指導。在引入新授內容時，教師除須提供鷹架式的指導外，可多進行填空式或換詞式的

仿寫教學；而在語用實踐時，可多設計填空式仿寫框架的小組課業，並容讓學生以先說後寫或先寫後說

的形式完成，再視乎學生的課堂表現決定是否布置個人課業，以減少學習負擔，增加其學習成就感。

3. 突破「教學輔件」的局限

本文的讀寫教學策略講求師生共同作出裝備，當中教師是否能提供足夠而到位的「教學輔件」是關鍵，

這包括在準確統整單元寫作目標後，理出仿寫框架，設計相應的積累字詞表和搜集閱讀材料等。然而這

些「教學輔件」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學生的依賴性，且各有限制，如仿寫框架會局限思維，學生的作品

易出現千篇一律的現象。至於積累字詞表和閱讀材料等知識則有時限性，如何確保學生不會學後即忘，

能在日後的寫作時學以致用？

針對仿寫框架的局限性，朱作仁等學者	(2001)	曾指出：讀寫結合中強調從模仿中實現寫作知識的直接遷

移，除可在短時間內提高兒童的作文水平外，還可提高其對作文興趣和積極性。這說明了仿寫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同時，他們也提出，仿的目的是為了不仿也能寫。從圖6的學生作品中可見，學生雖已習得步

移法的組材框架，惟在寫作實踐時仍有具個性的內容和語言表達，充分發揮自主寫作的空間。

有見及此，教師可透過充分「延續」仿寫框架、積累字詞表和搜集閱讀材料等「教學輔件」的工具性去

解決上述問題：著學生按年級逐年把它們存於「寫作歷程檔案」中，一則有助接任的科任檢視並掌握學

生過去幾年的寫作進度和所學，二則有助師生進一步善用及積累寫作材料，一舉兩得。當學生已具備一

定的自學能力時，教師更可嘗試要求學生自行搜集相關的用詞及閱讀材料，進一步培養其獨立學習語文

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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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教師在特定的校情前設下，從單元的整體規劃著手，在訂定單元寫作目標後，銳意把閱讀教學和寫作教學

作有意識的聯繫，理出「從課內到課外，從仿到創，從部分到整體，從說到寫」的讀寫教學策略。經過

教師反復的教學實踐及反思，足證強調從閱讀中進行有目的而又有計劃的寫作指導策略，實有助學生把寫

作知識轉化為寫作能力，從而提高其寫作能力。常言道：「教無定法」、「沒有最好(的教學法)，只有更

好」。相信教師透過日後反復的教學實踐及反饋，讀寫教學策略將能更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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