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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的需要

導引

面向訊息萬變的新世代，社會對人材的要求亦不斷轉變。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有著多元文化的背景，對

具國際視野的人材需求與日俱增。隨著社會的轉變，教育更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發揮學生的潛能，提高個人質素，以加強香港競爭優勢。在2004年度小一派位機制改變，非華語兒童可選

擇入讀本地主流學校，他們在學習中國語文普遍遇到困難，並存在很大的差異。語文教學支援組（下稱支

援組）配合教育局的有關政策，為學校提供適切的語文學習支援服務，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

過去十年，支援組為收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因應不同的校情、生情，發展切合學生學習需要的校本課

程。支援組與學校擬訂課程發展方向，通過校本課程規劃、教材開發及調適、教學策略及評估設計等方

式，照顧非華語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從而提升中文學習效能。同時，於課外推行伴讀計劃及暑期銜接課

程等支援模式，促進非華語學生融入本地的校園生活。期望通過與學校的協作，達致「照顧差異、促進共

融」的目標。總結十年的支援成果，學校在課程發展、教師專業成長及學生學習成果等各方面，皆取得豐

碩的成果。

在校本課程發展方面，支援組根據《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與學校擬訂合適的校本課程。

收取較少量非華語生的主流學校，採用抽離班輔助模式，從「聽說→識字→閱讀→寫作→綜合能力→文

學、文化」，逐步建構學生的語文能力，協助學生融入主流中文課程，打穩語文基礎，為銜接中學作好準

備。在傳統收取大量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因應不同校情，或自行開發學習材料，發展階梯性的教材；或調

適坊間教材，建立能力分層的課業，切合非華語學生的能力發展需要，以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官立嘉道

理爵士小學的示例展示學校本着拔尖不封頂的理念，通過靈活規劃課程，分階梯處理學習差異，照顧不同

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讓學生的語文能力能逐步銜接主流的水平。李鄭屋官立小學的示例則展示學校因應

學生的學習需要，既提供不同程度的抽離輔導班，亦採用適異教學策略，為學生提供全面支援，貫徹照顧

差異、因材施教的理念。

在課堂教學方面，支援組與教師一起探討有效的教學策略，設計靈活多樣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中

文的興趣，發展學生讀寫聽說等語文能力。通過課堂實踐與教學反思，優化與整理教學經驗，積累成寶貴

的教學資源。在聽說能力表現方面，學生大致能理解話語中的主要訊息，就日常生活話題與人交談，運用

口語順序講述故事的大概。對非華語學生而言，運用豐富語言描述特定的情景，仍是學生的難點。因此，

教師運用看圖說故事作為媒介，教授學生觀察圖畫的重點、口語詞彙的運用及組織故事內容，以提升學生

的口語表達能力。李陞大坑學校的示例將展示如何運用校本說話教材，通過課前預習、時間線、圖象法及

推測等策略，讓非華語學生突破看圖說故事的難點，建立學習鷹架，逐步掌握組織圖畫內容的方法，順序

說一個完整的故事。

閱讀範疇方面，非華語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的表層意思，能簡單歸納篇章內容大意。但對於閱讀篇幅較

長、內涵較深的閱讀材料，學生的閱讀能力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教師通過不同的策略，加強非華

語學生閱讀能力的培養。青衣商會小學及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的示例展示如何運用圖書教學，培養初小

非華語學生的閱讀能力及學習中文的興趣，繼而通過圖書閱讀促進學生說話及寫作的能力。保良局林文燦

英文小學的示例則展示教師通過多元教學策略，幫助學生掃清字詞障礙，理清文章脈絡，從而把握文章主

題，深入理解文意，讓高小非華語學生的閱讀能力逐漸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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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一直是教師所關注的範疇，由於非華語學生的詞彙量及文句表達的能力較弱，因此，教師積極探

求有效的寫作指導方法與寫作策略，期望學生在框架輔助下，漸漸掌握寫作的方法。我們喜見非華語學生

從句子、段落到篇章的寫作過程，有著不錯的進步。學生大致能運用所學的詞語、完整句子寫作內容完整

的文章及不同的類型的實用文。多年來，不同學校進行系統的寫作規劃，設計多元化的寫作活動，提供適

切的輸入，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及興趣。寫作能力的培養仍是未來持續發展的方向。（歷年個案可參考支

援組網頁） 

評估是學與教不可或缺的一環，支援組因應校情，與學校發展整全的評估規劃與適切的評估工具，通過

數據分析準確地量度學生的語文水平，從而回饋學與教。此外，發展「從評估中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藉以培養學生的語文自學能力。寶覺小學的示例將展示如何通過目標設定、自我監控、自我評

估及建立檔案等策略，提高學習意識，培養非華語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

 

學習不單在課堂中發生，課外活動亦是學習語文的良機。本組與學校推行伴讀計劃，安排華語學生作伴讀

大使，藉有系統的互動學習，提升非華語學生識字與閱讀的能力，促進共融的校園。此外，學校藉暑期銜

接課程，把中文學習與服務學習有機結合，讓高小非華語學生在進行社區服務時應用所學，為學生創設成

功經驗，亦加深社區人士對少數族裔的認識。課程除了鞏固學生語文能力及提升學習興趣外，亦為學生提

供基要的學習經歷，以促進全人發展。

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支援組多年來就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學與教課題，通過網絡活動、課堂教學研討

會及語文教學的分享會，進行課堂觀摩與交流，分享校本經驗與成果，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過去十年的

分享主題包括識字、閱讀、寫作、綜合能力、文學文化等，以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為目的。藉教學分享與

交流，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歷年語文教學分享會及工作坊詳情，可參考本組網頁）

回顧十年，展望未來，我們期望藉著對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所積累的經驗，予近年新取錄非華語學生

的學校參考借鑑，協助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盡快適應和融入香港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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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不封頂—調適教材、靈活規劃，
為非華語學生制定合適的學習階梯

背景

非華語學生的背景比較特別，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及生活習慣，加上不同的來港時期，跟

本地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固然有很大的距離，非華語學生之間的語文能力亦出現很大的差異。為讓他們學

好中文，度身訂造校本教材，幾乎是不能避免的事情。有學校或為學生重新編寫學習材料；也有學校採用

主流教材，參照本地學生水平，加以調適，成為合適的校本教材。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傳統以來都以收非華語學生為主，全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非華語學生。過去，由於

大部分學生都不打算長居香港，故中文一直是該校的第二或第三語言。因此，主流的中文課程並不適合他

們，校方需發展校本課程。以前，曾由教師自行編寫教材，內容較著重與日常生活有關的「聽說」範疇。

隨著社會的改變，現在大部分非華語學生計劃留港長居，升學謀生。而入讀小一的學生亦大多曾接受本地

幼兒教育，中文能力較以前提升。為了使學生能融入香港社會，適應社會需求，校方意識到課程改革的需

要。同時，學校為了讓學生能順利銜接到下一個學習階段，校方乃選擇回歸主流課程，採用坊間出版社的

教科書。

2007年，該校便從初小開始進行課程改革。但基於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有一定的難點，例如語境薄弱、起

步點低、缺少支援、文化隔膜等等因素，雖採用主流課程，但必須因應學生能力，作出適當的調適。

年級

小一至小六：常規班課程

小一至小四：精英班課程

策略

1. 設定不同的學習目標

 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能力差異很大，教師憑經驗觀察學生的表現，訂立適切的學習目標，然後按目標靈活

規劃課程，期間因應學生的需要和能力，調節教學內容和施教步伐，達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2.按能力分階梯

 為能力一般的學生編排常規課程，根據主流課程，加上適當的調適，全面地提升學生語文水平，使他們

更容易融入香港社會。另為能力較佳的學生，例如曾接受本地幼兒教育或在語文有特別優異表現的學生

設立精英班課程，分階梯處理學習差異。

3.採用「拔尖不封頂」理念

 學校按學生表現一步一步的推進課程，期望學生畢業後能入讀主流學校，順利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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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學校採用「常規」及「精英」課程並行，詳細設計見下面「課程發展圖表」（下稱「課程表」）：

1.常規班

(1) 學習內容（見課程表A欄）

 (I) 識字教學：小一上學期，採用坊間的識字書，透過兒歌遊戲，讓學生認識中國文字的偏旁部首、

筆劃筆順，掌握漢字的認讀和書寫方法。

 (II) 調適主流課程：小一下學期，就開始採用主流學校的課本教材，因應學生的能力，決定每年所教

的冊數和內容。例如：主流學校一年教四冊，該校一年教兩冊。又當教師發現某一冊有許多重複

之處，便將該冊刪除（例如第8冊），以加快課程的進度。

(2) 學習目標（見課程表B欄）

 (I) 設定教學目標：每年設定重心的教學目標，例如小一較重視識字教學；小二、小三輔以圖書教

學，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小四、小五則著重寫作教學，透過讀寫結合、以說帶寫等策略，訓

練學生的寫作能力；小六則著重發展讀寫聽說並重的綜合能力，課程加入了不少基本能力評估

（BCA）的課業。

 (II) 文章的選擇：教師需檢視教科書的內容，剔除一些比較深奧的古典詩文，找出配合學生能力及需

要的內容來施教。例如記事單元中，一篇文章是記敘學生參加校際朗誦節比賽的情況，另一篇則

是記敘購物的過程，教師就選取了購物篇。因為並不是每個學生都有參加朗誦比賽的機會，但每

個學生都有購物的經驗。選材貼近學生生活，容易引起共鳴，所學的字詞句式亦可在日常生活上

使用。

 (III) 單元的內容：每單元都著重讀、寫、聽、說的均衡發展，兼顧綜合能力的訓練。例如教新詩，除

了教學生字詞及內容，還要學生掌握新詩的格律，進行新詩仿作，並試行朗讀演繹自己的作品。



2626

(3) 課業設計

教師需因應學生的能力，配合教學目標和單元重點，設計多樣化的「輔助工作紙」。設計的原則是採

用鷹架原理，分拆學習重點，給予不同程度的扶手，逐步提升學生的能力，鞏固學習效果。例如：

依照例句，用「⋯⋯沒有⋯⋯，只有⋯⋯。」來仿作句子

  例：那兒沒有青葱的樹木，只有很多工廠。

  1) 我的學校沒有游泳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操場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評估

全部以中文擬卷，設計多元化題型。針對非華語生中文語境比較薄弱、認識中文詞𢑥較少的特點，

「學教評」三者必須配合。

2.精英班

 課程改革試行兩年之後，教師發覺學生的學習能力有頗大的差異，站在「拔尖不封頂」的原則下，校方

決定在每級開設一班精英班，將每級中文成績最佳的學生集中一起，特別施教。期望中文能力較高的學

生能更接近主流學校學生的水平，將來能順利與主流中學接軌。

(1) 學習內容（見課程表C欄及D欄）

 (I) 識字教學：小一入學，先用「識字教學」，鞏固學生的認字和書寫能力，同時識別精英學生。

 (II) 精英課程：教師因應學生的能力，加快課程進度。例如：常規班一年教二冊，精英班平均一年教

三冊，以此類推。精英班特別著重「讀寫」的訓練。

(2) 資源

利用「指定學校」的特別撥款，增聘人手。每級設一班精英班，由一位教師任教。

(3) 課業設計

使用比較接近坊間的材料，扶手較少，五年級甚至可用坊間的寫作練習。

(4) 評估

由於課程進度比常規班快，所以精英班的考測都是獨立擬題，以考核學生更高層次的語文能力。直到

小五下學期，因為要升中呈分，為了公平起見，精英班才跟常規班採用相同試卷。

3. 學習配套

 除了致力改革課程及評估方式外，學校亦盡量發掘資源，發展配套，提高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其中實

施多年，行之有效的是「伴讀計劃」。

(1) 計劃理念

由於該校大部分都是非華語學生，語境薄弱，為了增強語境，乃設法運用社區資源，邀請附近中學的

學生到校擔任「伴讀大使」，透過彼此的接觸，促進民族的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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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作方法

聖保祿中學的學生每週到校當一次義工，為非華語學生進行認字伴讀。透過一套閱讀系列，循序漸進

地幫助非華語學生開展閱讀能力，亦透過各種的遊戲，培養非華語學生的閱讀興趣。 

(3) 成效

經過幾年的伴讀，成績較好的高年級非華語學生已可當「小老師」，為低年級的同學進行伴讀，回饋

社群，建立互動互愛的校園氣氛，令伴讀者與被伴讀者都有得益，達致雙贏的效果。

學習成果

1. 學習進程 (見下圖)

 2011-2012年，學校的常規班剛完成六級的課程改革。常規班小六完成主流教科書第十二冊。課程內

容注重「讀寫聽說」的均衡發展，跟以往只注重「聽說」有別。而精英班則剛完成四年級課程，完成

主流教科書第十一冊。預計到2014年，當精英班完成小六時，會讀至第十七冊（見課程表D欄）。

 2012-2013年，常規班會教至第13冊；精英班則計劃教至第19冊。2013年，教師會再檢討學生的學

習情況，因應學生能力，逐步推進課本冊數，以提升學生的中文水準。

 現時，精英班的人數約佔全級的五分之一。期望將來愈來愈多學生有能力加入精英班，讓精英班的人

數比例由五分之一增加至三分一，甚至二分一。整體情況是樂觀向上的，學校及學生仍有進步的空

間。

小老師為低年級同學伴讀 小六級進行小組討論

學習進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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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作品

 《學校秋季旅行》是小五常規班學生Maira的作品，她能寫約三百字的文章。教師採用「讀寫結合」的

策略，在學生學完了一篇「記敘文」之後，便為學生創設真實的語境，帶學生到公園旅行，然後寫成此

文。作品顯示她已充分掌握寫「記敘文」的基本方法，包括時、地、人、事、感等寫作元素。文章採用

步移法寫成，有適當的分段，段與段之間用連接詞聯繫。文章內容有實物的描寫，亦有個人感情的抒

發。文句方面，她能善用課堂學過的叠詞和句式。

　　　《學校秋季旅行》

十日十三日（星期三）        晴

今天是學校的旅行，我、老師

和同學到元朗公園。

首先，我們在百鳥塔觀賞雀

鳥和拍照。百鳥塔是高高的，塔頂

是尖尖的，顏色是紅色的。白鳥塔

裏住了一百多隻鳥兒。我覺得很開

心，因為牠們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我最喜歡白色的鳥兒。

接著，我們到山頂廣場。那兒

有小食亭和高大的樹。我們有的坐

在樹下說說笑笑，有的玩耍和吃東

西。外邊很熱，來到山頂廣場，我

覺得很清涼，因為有青綠的大樹，

十分涼快。

我們再到草地。草地的顏色是

綠油油的。我們坐在草地上一邊休

息，一邊談天。有的同學在跑跑跳

跳。草地的質感是軟綿綿。我覺得

十分溫暖。

然後，我們到足球場。那兒很熱鬧，我們玩得很高興。我們贏了一個比賽，我覺得十分開心，因為我第一

次贏了足球比賽。

最後，我們到噴泉廣場。我們觀看噴泉和一起拍照。我們走在噴泉外，覺得十分清涼。

那天真是很難忘的旅行日。我希望下一次旅行會一樣覺得很開心。

《我的詩歌》是精英班學生Clarice在小四下學期

的作品。學生讀了幾首新詩，掌握了「新詩」

的格律，便進行仿作。整首詩分成四節，她用

四個季節的花朵比喻人生的四個不同階段，生

趣盎然。四節都採用排比句寫成，形成流暢輕

快的節奏感，加上多姿多采的形容詞，構成一

首優美活潑的新詩。

《學校秋季旅行》 

小五常規班Maira

①

②

③
④

新詩仿作 《我的詩歌》 小四精英班Clarice



2929

3. 學生的學習動機

 現在每級的精英班約有十餘人。精英班的學生及家長反應良好，認為精英班的課程具挑戰性，能鼓勵優

秀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動機，增加學生的成功感，更有效啟發學生的思維及想像能力。

反思及建議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的中文課程改革歷程，給其他非華語學校展示了一條可參考的道路。其他學校並不需

要一成不變的仿效，只需按學校的情況和學生的實際能力，自行調適。假設學校收的小一新生，大部分都

沒有入讀本地幼稚園，為了鞏固其基礎學習，小一、小二則只宜每年教兩冊；到小三，若發覺部分學生基

礎已穩定下來，表現良好，則每年可改為教三冊。到小六畢業時，學生該可完成16冊（詳見課程表E欄）。

如小一新生都曾入讀本地的幼稚園，能聽能說中文，學校可趁低年級課程較簡單容易，一年教三冊；到

五、六年級，由於課程及文章都較深奧複雜，學生較難掌握，便可改為一年教兩冊，讓學生能有充足的時

間消化。學生小六畢業時，同樣完成16冊（詳見課程表F欄）。

總結

教非華語學生的教師們，任重道遠，因為教導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是一項艱巨及複雜的工作，必須經常檢

視教學的進程，按學生情況，靈活規劃。期望隨著教師經驗的積累，課程會逐步優化，能更有效地引發非

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提升他們的中文水平，幫助他們融入主流社會，成為香港的資源。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

支援人員：黃鄧淑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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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課程發展—適異教學的實踐

背景

在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時，教師常要面對較大的學習差異。所謂差異，具體來說是兩種情況：（1）因著母

語的不同，非華語學生與本地學生在中文學習上存在差異；（2）因著成長背景及學習經驗的不同，非華語

學生本身在中文學習進度上亦有差異。要處理這些學習差異，首先要做的是釐清學生的學習需要。

李鄭屋官立小學為傳統多收非華語學生的學校之一，並自多年前開始發展校本中文科課程。教師有見學生

的差異近年愈見擴大，乃憑藉豐富的經驗，分析學生的學習需要，修訂校本課程，並在課堂教學上運用照

顧差異的策略，以提升他們的中文能力。

年級

小一至小六

理念

照顧學生學習需要是發展校本課程的重要考慮因素（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2008）。就語言課程發展

的理論來看，「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是重要的一環（Brown, 1995; Nation & Macalister, 2010）。我

們要問：學生已經知道甚麼？需要知道甚麼？他們的語文水平已到甚麼程度？要達至甚麼程度？他們在學

習上會遇到甚麼問題？可以怎樣幫助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這種對學生學習需要的照顧，其實就是適異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的基礎（Tomlinson, 1999）。

Toml inson提出教師可根據學生的需要，在學習內容（content）、學習過程（process）及學習成果

（product）等課程元素中作出調整，以提升教學成效。適異教學可以說是以學生為本的有效教學法。

李鄭屋官立小學的教師在為非華語學生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時，就是以本身豐富的課堂教學經驗為起點，分

析校內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訂定適切的學習目標及內容，以及運用適異教學策略，以令到不同程度的

學生都有所得益。

策略

在分析學生的中文學習情況後，教師發現困難主要來於：（1）學生的書面字詞學習效果不理想，積累少、

易遺忘；（2）學生的融會、綜合能力稍遜，未能有效組織所學並用於表達方面，這尤其影響了學生的讀寫

能力發展；（3）學生到校及學習中文的年期不同，本身的中文水平參差亦大，加重了教學的困難。因應這

些情況，教師在設計校本課程時運用了多種策略，包括適異教學設計、加強教學的組織性、加強字詞學習

及推行「拔尖補底」抽離輔導班。以下會就這幾種策略作說明及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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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說明 舉例

適異教學

設計：

學習內容

方面的調

整

閱讀教學的調適：「核心課文」

 部分語文能力較弱的學生閱讀課文時

頗為吃力，教師因此製作核心課文。

核心課文是指在盡量保留文章原意及

學習重點的前提下，抽取原文的要

點，刪去枝節，簡化語句，結合成一

個較簡易的版本。

 核心課文亦可作為教授原文的輔助，

讓學生在閱讀篇幅較長、內容較豐富

的原文前，對內容大意先有所了解。

 以下的核心課文就是由原來 6 段 431 字，簡化

為 3 段 192 字。

 核心課文簡化首尾兩段文字，以突出重點；對敘

述遊覽內容的部分則予較大刪削，僅保留旅途行

程及簡單描述，以使文章重點更為顯豁。

閱讀教學的輔助：概念圖

 運用概念圖以幫助學生理解課文。概

念圖將課文各段落的重點及內容間的

關係標示出來。這樣既有助學生理解

文章的內容及結構，亦有助於他們在

寫作時作為文章組織結構的參考。

 概念圖將課文各段落的重點，及內容間的關係標

示出來。

加強教學

的組織性

「閱讀—說話—寫作」教學的結合：

 加強教學的組織，結合「閱讀—說

話—寫作」的學習內容，是要解決學

生「不知如何下筆」的困難。

 上述閱讀課的文章概念圖提供了一個

有效的寫作框架，而教師所安排的說

話教學則有助學生構思內容。

 寫作前先讓學生就題目「參加一次學校秋季旅行

的情況和感受」演說，並設有問題以引導學生組

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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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異教學

設計：

學習成果

的調整

寫作任務的調適：

 雖然有了前述的輔助，但對部分學生

來說命題作文仍是太困難，故此教師

設計了能力程度要求不同的寫作任

務：對能力較佳的學生，只提供一些

關鍵字詞，而對能力稍遜的，就會再

加上一些詞語、文句及段落結構的輔

助。

 兩種程度的指示：（1）教師按題目及需要給予

字詞；（2）加上詞語、文句及段落結構輔助。

加強字詞

學習

 建立篇章教學常規：在篇章教學中，

建立通用的教學環節程序框架，用以

幫助教師編寫教案及施教；其中加重

字詞學習的份量。

 增潤課程：除了校本課程外，亦找尋

及發展合適的學習材料作為增潤課

程。初小年級的增潤材料包括坊間主

流學校採用的識字及圖書教學；教師

會加以剪裁、調適，以打穩學生的語

文基礎，以及提高學習興趣。

 學校採用的篇章教學環節程序框架，字詞學習在

其中佔重要位置，務求學生能加深理解及鞏固所

學。

 在教授字詞時採主題組織方法，將詞語組合為網

絡（如將有關動作或感受的詞語組合為網，又或

按遊記文章中各個行程名目組合為網），以幫助

學生掌握及記憶詞義。

抽離輔導

課程

「拔尖補底」抽離課程：

 教師於主流的中文課堂外設置各類的

抽離輔導班，照顧不同程度學生的需

要。小一新生及各級插班生須修讀銜

接課程，學習基本的課堂用語，為進

入課堂作好準備。學習情況未如理想

的學生則須參加暑期輔導課程，複習

所學，打好基礎。至於中文水平較佳

的五、六年級學生則可修讀拔尖課

程，內容集中於閱讀及寫作範疇。

 學校課程設計概念圖：核心課程、增潤課程及抽

離班課程三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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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這種因應學生學習需要的校本課程發展及教學調適，使學與教兩方面都有所得益。就教的方面說，學生的

差異在課程規劃（抽離班的設置）及課堂教學（學習內容及成果的能力分層設計）兩個層面得到照顧，減

輕了教學的負擔，有助提升效能。就學方面而言，學生的學習難點（字詞及讀寫）得到適當的照顧，而且

能按程度接受適切的內容及學習任務，對提升學習效能很有幫助。

以下就學生寫作作品以說明不同程度的學生所達致的學習成果（其中能力較高的學生有修讀拔尖課程）：

作品示例 說明

能力較高

的學生

 寫作任務所給予的提示較少；

 學生都能寫作一篇內容明確、段落分布

清晰、詞句通順的文章；而其中內容及

組織結構上都有別出心裁的變化。

能力稍遜

的學生

 任務的設計主要是讓學生學習運用所學

字詞，鞏固對詞語/短語的掌握；

 教師會借此向學生複習文章的內容及結

構特點，提高他們對記敘文的認識。

 當學生的能力有所提升，所給予的輔助

會隨之減少。例如這個示例中，學生須

寫出所參加課外活動的好處，以為文章

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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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展望

學校這次推行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策略能取得效果，是教師能將校本課程發展與課堂實踐經驗與學生需要

切實地結合起來：

1. 課堂經驗為本：校本課程的發展是建基於教師在課堂前線所取得的寶貴經驗，經過反思以總結為可行的

教學內容及方法。無論是加強字詞學習的措施，又或是具體的工作紙能力分層設計，都可見到教師對學

生學習情況的掌握。在這個過程中，教師由「課程使用者」變為「課程發展者」，負起更多的課程決策

責任，是校本課程能取得成效的關鍵（Law, Galton, & Wan, 2007, 2010）；

2. 學生需要為本：無論是校本課程的發展，還是適異教學的設計，重點在於對學生學習需要的分析。教師

對學生的學習進程及難點，以至能力程度不同的具體情況清楚掌握，才可以有效的發展課程、調適教學

內容和方法。

當然，其他因素的配合，例如學校領導層在資源上及精神上的支持、同事的通力合作等，對於任何校本課

程發展工作都是重要的。展望將來，無論在校本課程方面（例如如何設計高小年級的增潤課程），又或是

照顧學習差異方面（例如如何靈活運用課堂分組），都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本計劃正是為校本課程的發

展及不斷完善的過程，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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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鄭屋官立小學

支援人員：黃汝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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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看圖說故事探討非華語學生的校本課程規劃理念

背景

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指出：對非華語學生而言，學習一些基本的中文口語，已可用中文

與人溝通，換言之，這已達到「基本人際溝通能力」（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的層面。如果

要進一步運用中文學習其他知識，就不能局限於人際溝通的層面，還要增加語彙的積累，培養和心智發展

相應的讀寫能力，提升至「認知學術語言水平」（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的層面（課程發

展議會，2008）。達到這個層面，非華語學生才可以使用中文積累和增長知識，拓寬學習的範圍，持續進

步。

李陞大坑學校為照顧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自2004年開始發展校本學習材料，以聽說先行、採用粵語拼

音輔助，培養學生的聽說能力，繼而發展學生的識字及讀寫能力。由於學校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在缺

乏豐富的中文語言環境下，如何深化非華語學生的說話能力，提升至「認知學術語言水平」層面，是教師

共同關注的發展方向。有見及此，學校於2011-2012年開始，根據《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課程

發展議會，2008）及學生基本能力以及設計校本課程經驗，優化說話教學課程，建立有系統的校本聽說教

材。課程內容參照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評估模式，通過看圖說故事的訓練，提升學生的說話能力；同時，培

養學生的思維及組織能力，包括：觀察、聯想、推測能力等。

本個案集中分享學校小六級看圖說故事的教學設計，探究有效的教學策略，為持續發展學生的說話能力奠

定良好的基礎，並總結成功的校本經驗，分享學校如何通過有效的課程規劃，為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匯聚

知識。

年級

小六

策略

1. 整體說話課程規劃，循序漸進地發展學生說話能力

 學校針對非華語學生的學習特質與需要，有系統地規劃各級的說話教學重點，建構學生的說話能力發

展。各級分階段按學生的能力發展而調整教學時間與內容。第一階段期望學生能掌握說話的基本要素：

發音正確、聲音響亮、能運用完整句子說話，從而培養學生說話的信心。第二階段為培養學生說話的內

涵，從日常生活對答、按單圖說完整句子、四幅圖畫及單圖說故事，培養學生的觀察及組織能力，由整

體到局部、定角度、按順序說故事。逐漸發展學生推想圖畫以外訊息，加入創作成分，促進思維能力發

展。第三階段除看圖說故事之外，亦加入小組交談、口頭報告及小組討論的目標，藉以培育學生溝通能

力與口語交際的能力。通過整全的說話課程規劃，循序漸進地發展學生的說話能力，同時增加語彙的積

累，從「基本人際溝通能力」提升至「認知學術語言水平」層面作過渡性的準備。藉看圖說故事培養學

生的觀察、組織及思維能力，拓寬學習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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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看圖說故事發展學生的口語溝通能力，以下為小一至小六的看圖說故事發展規劃：

年級 學習重點

小一 單圖：詞彙、句式、說完整句子。

小二 單圖：在小一的基礎上豐富說話的內容，如加入形容詞修飾、組合成小段落。

小三 四幅圖畫：按時、地、人、事（起因、經過、結果）說故事，加入簡單的感受。

小四 四幅圖畫：按順序說故事，能加入創作成分，如構思圖畫以外的訊息，人物對話及感受。

小五 單圖：根據圖畫的主題，組織及構思內容，順序說完整的故事。

小六 單圖：加入創作成份，如構思圖畫以外的訊息，人物對話及感受，指出故事的教訓。

2. 預習圖畫相關詞彙，準備說話內容

 非華語學生最大的困難是詞彙匱乏，即使學

生能理解圖畫的內容也未能表達。因此，教

師通過預習課業設計，讓學生預先觀察圖畫

內容，根據時間、地點、人物、事情及感受

等，熟讀與圖畫相關的詞彙。藉此為課堂省

卻認讀字詞、解釋詞意的時間，讓學生及早

進入學習組織故事內容的環節，增加說話練

習的機會。

3. 運用圖像思維、時間線及連接詞，順序組織故事的內容

 高小的單圖說故事較四圖的要求更高，由於單幅圖畫只能

反映特定時空的某一情境，學生必須觀察圖畫表達的訊

息，組織一個合理的描述，推想整件事件發展的起因、經

過及結果，再順序組織故事的內容。參照Vygosky (1978) 

的「鷹架式學習」(Scaffolding Learning) 理論，為學生提供

一個豐富的學習環境，讓學習者在專家或有經驗的學習者

示範中，掌握看圖組織故事的方法。教師運用圖像思維、

時間線及連接詞，示範如何組織事件發展的順序，讓學生

講述故事時更有連貫性，條理清晰。在課堂中運用圖像思

維，減輕非華語學生書寫大量漢字的負擔，給予空間讓學

生構思內容。

4. 運用多元策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1) 小組合作學習，以強帶弱 

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差異大，學生的說話能力亦有明顯的

差異。通過小組合作學習，並通過以強帶弱，能力高的

學生擔任小老師作示範及指導，鼓勵朋輩之間的互動與

學習。小組進行預習詞彙的朗讀及輪流說故事，亦能增

加學生說話的機會。
小老師正在指導同學說故事

教師指導學生如何組織故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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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層課業設計，保底不封頂 

按學生高、中、低能力設計分層工作紙，為學生擬訂不同的目標及提供不同程度的輔助。期望能力稍

遜的學生亦能在輔助及提示下，講述故事的梗概；能力較高的學生能豐富故事的情節，聯想創新的故

事結局。分層課業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皆能參與課堂，達至保底不封頂的目標。

分層工作紙設計，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

小六級 看圖說故事教學設計

學習目標：

1.說話扣住話題，圍繞中心，培養組織故事的能力

2.按時地人事及人物的感受，完整地說出故事內容

學習難點：學生推想「事件發生過程」的能力較弱

教學步驟 內容/活動 理念/說明

板書課題及

學習目標

1. 教師板書課題及列出學習目標  學生明白課堂學習目

標

引起動機 1. 提問學生，讓學生分享經驗：

 上次學校旅行時，你們進行了甚麼活動？(燒烤、堆沙⋯⋯)

2. 今天我們會學習「看圖說故事」，這張圖片的內容是有關學

校旅行的。讓我們看看這班同學旅行的情形，說說他們發生

了甚麼事情。

 連繫生活經驗，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

跟進預習

詞彙鞏固

1. 跟進學生預習工作紙，嘉許學生的預習成果。

2. 分組活動：四人一組，輪流朗讀預習詞彙。其他組員可提示/

糾正同學正確讀音與音調（用2號聲）。

3. 邀請學生向全班朗讀（用3號聲），教師適時指導及修正。

 小組合作學習，鞏固

預習詞彙。

 運用聲量圖提示，根

據不同場合運用不同

的聲量。

課堂工作紙提供的框架，輔助學生組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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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重點

建構故事

1. 展示圖片簡報，邀請學生於簡報上圈出重點，並作簡單的描

述。預計學生圈畫的重點：

 彩虹、燒烤場、涼亭、雨水滴、學生、老師 等

2. 教師提問並引導學生觀察圖畫，描述圖畫的內容。教師適時

修正及重整學生的話語，示範運用完整句子建構圖畫意思。

 例如：提問內容（關於老師/學生）

 (1) 圖中的人在哪裏？（燒烤場）

 (2) 他們在做甚麼？為甚麼？（避雨、剛下雨）

 (3) 你能推想下雨前，他們在做甚麼？（燒烤/其他合理答案）

3. 運用剛才描述的各個重點，組織故事內容，說出故事的起

因、經過及結局。

(1) 請同學聯想故事發展的情節，想想首先發生了甚麼事？

 然後怎樣？

 (2) 你能推想故事的結局嗎？（同學繼續燒烤/其他合理答案）

4. 小結：

 運用圖像及時間線重溫事件發生的過程。

 圖像顯示：準備燒烤g下雨g避雨g晴天g繼續燒烤

 *提醒學生於開始及結局亦可作其他合理答案

 引導學生觀察圖畫的

重點內容。

 通過提問，引導學生

運用完整句子描述圖

畫內容。

 教師適時作示範與修

正，提供「鷹架式學

習」，協助學生建立

口語表達的能力。

 引導學生運用聯想能

力，推想圖畫以外的

訊息，培養學生的創

意思維。

 運用圖像法及時間

線，組織與釐清故事

的脈絡。

說話練習 1. 展示課堂練習工作紙，指導學生運用關鍵詞及圖像組織故事

的內容，及運用連接詞串連故事（首先、突然、於是、後

來、最後），使故事的組織條理分明。

2. 個人練習：請學生用1號聲自己練習說故事。

3. 老師板書及示範講述故事的要求準則：

   運用完整句子說話

   說話要流暢

4. 小組練習：學生四人一組輪流講述故事，其他組員用心聆

聽，並可提示/協助完善故事內容。由下一位組員負責給予簡

單評語。

 善用說話框架輔助，

教師示範及訂定說話

的準則，指導學生組

織及講述故事的方

法。

 小組合作學習，讓每

個學生都積極參與活

動，彼此尊重。

成果展示

點評回饋

1. 邀請個別學生到台前講故事，並鼓勵學生豐富故事內容，使

故事更生動有趣。

2. 教師與學生點評，給予適切的回饋。如運用完整句子/說話流

暢/內容豐富⋯⋯

 多給予展示的機會，

讓學生取得成功感。

總結 1. 你們今天學到甚麼？

2. 你認為有什麼最困難？

3. 在講述故事時，要包含哪些重點？

4. 若到郊外遊玩時突然下雨怎麼辦？

 總結課堂所學，鞏固

學生的後設認知，在

實際生活上應用所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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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

1.提升說話能力

 通過教師的引導與鷹架，學生的看圖說故事能力有所提升。除觀察能力及組織能力之外，學生能圍繞中

心說話，順序講述故事，有連貫性，並有條理。學生敘述故事發生的經過時，能邊敘事邊抒發感受。詞

語的運用大致有變化，聲量適中，能達到基本能力的要求。

學生能自信地、清楚地講述故事

學生講述故事內容概要：

「星期六的早上，一班同學和老師一起乘

搭巴士到郊野公園燒烤場燒烤。突然間落大

雨，於是他們跑去涼亭避雨，涼亭有很多人，

所以好擠迫。後來，停雨後出現彩虹，有些人

很開心，因為停雨了；但有些人不開心，因為

所有食物濕了。最後，他們因為燒烤場濕了，

所以他們去7-11買食物，之後他們玩了一會

兒，就回學校去。」

學生積極表達自己的構思

2. 發展自主學習能力

 學生善用預習，仔細觀察圖畫內容，圈出圖畫中的重點訊息，重組故事的發展順序。預習詞彙讓學生積

累說話的材料，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於課堂中練習，有效推動課堂成效。通過學習策略的掌握，提升

學生在課堂的參與性與自主性。

3. 培養思維能力

 學生能運用時間線及連接詞，組織故事發生的經過。通過

開放性的問題引導，學生能聯想不同的故事內容及結局，

產生新的意念，發展創意思維。課堂中所見，學生積極參

與，表達自己的新的意念，氣氛樂也融融。

反思

1. 學生的說話能力發展

 非華語學生的說話信心及能力得以提升，總結出以下的有利條件：通過課前充足的預習，包括觀察及圈

畫圖畫重點；熟讀關鍵字詞，掃除詞彙匱乏的障礙；從關鍵詞組織為句子及語段，裝備學生的說話內

涵。另外，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於課堂中運用思維策略組織內容，以建構圖畫故事的意義；加入連接

詞串連情節，使故事表達更有條理。循序漸進地發展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逐步提升學生的深層次交流

和溝通。

2. 教師作為課堂的促進者

 教師擔任引導與促進學習的角色，明確說話課的學習目標，提升學生的學習意識；讓學生自己總結及反

思課堂所學，提升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同時，因應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難點及需要，善用預習策略，為

學生解決詞彙匱乏的難點；運用時間線及思維圖像，將組織故事內容的方法形象化，步驟更明晰，過程

細緻，多作示範引導，提升學生的說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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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學習社群，培養課程領導

 學校的中文科組根據年度的關注事項開展教研，各級教師一起參與共同備課，結合團隊的智慧，了解學

生的前備知識與能力發展，探究優化課堂教學的策略。教師掌握如何分析學生的學習需要，如何調適設

計，優化課堂教學。在教師精心佈置教學內容，各教學環節皆緊扣學習目標，教學步驟仔細詳盡，課堂

引入及總結皆回應教學目標，逐步建構學生的說話能力，課堂教學效能得以提升。

展望

要培養非華語學生的說話能力，整全的規劃與全方位配合極為重要。學校本年度發展學生看圖說話的能

力，多給予學生說話練習的機會，掌握說話的策略與方法。未來將在說話的基礎上，發展學生的小組交流

與討論的能力，提升學生的應對與溝通能力。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在課堂中綜合運用語文能力，

以讀促說，以說帶寫，從閱讀中學習，打好說話的基礎，發展學生的寫作能力，全面提升非華語學生的語

文水平。

同時，為非華語學生營造豐富語言環境，連繫生活經驗，加強實際的應用，提升非華語學生運用中文的意

識及學習的需要。非華語學生才可以積累語文，增長知識，拓寬學習的範圍，為終身學習、升學與就業及

融入香港社會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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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圖書教學，提升非華語學生語文能力及學習興趣

背景

學習中文對非華語學生而言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漢字無論是字形、聲調、語彙、量詞和語序，與他們

的母語也有很大差異，使學生在學習上往往出現難點或者偏差。坊間教材對初學中文的非華語學生來說亦

有局限，如坊間教科書並非為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而設計，所以教材的內容與非華語學生的日常生活及文

化亦有差距，學生難以連繫生活經驗學習中文。而初小階段的教科書多以童詩、兒歌作教材，篇幅簡短精

煉，對於中文起步點低的非華語學生，往往較難理解及掌握。語言的障礙及不適切的教材，窒礙了非華語

學生的中文學習，更遑論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美國語言學家Krashen指出「易讓學生理解的輸入」有助第

二語言的習得，他認為學習者需要大量接觸有趣而又有關聯性的專案，並通過語境情境去理解含義，這樣

寓於語言中的句子結構和語法規則就自然而然地學會了（郭玲，2011）。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及青衣商

會小學在第一學習階段課程中安排圖書教學，圖書有文字，亦有圖畫，而且「圖」與「文」相互陪襯，相

互詮釋，加上圖書提供故事情境，在閱讀文字的過程中，學生可以利用他們從圖畫中所搜集的訊息來理解

故事，所以圖書可以說是Krashen所指的「易讓學生理解的輸入」。然而，選什麼書及如何教，均為要深思

熟慮的課題。本個案以這兩所學校的經驗，展示如何在初小活用圖書教學，提升非華語學生的語文能力及

學習興趣。

年級

初小

策略

1. 選什麼書

 進行圖書教學的第一步，必然是要選取適合的圖書。不同階段的兒童，其認知與智力發展、語言發展、

情緒、人格與社會發展各有不同（見下表），在閱讀的喜好及需求上亦有區別，教師可參考兒童發展特

徵選取圖書。對初接觸中文的非華語學生而言，閱讀材料以簡易、詞彙少而貼近生活者為佳。當字詞有

了一定的積儲之後，可以逐漸增加閱讀量、拓寬閱讀面。選取閱讀材料要因應學生的識字量，遣辭用字

相對簡單，但內容要配合學生的心智發展（課程發展議會，2008）。一般而言，只要內容主題正確，使

用的文字簡單易明，敘述流暢，插圖風格明朗，內容有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語文元素豐富，能夠幫

助學生學習詞彙、句式，便是一本合適的圖書。

6-8歲兒童發展特徵（林敏宜，2000）

發展領域 發展特徵 選書建議

認知與智力

發展

 專注力增加

 能分辨真實與想像的世界

 通過直接經驗學習

 對自我世界仍感興趣，但對更大範圍的

事物感到好奇，仍以自我觀點看世界。

 有完整內容的短篇或長篇故事

 幻想故事

 運用知識來拓展經驗

 需要各式各樣的書，尤其是描述外在世

界的書。

語言發展  語言能力持續發展，說、讀、寫能力增

加。

 適合朗讀及說故事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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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領域 發展特徵 選書建議

情緒、人格

與社會發展

 努力完成大人的期望

 開始發展對別人的關懷和了解

 正義感增強

 繼續追求獨立性及主動性

 需要家的溫暖與安全

 發展友伴關係

 能預測的故事，以提供成功的閱讀經驗

 有關愛人、同理及推己及人的圖書

 提供討論是非對錯的圖書

 有關自我選擇、責任感及成功冒險的圖

書

 描述各種家庭生活的圖書

 描述朋友間互動的圖書

2. 如何教

內

容

理

解

方法 解說

書名解讀  教師朗讀書名，請學生觀看封面及封底，鼓勵學生與自身的經驗做連結。

 推測書名所蘊含的故事內容

 向學生介紹主角、情境或主題

朗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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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朗讀故事內容，並展示插圖，通過這個先「聽」後「看」的過程，培養學生的

專注聆聽能力和想像力。

說故事  教師先以說故事方式呈現圖書內容，再朗讀故事，初步讓學生認識口語與文字表達

的差別，此方法最適合用於注意力低或年紀小的學生（方淑貞，2003）。

引領思維

閱讀

 教師在課堂上通過說故事、朗讀、不斷提問，培養學生邊讀、邊思索、邊求證的能

力，學生要從已知的內容去推想，再邊閱讀、邊驗證自己的想法。運用這種方法，

學生在閱讀時不斷主動參與，能提高閱讀的動機和興趣，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這方法尤其適用於故事性強及較長篇的作品，成效理想。

朗讀故事  通過學生的朗讀，檢視學生對內容的理解及字詞讀音的掌握，並培養學生的語感。

複述故事  學生複述及回顧故事內容。

問答比賽  通過提問及比賽，評估學生對內容的理解及引發其興趣。

網狀圖示  網狀圖示法（webbing）是一種運用思考組織學習內容的認知策略，當中包括故事

圖（story maps）、概念圖（concept maps）、架構圖（diagrams）等。網狀圖示法

是將訊息組織為有意義且符合邏輯的順序，而以視角化多樣性結構呈現出來，因此

有利於學習及記憶（林敏宜，2000）。

 教師運用故事圖書，引導學生歸納故事要素的內容，一方面評估學生對內容的理

解，另一方面亦可配合延伸的說話及寫作活動，提供框架，讓學生構思說話及寫作

內容。

我想說說  協助學生連繫故事主角發生的事件與自己的生活，並鼓勵學生表達自己對故事的感

受和想法，學生可以圖畫輔助說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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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詞

學

習

趣味學詞

彙

 多感官學習詞彙（圖像化、配合聲音、肢體動作認識詞彙）

 連繫生活經驗，例如教師在教授「躲藏」一詞時，除了運用視覺化策略，安排圖畫

配合講解外，亦讓學生嘗試在課室內「躲藏」，有了在課室內「躲藏」的經驗，學

生會更明白及牢記「躲藏」的意思。

 以具體事例闡釋抽象概念

 視覺分析（符號點綴法 ）

 語言遊戲（配對、尋寶遊戲、砌字、猜謎語等等） 

教學設計

學校有不同的校情，學生的需要亦不盡相同，所以施行圖書教學時亦各有側重點。以下兩個示例展示學校

如何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靈活運用圖書作教材，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及學習興趣。

校本示例一：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校情：全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學生為非華語生，除中文科外，其餘學科以英文為教學語言，中文語境較為

薄弱，加上非華語學生的日常生活較少接觸中文，亦令他們難以積累心理詞彙（mental lexicon），影響了

「基本人際溝通能力」（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學校曾運用教科書，但發覺對初學中文的

非華語學生來說並不適合，因此，學校運用圖書，通過故事情境及插圖，讓學生容易學習詞彙及積累心理

詞彙，培養學生日常口語溝通及看圖說故事的能力。學校的小一課程棄用教科書，運用識字教材及四本圖

書作學習材料，通過圖書教學，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提升識字量。小二課程的學習材料包括教科書及圖

書，圖書教學的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說話能力及品德情意，內容配合教科書單元主題及知識，作鞏固及延伸

學習的閱讀材料（見下表）。

單元 單元一

健康的生活

單元二

家庭生活

單元三

中國傳統節日

單元四

校園生活

單元五（圖書單元）

故事王國

延伸

閱讀

學習

材料

(圖書)

《小女巫飛不起》

《病菌拜拜》

《趕走細菌兵團》

《弟弟出生了》

《莎莎愛爸媽》

《十二生肖的故事》

《過新年》

《在學校裡》

《維妮上學囉》

《瘦皇后》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學習

目標

 說話：培養學

生看圖說故事

的能力

 思 維 ： 想 像

力、批判性思

考能力

 品德情意：培

養良好的習慣

 說話：培養

學生看圖說

故事的能力

 思維：想像

力、批判性

思考能力

 品德情意：

關愛家人

 說話：培養學生

看圖說故事的能

力

 思維：想像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品德情意：關愛

家人

 認識中國傳統節

日「農曆新年」

的意義及習俗

 說話：培養

學生看圖說

故事的能力

 思維：想像

力、批判性

思考能力

 品德情意：

與同學和睦

共處、接受

不同意見

 說話：培養學生看圖

說故事的能力

 思維：想像力、批判

思考及解難

 品德情意：培養良好

的習慣、關愛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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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教學設計中，教學步驟一至三為每次進行圖書教學時會進行的固定環節，教學步驟四為說話教學，

共分三個階段，不同階段閱讀不同圖書，教學的設計亦有不同，由提供示範到逐步放手，循序漸進，培養

學生看圖說故事的能力。

小二圖書教學設計

教學步驟 教學內容

1. 介紹學習

目標

 認讀、理解及運用字詞

 理解故事內容大意

 能看圖說故事

 能發揮創意，解決困難

2. 理解故事

內容大意

及品德情

意教學

1. 書名理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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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生朗讀故事，培養語感。

4. 進行「我想說說」活動

3. 字詞教學 1. 運用圖像協助學生學習詞彙

2. 運用多元化策略協助學生學習詞彙

3. 通過遊戲，鞏固學生的字詞認讀能力及提升學習動

機。

4. 「超級無敵大電視」：遊戲以小組合作及比賽

形式進行，加強學生的協作及溝通能力。通過

遊戲及比賽，刺激學生的外在學習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令他們覺得學習中文是一件有趣的

事。遊戲玩法如下：

 學生4人一組，每組有一組字卡。

 教師連續播放圖畫/生字/詞語，學生從字卡中找

出曾出現的生字/詞語或配合圖畫的生字/詞語。

 答對的得1分，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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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說話教學 第一階段：單元一、二延伸閱讀圖書

1. 全班活動：學生排列圖畫及複述故事，讓教師掌握

學生看圖說故事的起步點。

2. 全班活動：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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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給予相同主題的新圖畫，讓學生運

用圖書中所學的詞彙及看圖說故事技巧，在組內自

由排列圖畫次序說故事。

4. 學生個人說故事

第二階段：單元三延伸閱讀圖書

1. 在理解故事內容及學習詞彙後，重複第一階段的步

驟3及4。

2. 鞏固學習：學生給家長說故

事，家長給予回饋。

家長回饋：
My child read story to me very 

well and clearly.

Her story telling is very fluent and with 

clear voice.

第三階段：單元四、五延伸閱讀圖書

1. 加強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學生改編故事：

 教師運用腦圖，與學生重溫故事主角噴火龍遇到

哪些困難，引導學生思考新的故事主角噴火羊會

遇到哪些困難。

 學生在組內討論噴火羊如何弄熄身上的火，由於

重點是培養學生的說話能力，小二的學生亦未有

足夠書寫能力表達想法，所以教師讓學生畫出自

己的構想。

2. 學生組內說故事

3. 學生個人說故事

4. 鞏固學習：學生給家長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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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示例二：青衣商會小學

校情：全校約百分之六十的學生為非華語學生，除英文科外，其餘學科以中文為教學語言，學校為學生提

供多種課餘的中文學習支援，由於中文語境較強，學生大致能運用中文溝通。學校分別在小二及小三的校

本課程內加入圖書教學，小二級每星期有兩節圖書課，目標是為學生積累詞彙及句式；小三級則設有圖書

單元，目標是發展學生的寫作及思維能力。以下小三圖書單元所用的圖書與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小二圖

書單元所用的圖書相同，但因應學生的能力，目標的設定有所不同，教學設計將展示教師如何以讀帶寫，

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小三圖書單元教學設計

教學步驟 教學內容

1. 介紹學習

目標

 認讀、理解及運用字詞

 理解故事內容大意

 品德情意──控制情緒，尊重別人

 訓練批判思維及解難能力

 運用腦圖構思寫作內容，改寫故事

 能說出完整故事

2. 閱讀及品

德情意教

學

1. 引領思維閱讀：教導學生邊閱讀、邊猜測的閱讀策略，提

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加深學生對故事內容的理解。

2. 我想說說：通過討論及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引導學生明

白作者在故事中帶出控制情緒，尊重別人的訊息。

3. 安排閱讀理解工作紙作課業，工作紙設不同題型及層次的

題目，評估學生理解故事內容的能力。 

3. 寫作教學

以讀帶寫

↓

提取意念

↓

運用腦圖

↓

發揮創意

↓

仿作故事

1. 教師引導，學生分組討論以下各項，仿照圖書故事的骨

幹，運用腦圖構思寫作內容：

 羊會噴火後對日常生活造成哪些不便？

 噴火羊會噴火後對其他人有什麼影響？

 噴火羊用哪些方法令身上的火熄滅？

 故事的結局是怎樣的？

2. 學生匯報

3. 學生根據腦圖資料及圖書內容，仿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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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校亦很關注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動機和學習之間的因果關係，是典型循環而非單向的，學習者

從最初學習所得到的滿足將很有希望發展成想學習更多的動機（Robert M. Gagne；趙居蓮譯，1997）。學

校深明此理，遂安排學生成為故事大使，為學生創設成功學習經歷。學生有兩個任務，第一是將圖書故事

說給家人聽，此舉除有助學生積累向別人說故事的經驗外，亦有助家長了解學生運用中文的能力。

學生講述自己改編的故事《我變成一隻噴

火羊》

學生的另一任務是給小一的學生及全校的教師說圖書故事，小一學生及教師會在圖書大使的紀錄表內表示

喜歡的程度。通過圖書大使活動，學生有數次向人說故事的經驗，得到同學及老師的正面評價，令學生明

白自己有能力運用中文，這個成功經驗亦成為推動他們日後繼續努力學習中文的動力。

計劃成效

在圖書教學下，學生的語文能力得以提升。從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的示例中可見，小二學生能運用敘述

方式講故事，內容大致完整，也尚有條理地講述故事發生的原因、經過及結果，亦能運用適當的詞語，交

代事情發生的次序。雖然學生的發音始終受到母語的影響，未能完全掌握所有字詞的正確發音，而學生的

表達亦有改善的空間，但對一個小二非華語學生來說，能有自信、清楚及流暢地講述完整的故事，表現確

實令人滿意。

我今日要講既故事係《我變成一隻噴火羊》。

隻噴火羊識噴火，因為有一隻蚊，個名係波泰，邊個好容易發

嬲，佢就咬佢，佢就有噴火病。有一個羊伯伯，佢好容易發嬲，波泰

揾到佢好容易發嬲，波泰一針佢，佢就開始噴火。

羊伯伯早上刷牙，個牙刷會燶哂；佢一睇書，個書會燶哂；佢一

同第二個人講野，第二個人會受傷。羊伯伯想D火消失哂，佢諗D辦

法可以幫佢，第一次佢開過冷氣又唔得，第二次佢食一萬杯雪糕又唔

得，第三次佢飲一萬杯水又唔得，最後佢喊，佢既眼淚同埋鼻水流，

佢個口入面D火就熄哂嘞。

最後佢想打死隻蚊，因為佢好憎隻蚊，佢唔想波泰再針其他人。

之後羊伯伯用衣架打，但係又唔打到。佢又用掃把打，又唔打到。最

後佢用木球拍打死隻蚊，佢就唔可以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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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青衣商會小學的示例可見，圖書教學有助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小三學生能運用所學詞彙，寫出一篇約

300字的故事。作品能按內容重點分段，文句通順，亦富有創意。

有一隻蚊子名叫波泰，牠會傳染噴火病。波泰最喜歡吸愛生氣的人的

血。玩具國的文文很愛生氣。今天一大早，文文就被波泰叮了一個包。他

當然非常生氣。文文大叫一聲！噴出了大火。

大火把他的家燒了一半。大火燒了他的牀，大火燒了他的書包，大火

燒了他的電腦。「哇，他是我看過火氣最大的怪獸﹗」

現在我變成一隻噴火羊了！

才一會兒功夫，他就燒掉一輛校車，十朵花和草。打噴嚏的時候，還

燒到他的好朋友樂樂。

噴火羊用五個方法，首先，他開風扇，但不成功，然後，他跳進水，

但不成功，後來，他吃冰淇淋和他把頭埋在大毛巾裏，但不成功，最後，

他把頭埋在沙灘，才能把身上的火弄熄。

哈哈，仙女出現了，她用魔術棒，把波泰變成一隻青蛙。

此外，從兩所學校的學生的自評問卷中可見，圖書教學有助提升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反思

學校從2009起為學生安排圖書教學，成效理想，有見及此，我們除了為初小學生安排圖書教學外，亦在

升讀小五及小五的暑期銜接課程中加入圖書教學，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並鞏固學生學習興趣及培養學生

閱讀中文圖書的興趣。進行圖書教學的準備功夫比用教科書為多，有時亦會遇上不少困難，如心儀的圖書

已停止出版，坊間的書本數量又不足，結果要重新選書。另圖書不會像教科書般提供基本的教學設計供教

師修訂，所以從規劃到教學及評估設計，以至製作教具，教師都必須親力親為，工作量龐大。我覺得圖書

教學的工作雖然辛苦，但亦有助自己的專業成長。看見學生積極投入學習，學習中文的信心及能力不斷提

升，相信是對每一位教師最好的回報。

【青衣商會小學  沈式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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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從上述學校的經驗，我們總結出要成功推行圖書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自信及語文能力，擬訂清晰

的圖書教學目標、選取合適的書籍、教師的熱誠投入、多元化教學策略及為學生創設成功學習經歷，都是

必備條件。

參考書目

方淑貞 (2003)。《FUN的教學──圖畫書與語文教學》。台北市：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林敏宜 (2000)。《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台北市：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郭玲 (2011)。〈Krashen第二語言習得理論與外語學習〉。《太原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頁

136－137。

課程發展議會 (2008)。《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 (非華語學生)》。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Robert M. Gagne作；趙居蓮譯 (1997)。《Conditions of learning and theory of instruction 學習與教學》。台

北：心理出版社。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青衣商會小學

  支援人員：鍾淑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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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閱讀理解的難點—
提高非華語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的校本嘗試

背景

「閱讀是語文學習重要環節，是提升認知學術語言水平的有效途徑。非華語學生在學習中文的任何階段，

都需要閱讀。」（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8：41）。而學者亦指出「閱讀」是「從書面視覺訊息中抽取意

義的能力」。閱讀不止是看懂文字，還要理解及建構文字要表達的意義（Rayner & Pollatsek, 1989）。惟非

華語學生因母語和中文不同，閱讀和理解中文篇章面對重重困難，其中包括識字量不足、語彙、語序與母

語不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8：36-7）。要提高他們閱讀中文的能力並不容易。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

學的學生具多元文化特色，除本地學生外，尚有來自日本、菲律賓、英國、美國、印度、巴基斯坦及尼泊

爾等地，而當中亦有回流華人的子弟。在教授這些學生中文時，教師均表示閱讀理解是師生共同面對的學

與教難點。面對這種情況，支援人員與教師協力尋求提高非華語學生閱讀層次的可行策略。

年級

小四

策略

1. 採分組形式，集中處理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

 「中文是香港大多數學生的母語，他們自小已從日常生活的語言環境中，積累一定的語匯和語言經驗」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4：4）。然而，非華語生卻不一樣，他們學習中文時間不同，語言背景不

一，學習需要與本地學生不盡相同。因此，學校採取分組方式，集中所有非華語生組成「外中班」，因

應學生特質，規劃教學進度、設計及進行閱讀教學。

2. 由點及面，帶領學生掌握文章的深層意義

 在閱讀教學過程中，加強識字教學、強調對文章的整體感知。閱讀教學目標不能只停留於表層理解，必

須引領學生讀出字裡行間、上文下理的意思，進而把握文章細節，探討文章深層意義。

教學設計

1. 學習材料的篩選與調適

 教師選取及調適不同的閱讀材料，突顯閱讀內容的教育意義。教師考慮學生心智發展、生活情境及語文

能力，為四年級學生選取有意義的閱讀材料，以簡易、詞彙少而貼近生活為原則。例如：配合學校生

活、中國節日、文化的題材，採用童詩、韻文、小品等不同的文章體裁。

 以學習材料《詠鵝》、《「X」的話》和《圓圓和圈圈》等為例，教師適當地對材料進行剪裁、修訂及改

編，以配合學生識字及閱讀能力水平，減少語言及文化的障礙，重視中文蘊含的文化內涵，從而提高學

生閱讀中文的信心與興趣，能在閱讀中學習溝通表達，以至掌握中國文化，使學習變得更有意義。

 又以六年級的《陽光皮膚》一文為例，教師把原文改寫成為四年級讀文教材《我們是個大家庭》，善用

班中學生多元民族文化差異，鼓勵同學用中文介紹及分享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促進跨族裔交流。

2. 運用多元策略，優化閱讀過程

 理解閱讀材料時，學生或會欠缺一些基本的概念或先備知識，例如：文化、文章結構、策略性知識等，

因此教師需要運用多元教學策略：用實物、圖片等直觀教具，用動作、手勢、表情等演示方法，或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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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環境幫助解釋詞語的意義。

 帶領學生閱讀時，從初讀感知開始。先不要求精研細讀，而是指導學生從聆聽教師範讀，掃清字詞障

礙，整體把握文章的內容入手。進而才讓學生朗讀，以聽說帶動語文學習，使學生投入課文內容。為了

讓學生把握閱讀基本能力，閱讀教學過程中，盡量幫助學生掌握一些有效的閱讀策略，例如：默讀、圈

關鍵字、找關鍵語句，讓他們自行閱讀，把握文章大意，逐步學會理解。為此，教師特別以連環圖的方

式，讓學生對文章內容情節一目了然，掌握全局。

 閱讀記敘性文字時，配合故事結構圖，幫助學生閱讀後有重述故事的機會，讓他們再次重整與組織資

訊，既確認他們閱讀理解的狀況，又能深化閱讀理解，積累所學詞語。同時，配合課堂教學，設計適量

的工作紙，幫助學生把握重點、解決難點，細化學習過程，幫助非華語學生理解閱讀內容。

 此外，適量背誦記憶有利於理解和培養語感，有助於把知識轉化為能力。因此，教師會安排學生反復誦

讀，又運用圖畫輔助、提示，讓學生邊複述邊記憶，最後，背誦全文，提高語文能力。

3. 循序漸進，引導學生挖掘文章深意

 為免學生每一課的學習負擔過於繁重，教師會深入剖析文章難點，選取重點段落或部分，與學生深入研

讀。以課文《一分鐘》為例，表層文字容易明白，但隱含的訊息卻構成了思維的難點：

課文 內容重點 隱含訊息

第一段（起） 起晚了 有後果

第二段（承） 匆忙梳洗 意圖補救

第三段（承） 遇上紅燈受阻、公車開出了 連續兩次不幸

第四段（承） 急忙奔跑回校 意圖補救

第五段（轉） 已上課了 有後果

第六段（合/感） 後悔 失敗

 針對難點，如何讓學生從文字表層意思的理解，進而明白把握文字背後隱含的訊息？教師以抽絲剝繭的

方式，剖析文章兩個層次的意義（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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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中，教師運用「放聲思考」（think aloud）的方式進行提問，由字詞、句段理解入手，進而對篇章進

行綜合、概括分析，探索文章的中心思想。問題由具體而抽象，由文字理解到意義探究，層層遞進。結

合思維訓練，讓學生在理解語言和語言表達的過程中，學習思維，能注意文章的思路，明白作者的見

解，剖析文章主題以及作者要表達的深層意思。以《一分鐘》為例，學生要讀邊思考，才能充分理解

「為什麼貪睡一分鐘會有遲到二十分鐘的結果？」

學習成果

1. 提高了學生的閱讀興趣與能力

 經過一年的努力，非華語學生對中文閱

讀興趣與信心有所提升。從他們的學習

成果中，可見他們的閱讀能力亦有明顯

的增長。在朗讀中感受音節韻律，體會

作品的思想情意；又能掌握推論理解的

能力，通過文意繪圖等練習，反復思考

閱讀材料的內容。右圖是一份學生課業

表現的示例，可見他們利用繪圖，掌握

文章的主要脈絡，以一條清晰的線索，

探討「貪睡一分鐘」變成「遲到二十分

鐘」的「因」、「果」關係，能抓住主

要情節，把握全篇主旨。

2. 提升教師對閱讀教學的能力與信心

 在一年的協作中，教師透過反復嘗試，逐步掌握了提升閱讀教學的關

鍵。設計閱讀教學基本建立了系統的模式：在文章細讀之前，重視讓

學生初讀感知，把握文章整體及要素。細讀過程滲透識字元素，幫助

學生掃清字障，並引導學生掌握句式/結構，理清脈絡。在文字表層

理解的基礎上，能對學生有適當支援與期望，通過各種策略，幫助學

生把握文章主題，深入理解文意。最後，通過模仿文章內容與形式，

以讀帶動寫作和說話訓練，讓學生重新建構文章的意義，提升閱讀能

力。

3. 凝聚照顧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經驗

 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比較困難是不爭的事實，坊間可供參考的教學經驗和學習材料並不足夠。可幸

具專業能力的教育同工不斷嘗試，通過分析、實踐、修訂等不斷優化的循環，建構照顧非華語學生學習

中文的知識，更通過不同形式的分享活動，交流經驗和心得，讓有關的教育議題得到適當的關注，也讓

不同的經驗匯聚成為實踐知識，加強教導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能量。

反思及總結

研究閱讀的學者普遍認為閱讀包括了「識字」和「理解」兩個主要成分（王瓊珠，2010）。只有當學生能

掌握字音、字形、字義、句子意思，以及分析上下文關係，理解文字背後隱含訊息，明瞭作者要表達的思

想感情，才能真正理解閱讀、學會閱讀。

1.

知 道起晚

了的後果

因

果

2.

匆忙梳洗作

出補救

3.

不 幸遇上

意外

4.

趕不上回校

的巴士

5.

回 到 學

校，已遲

了二十分

鐘

6.

因為遲到，

被老師責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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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支援人員與教師通力協作，全面檢視、規劃及優化校本課程。從整理及系統滲透「識字」教學，奠

定良好閱讀基礎外，更通過調適、篩選及組織學習材料，深入剖析學生閱讀難點，細化閱讀步驟等，設計

多元的教學策略與活動，加強閱讀輸入，引領學生分析文章思路，深入思考文章主題，提升閱讀教學的效

能。當中我們能總結到最重要的經驗是：相信非華語學生能做得到！有了信任，學與教的難點就能有所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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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08）。《中國語文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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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04）。《中國語文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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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評工具

自我監控

建立檔案

設立目標

從評估中學習—培養非華語學生的語文自學能力

背景及設計理念

「從評估中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強調評估是一個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的過程，與學習有

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學生是評估的主角，在自我評估的過程中，學生操控著自己的學習，主動進行認知的

重構（cognitive restructuring），把學習加以調整、適應及改變，從而釐清概念，進入深層次的學習（Lorna, 

2006）。「從評估中學習」能提高學習意識，培養自學能力，令學習更為牢固，因此，對起步點相對較

低，程度跟不上主流的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尤為重要。

寶覺小學百分之九十為非華語學生，他們的程度一般較低，加上缺乏語境及家庭支援，對學習較易感到迷

失。為了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教師嘗試以「從評估中學習」的概念為教學設計的依據，提升學生語文能

力。

年級  

小三

策略

「從評估中學習」是一個主動的認知重構過程，整個過程包括設

定目標、自我監控、使用自評工具、建立檔案四個步驟，而四個

步驟又在不同的學習時段中，循環往復地不斷進行。

下表顯示如何把右圖的學習循環在不同的學習時段具體實踐，讓

學生在教師的帶領及輔助下，培養自學的意識及習慣，持續不斷

地改善學習：

學習時段 學生任務 教師輔助

日常教學  清楚知道每節課的學習目標，提高學習意

識

 在比較、模仿與檢視中學習

 掌握自評、互評的技巧

 根據課業表現，自訂目標

 在每教節，明確告訴學生學習目標

 提供良好示例或輔助工具

 提供評估工具及評估機會

 示範自評技巧

 收集學生的課業及自評表，建立檔案

階段性評估  利用「單元反思表」檢討學習表現

 了解自己的長處與不足

 根據學習難點自訂較長遠的目標

 設計「單元反思表」

 在過程中給予指導及回饋

持續跟進  填寫「學習自評表」：

 自訂學習目標

 自訂成功指標

 自我監控、自評、反思

 達致目標

 設計「學習自評表」

 與學生共同訂立成功指標

 從旁協助及提供回饋

 透過觀察、面談，協助學生填寫「學習自

評表」，建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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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

1.日常教學

(1) 學習目標：學生能運用「我想買⋯⋯因為⋯⋯又⋯⋯又⋯⋯」句式造句，並把句子組織成段落。

(2) 學生已有知識： (I) 學生有到商場購物的經驗。

  (II) 學生能說出不同食物種類的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活動 策略/說明

1. 認識課堂

學習目標

1. 教師展示商場相片，並提問學生：

  你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你曾到過這兒嗎？

2. 教師板書本課節的教學目標：學習句式「我想買⋯⋯因為⋯⋯又

⋯⋯又⋯⋯」

3. 學生確認課堂目標：全班學生同時用「3A講你知，我們今天要學

習寫句式」的語句，向同組同學說一次。

策略一：

設定目標

 確保學生清楚學

習目標，提高學

習意識

 協助學生養成習

慣

 把學習聯繫已有

知識

2. 學生能運

用「我想

買⋯⋯

因為⋯⋯

又⋯⋯

又⋯⋯」

句式造句

活動一：學生能運用「我想買⋯⋯因為⋯⋯又⋯⋯又⋯⋯」句式造

句。

1. 教師先運用電子白板展示教材內容，並著學生運用「我想買⋯⋯

因為⋯⋯又⋯⋯又⋯⋯」句式口頭造句。

2. 教師示範從「句子結構」及「句子內容」兩方面檢視句式。

策略二：

提供評估工具及評

估機會

 提供清晰的評估

項目

 教授評估技巧

 提供學習活動作

為鷹架，由教師

及小老師帶領學

生一面評估，一

面學習

活動二：今天晚餐吃什麼？

1. 教師預先安排三間

模擬食物店（零食

店、水果店及快餐

店）。

2. 每間食物店預先安

排兩位能力較高的

學生（小老師）擔

任店員。

3. 學生分別到三間食

物店購買晚餐，在

 購買的過程中，學生再把句式「我想買⋯⋯因為⋯⋯又⋯⋯又

⋯⋯」說一次，由店員從「句子結構」及「句子內容」兩方面評

定句子是否正確。

4. 老師巡視，對個別能力較弱學生給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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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寫作

學生根據購買的食物，運用「因為⋯⋯又⋯⋯又⋯⋯」句式造句，

並把句子組織成段落。

策略三：

自我監控

 提供輔助工具：

例子用數字及框

線顯示每句的開

頭

 提供良好示例：

學生透過一面

模仿、一面檢視

與比較，從而監

控自己的學習，

例如例子為「香

蕉可以做香蕉蛋

糕」，學生透過

模仿，寫成「蘋

果可以做蘋果

批」

3. 自評及

 互評

1. 學生用三分鐘時間互相更改及協助。

2. 教師安排每組學生輪流朗讀句式，組員從句子結構、內容及標點

三方面互相檢視句式。

3. 學生匯報，全班學生共同檢視句子是否正確，填寫「交通燈」互

評表，最後進行自評。

策略四：

使用自評工具

 透過互評，讓學

生了解同學的表

現及課業的要求

 透過自評，讓學

生了解自己的學

習，加以調適及

修訂

 把自評項目記在

心中，養成自學

的習慣

4. 總結 1. 教師著學生說出：

  本課的學習重點

  欣賞自己本課節的優點

  檢討自己的不足，為自己訂下目標

2. 教師告訴學生下一課節的學習內容

策略五：

建立檔案

 回應學習目標

 收集學生的課業

及自評表，作為

下一階段學習的

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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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階段性評估

 教師在每個學習單元設定評估卷，總結該階段的學習，並設計「單元反思表」，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

興趣、長處與短處，從而訂立下一階段的目標，思考達致目標的方法，持之以恆，監控自己的學習。在

以下的例子中，學生透過檢視評估卷，清楚說出自己做得好的部分是「填充」及「改寫句子」，肯定自

己的學習及付出的努力。同時，學生亦明白需要改善的部分是「標點運用」，說出改善方法是「小心檢

查答案」及「多溫習」，從而訂立明確的學習目標。

單元評估（節錄） 單元反思表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3.持續跟進

 如何確保學生監控著自己的學習，達致自訂的目標？教師的跟進與協助十分重要。由於學生人數眾多，

可行的做法是選取幾位學生個別跟進，與學生共同訂立具體的成功指標，然後由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我

監控，填寫「學習自評表」，記錄自己的表現。為了提升評估的準確度，學生在自評的同時，教師需要

與學生定期面談，了解學生的想法與學習進度，並加入個人的觀察紀錄及建議，適時加以指導。透過自

我反思及教師的協助，學生終能經歷自我監控學習的過程，培養自學的習慣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

學生成功為學習階段建立檔案，作為下一階段學習的依據。以下是寶覺小學設計的「學習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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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效

本計劃的成效除了提升學生語文能力，更重要是「授之以漁」，培養學生自我反思、監控、自評及修訂的

習慣，在自己的努力下經歷成功，在學習上擔當主導的角色。以下是一個學生的例子：

4. 學生最終達致

成功：默書成

績有所提升。

1. 學生有能力根

據個人學習

難點，自訂目

標。

2. 學生與教師共

同訂立成功指

標。

3. 在教師從旁觀

察及指導下，

學生能自行監

控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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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建議

1. 教師角色的重要

 本計劃中，雖然評估的主角是學生，但教師的重要性沒有減退，工作範圍甚至更為廣闊，不但需要教導

學生學習，還要教導學生「怎樣」學習，由「認知」拓寬至「後設認知」的層面。因此，教師對每個教

學上的安排都要周詳考慮，例如訂立明確的教學目標、設計評估活動、提供良好示例、制定評估工具，

以求把教學與評估結合，協助學生在評估中學習。此外，在學生學習的每個細節中，教師的回饋都十分

重要。由於非華語學生在設定目標、填寫反思表、使用自評工具的過程中都可能出現困難或偏差，教師

每句口頭或書面上的回饋，都可以協助學生澄清及修正有關概念及方法，確保學生能掌握整個學習的過

程，令自評具有穩定的質素，這樣才能真正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及自學能力。

2. 評估工具的建立

(1) 反思表、評估表的設計

由於非華語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較弱，因此反思表及自評表的設計要多考慮其操作性，項目的訂立

要簡單而清晰，或可提供選項予學生選擇，令學生需要書寫的文字不多，操作起來較為容易。

(2) 評估準則的訂立

訂立評估準則的目的是希望學生熟能生巧、銘記心中，使自評成為習慣，培養自學能力。因此，常用

的自評工具力求簡潔易記，甚至把評估項目編成口號，讓學生可以順口拈來。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建議教師嘗試與學生共同訂立評估準則，多參考學生的意見，提升學生對學習的擁有感，令學生

樂於使用。

總結

本文以寶覺小學的個案，介紹了「從評估中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的概念及策略，並展示了如

何在日常的教學中實踐，協助學生擔當一個批判的角色，監控自己的學習。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常被評

為能力弱、起步點低、欠缺學習動機，但只要教師持有正面的信念，相信每位學生都有管理自己學習的能

力，並願意為學習作周詳的考慮，最終每位學生都能成為一個成功的自評者，為自己的學習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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