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4114

促進學生全人發展的語文學習歷程

導引

步進二十一世紀，香港教育改革的大前提是以學生為主體，幫助他們透過終身學習而達致德、智、體、

群、美各方面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課程發展議會，2000），即除了學術以外，還要兼顧品格、素養、情

操以及各種共通能力的培養。中國語文教育回應整體教育方向，把學習內容概括為閱讀、寫作、聆聽、說

話、文學、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自學九個學習範疇，以促進學生這九方面的學習為主要任務（課

程發展議會，2002：17）。過去十年，語文教學支援組與學校攜手協作，在課程規劃、學與教策略、評估

以及照顧個別差異等各方面進行探討，為學生提供寬廣而全面的語文課程。

在學習過程中，各範疇的學習是相連互通，而非孤立割裂的。教師的主要任務，是檢視學生需要，整體規

劃課程，把各範疇的學習貫通，以聽說讀寫帶動其他範疇的學習，予學生豐富而均衡的語文學習經歷。東

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的個案，展示如何透過增刪教材，拓寬單元學習空間，把情意、創意、高階思

維元素滲透其中，從而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共通能力。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則從課程領導專

業成長的角度，透過「自擬文學單元」，在三年內先後引入童詩、童話、神話、繪本等不同文類作品，豐

富學與教素材，培養學生品德情意及思維能力的同時，教師的課程發展能力亦得以提升（本個案載於「課

程領導與校本課程發展」範疇：〈說一個課程領導專業成長的故事──由推開兒童文學的大門開始〉）。中

學方面，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的個案，示範如何整體規劃課程，以讀帶寫，提升學生寫作抒情文及議論

文的能力；其中更加入文化及品德情意的教學設計，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情理兼備的人。這些校本經驗，都

說明了如何在讀寫聽說能力作主導下，加強文學、文化、品德情意、思維方面的元素，規劃均衡而多樣的

校本課程。

課程改革的另一重點，是讓學生懂得自行建構知識，具備獨立學習的能力。教師的任務是通過學與教策略

及評估活動，培養學生語文自學的能力、興趣、態度與習慣。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循理會美林小學的

個案，展示學生如何藉著搜集寫作材料、審題、修改作文等方法，在寫作上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寶血會

嘉靈學校的教師，則運用「學習為中心」的理念，配合「KWL」自主學習策略，嘗試在「普教中」的課堂

中建立自主學習的模式，鼓勵學生主動進行知識的探索（本個案載於「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範疇：

〈自主學習、學習自主──以學習為中心的「普教中」課堂示例〉）。寶覺小學的個案，則從評估的角度切

入，透過設定目標、自我監控、使用自評工具及建立檔案等策略，令學生養成自學的習慣，為自己的學習

負責任（本個案載於「照顧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的需要」範疇：〈從評估中學習──培養非華語學生的語

文自學能力〉）。中學方面，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的個案，展示了教師如何透過設計不同層次的課堂提

問，引領學生深層理解課文；並藉此教導學生自擬問題及互評，培養自學能力。以上的個案，皆建基於自

主學習的理念，並授予學生策略，使學生能掌握自己的學習，為「終身學習」建立基礎。 

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教師常面對的難題是學習的多樣性。教師該如何在培養學生各方面的能力之餘，因

應不同學生的能力、興趣與需要，適當地指導學生學習，令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成長？以下兩間學校的

個案，向我們展示如何參考「適異教學」的理論，借助其調適課業設計的原則，設計適切的教學及評估策

略。小學方面，浸信會呂明才小學的教師，採用分層的教學設計，由淺入深地帶領學生掌握閱讀及寫作任

務；並透過分層評估，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在課業上充分發揮。中學方面，聖安當女書院以古詩文教學

為切入點，調適課業的深淺與份量，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評估上容許學生選擇課業的表達形式，從

中展示自己對古詩文的理解，感悟作品中的內容美及形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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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個案所見，要學生由學好中文開始，到運用語文來獲取和建構知識，並融合品格、素養、情操以及

各種共通能力的培養，達致「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在課程規劃、教學設計、評估方

式，以至照顧個別差異方面下功夫，拓寬學生的語文學習經歷，創造大量運用語文的機會。展望未來，支

援組仍會與中、小學語文教師攜手同行，結成專業互動的合作夥伴，共同開發、探索和整理校本經驗，為

學生學好語文、以及運用語文學習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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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創意及高階思維教學—提升初小學生的寫作興趣及能力

背景

學校於2009-2010學年開始推行小班教學，並與語文教學支援組（下稱「支援組」）協作，在學生學習、

教師教學、評估回饋等層面進行探討，以優化中文科課程、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教師特別著重情意教育

的推行，認為在初小階段培養學生共通能力、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有助不同能力學生建立學習自信

及打好學習基礎，達到「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的目標。因此在班級經營、課堂常規、課程規劃、教材設

計、教學策略、評估與回饋方面都考慮到如何善用情意、創意以及高階思維等元素。下文以小三校本童話

單元為例，闡述教師如何藉此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及能力。

年級

初小（小一至小三）

策略

1. 於校本課程中加入情意、創意及高階思維元素

 校本課程設計融合了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中所涵蓋的相關理念。教師在進行聽說讀寫語文能

力教學的同時，讓學生欣賞及理解兒童文學作品、認識中國文化；在理解文本的同時，以情境進行課

堂的交流互動，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意，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課程發展議會，2002：21-

34）。

2. 採取能促進共通能力發展的學與教策略

 由於在校本課程中加入了情意、創意及高階思維的元素，課堂的互動效率更形重要。教師在課程當中，

亦特別關注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在設計課堂策略時，於相關的範疇作仔細的研究與規劃，使不同能力的

學生都能具備共通能力，以促進學生學習基礎的形成。其中溝通、協作及研習能力至為重要，詳見下表

（課程發展議會，2002：21-33）：

共通能力 內容重點 優化課堂學與教策略

溝通能力 要有效溝通，學生應學會：怎樣選用最恰當的方

法，按照目標和情境的要求傳遞訊息；準確選

材、有系統而適當地組織內容；評估及不斷改進

自己的溝通能力。

1. 合作學習的設計

2. 小組匯報的常規

3. 通過課堂實踐及回饋、協助學生掌握

評估標準

協作能力 協作需要耐心聆聽，欣賞他人，具備溝通、協

商、協調、領導、判斷、影響和激勵他人的能

力。

研習能力 研習能力幫助提高學習效能。這種能力是培養習

慣、能力和態度的基礎，是終身學習的基石。

1. 優化提問策略

2. 協助學生掌握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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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化單元規劃、靈活運用能對應學習目標的教材

 在單元規劃上要能聚焦於學習目標的需要，才有空間加入情意、創意及高階思維元素。教師在教科書已

有的教材中進行檢視及調適：保留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適合不同能力學生學習需要的教材；刪除內容

題材重複、不符合學生認知能力發展的教材；選取能配合學習目標、對不同學習能力學生有所啟發的教

材作增潤；將情意、創意及高階思維元素有意識地在單元中滲透。

4. 重視口頭回饋與指導、協助學生掌握評估標準

 學校及科組對於進展性評估持開放態度，不要求整齊劃一或者精批細改，而是給予教師空間去靈活運用

回饋與指導的方法。教師彈性地運用課時進行口頭回饋與指導、協助學生逐步掌握評估標準；並在開始

寫作前以各種形式的圖像組織圖，協助學生提取、組織及表達寫作意念，使學生具備足夠的能力才真正

開始寫作，收事半功倍之效。

教學設計

教師通過共同備課，集思廣益，既整理了已有的單元，亦創設了校本的童話單元（見下表），將情意、創

意、高階思維等元素融合於聽說讀寫的教學當中，讓學生學習更有趣味，亦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

小三校本童話單元內容

單元主題：

互助互愛（情意）、堅持理想（解難：創意 + 高階思維）

教材 教節 教學重點 學與教策略：情意/創意/高階思維

原有篇章（小三）

《豬鼻子大象》

4   情意 1. 小組討論—「如何將短處化為長處」

2. 小練筆—「我的好朋友豬鼻子大象」

增潤篇章（小五）

《冰小鴨的春天》

4   情意

  解難

  創意

1.小組討論—「怎樣幫助冰小鴨看到春天 」

重點篇章（中二）

《水的希望》

6   情意

  解難

  創意

  故事結構

1. 小組討論— 「替小水滴找朋友」、

  「朋友如何幫助小水滴解決困難」

2. 半開放式寫作—

 《小水滴/旅行/歷險/尋夢/迷路/尋親/(自擬)__記》

1. 調適教材的同時，保留文本精髓

 要將情意、創意及高階思維元素融入單元教學中，首要是選取適當的學習材料，以提供更多思考空間給

學生。是次教師所選取的兩篇增潤及重點篇章的共通點是內容較為艱深，一般適用於小五及中二。故需

對教材進行調適，以減低閱讀的難度；但調適的同時亦要注意保留文本的精髓。

(1) 《冰小鴨的春天》—原文載於《童心童趣》（課程發展處，2006），全長約5000字，原建議讓小

五學生學習。是次調適按故事結構：開始、發展、高潮、結局四個部分，劃分成四個章節，每節大約

1200字；每節開始時附有4-5條問題，讓學生可以自行找出相關問題所指向的文本部分，從而對文本

有初步的了解。除改寫方言詞外，基本保留所有詞彙及句子，好讓學生能自行運用閱讀策略進行兒童

文學的閱讀，從文本閱讀中培養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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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的希望》—呂夢周（1912年）所著，為中國著名寓言。原文長約1200字，現為部分中學教科

書採用，施教年級為中二。是次調適仍保留所有詞彙及句子，只將「水的希望」部分獨立處理，將之

變成簡單的概念圖使學生易於掌握（改編後長約700字）。此外，亦將水遇冷空氣結成冰的部分童話

化，創造小風兒、冷空氣、北風伯伯及太陽伯伯等角色去營救小水滴，以使學生在投入閱讀的同時，

亦能對「水的三態」更為了解，好為其後創作「小水滴歷險記」作準備。

2. 優化提問設計，促進學生對文本進行深入的思考，並進行說話及寫作活動

 本單元藉提問的帶引，確保每個學生對故事內容有基本的了解，並在這基礎上提供具挑戰性的學與教空

間。

 教材一：《豬鼻子大象》

 思考重點：指出人人各有長處，只要努力，加上朋友的幫助，一定會得到成功。強調品德情意的教學：

只要努力不懈、互助友愛，短處亦可以轉化成優點。教師讓學生代入故事中沉默的角色—小鳥去寫作

小練筆，讓學生透過寫作故事，訓練思考的能力。

 教材二：《冰小鴨的春天》

 思考重點：藉冰小鴨追尋春天的故事，指出堅持理想的可貴。好朋友石天鵝雖然幫助了冰小鴨實踐理

想，但冰小鴨在南方很快便融化了，教師以此為題，讓學生思考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幫助冰小鴨。學生進

行二人小組討論，並運用不同的方法作口頭匯報。

 教材三：《小水滴歷險記》（改編自《水的希望》）

 思考重點：讓學生理解小水滴要逃離安逸的環境（花瓶內）去實踐自己理想的故事，並進行讀寫結合教

學，讓學生創作與小水滴尋找理想相關的童話故事。

3. 善用小組討論，透過異質分組，由強帶弱，以幫助成績稍遜的學生學習

(1) 促進學生情意、創意及高階思維發展

以小組形式進行討論，題目有：「缺點與優點：如何將短處化為長處」、「帶冰小鴨看春天」、「替

小水滴找朋友」、「朋友如何幫助小水滴解決困難」。題目有空間，能讓學生發揮創造力；教師亦希

望透過解難及批判性思維去進行情意教育，培養學生堅持理想，永不放棄的情操。在《豬鼻子大象》

的教學中，教師通過小組討論，讓學生了解自己的缺點，並構思如何把缺點轉化成特點；讓學生學習

去欣賞自己，從而培養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例如有學生會說自己的缺點是嗓子大，卻因而得到了獨

誦冠軍。

(2) 優化小組匯報設計，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通過小組匯報，可以訓練學生的說話能力；並透過優秀學生的意見，刺激能力較弱學生的思考方向，

提供互相學習的平台，引導能力弱的學生提升能力，從而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提高整體的學習氣

氛。

(3)說寫結合，促進學生語文能力發展

小組討論的目的為訓練學生的說話能力，再以先說後寫的策略，引導學生創作童話故事，提升學生的

寫作能力及豐富學生的寫作材料。鑑於文章內容較長，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會指導學生圈出重點詞

語，並要求學生利用角色扮演，以相關語氣進行對話，從而了解文章內容。這種方式一方面能提升學

生的朗讀能力，另一方面亦使所學的詞語及句子內化，使學生能更深入理解文章內容及留下深刻的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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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用不同的圖像組織圖（graphic organizers），協助學生提取及組織寫作意念

在寫作故事的過程中，先用腦圖協助學生從生活及閱讀經驗中提取意念。教師協助學生整理腦圖資料

（包括篩選及整合）；繼而引導學生寫作四格大綱：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再配以繪畫四格漫

畫，以引導學生擬定寫作的方向及素材。過程中，教師從旁指導，從而協助學生有系統地組織意念。

對於能力較弱的學生，因經過小組討論，從中亦能掌握一些寫作材料，不至於無話可寫。

4. 開放評估策略，還教師施教空間

 由於課程中加入了豐富的情意、創意及高階思維元素，學生對於學習都很感興趣，而教師亦設計了很多

教學活動協助學生掌握學習重點。在過程中，由於學校給予教師很大的自由度，不要求教師對所有課業

進行精批細改，因此教師有足夠的施教空間，能因應學生的學習表現而調節教學內容及進度；而教師亦

能靈活地對圖像大綱進行評估，並給予回饋與指導，使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良好的表現。

學習成果

是次單元的教材篇幅較長，意念較豐富而複雜，而文本當中原有

的詞彙亦盡量予以保留，故教師開始時會擔心學生未能掌握。惟

在施教過程當中，由於有了文本的依託，學生無論在代入角色進

行小練筆，或是通過小組討論去思考解難方法，都有令人滿意的

表現。觀課所見，下課鐘聲已響起，學生仍踴躍舉手，希望能報

告自己所構思的解難方法。雖然文本較長，但由於內容吸引、情

意豐富，故亦能吸引學生專注閱讀，體會閱讀的樂趣。

不同能力的學生，在整個單元施教的過程中，都能投入教學活

動，充分反映了學生學習興趣的提升；而學生的情意、創意與高

階思維，亦充分反映在作品的內容及篇幅當中。

學生的寫作表現可以分為以下三點說明：

1. 內容—寫作意念的提取

 單元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口頭及文字表達皆見進步。前測中學生作品字數約為150-250字，意念較簡

單。單元寫作時學生的作品字數約為400-1250字，具備豐富的意念，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展現情意、創

意與高階思維：

小練筆《我的好朋友豬鼻子大象》—學生展現了豐富的情意

  沒有人願意和這隻可怕的「妖怪」做朋友。但是，我覺得他很可愛，於是，我和他成為好朋友⋯⋯

我每天都幫他的鼻子做伸展活動，希望他加速生長。此外，我又請打鐵伯伯為他做了一個「義

鼻」，他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拔草和摘果子⋯⋯又可以像其他象一樣用鼻子噴水玩耍和洗澡，享受快

樂的童年生活⋯⋯通過這個故事，我明白到人有短處不應該氣餒，要發掘及運用自己的長處。

【3B班　陳祉韜】

  我雖然不可以感受到他的孤單，但可以做他的唯一的朋友。我強忍淚水，和他洗澡和玩耍⋯⋯從這

個故事中，我學會了做朋友，一定要接受朋友的缺點和欣賞朋友的優點。 【3B班　關順威】

  沒有動物陪他玩耍，不過，他還有結識我。我經常在背後默默地支持他⋯⋯現在，我明白了人人也

有缺點，但缺點也可以將他看成好處呢！ 【3B班　楊千樂】

學生專注閱讀文本，體會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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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如何幫助冰小鴨看到春天」—學生展現了創意及解難能力

第2組：把牠放進太陽能透明的冰箱裏；再用海陸空三種交通工具帶牠看春天。

第4組：把一個小小的又冷的袋子放在冰小鴨的肚子裏。

第5組：將牠放在冷氣開放的洞裏，做一個像眼睛的洞。

第7組：其實溶化了也不怕，變成雲就可以看到春天了。

第9組：發明春夏秋冬指南針，可隨意控制季節；發明可以看見春天的望遠鏡，再帶冰小鴨到雪山上，

因為雪山四季都積雪，從高山上向下望便會見到春天。

2.結構—寫作意念的組織與安排

 前測時，部分學生未能有系統地表達意念；到後測時，由於教師於閱讀及寫作教學中，多次運用圖像組

織圖包括概念圖、故事結構圖及四格漫畫等協助學生理解文本的結構；並在真正動筆寫作前，由教師進

行指導及討論，逐步修訂寫作意念，並將之進行圖像化表達。因此，不同能力學生都能掌握寫作要求，

能較有系統地組織意念，按記敘文的結構安排分段，一般能寫作至少五段文字。

寫作（半開放式題目）前構思《小水滴旅行記》—學生展現了對內容、結構的掌握

3.詞語文句—寫作意念及情感的表達

 以閱讀文本作為輸入，保留文本豐富的詞彙，尤其著重形容詞的理解及運用，並強調「人說句」、「人

動句」及「人感句」的運用。學生在前測時有詞彙不足及人物描寫過於簡單的問題；惟在是次單元寫作

中，皆能運用豐富的詞彙及「人說句」、「人動句」、「人感句」等去描寫人物的對話、動作及心情，

使人物描寫更為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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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小水滴旅行記》【3B班 楊千樂】—學生展現了對內容、結構、文句、詞語的掌握

滴滴答，滴滴答，下雨了。小水滴再次興奮地跳下來，一跳就跳進魚池裏。但是她總敵不過命

運，因為有數不盡的危機將會降臨。

「嘻嘻」，一把清新的聲傳出來，小水滴探頭一看，是個小女孩，她手上還拿著一個水桶，正準

備拿水時，突然有一個影就過來，原來是《冰小鴨的春天》的主角冰小鴨，她起了一個名小鴨滴。

雖然小水滴給人困著，但她結織到一個好朋友。她們說說笑笑，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咦，是紀念公園哦！有什麼做呢？」小水滴好奇地問。「這些應該不用問啦，做紀念品啊

⋯⋯」小鴨滴話未完，就和小水滴一起被那笨重的機器吸入了。

唉，她們被吸入紀念品，幸好運送時打破了。清潔姐姐把她們放進垃圾袋，把袋棄進垃圾屋內。

沒多久，有人進來拿走垃圾。

她們被遺棄至「千千堆填區」後，每天傷心地哭。直至某一天，一個黑影出現，她們嚇到暈了，

醒來後卻發現在海。她們看看下面，啊在大鐘裏！

發生一連串事件，小水滴連問也問不到，下一個驚喜就來了。小水滴跑過去，吻了無數下才停下

來，原來她是小水滴母親啊！

小水滴的愛真是數不盡的愛，連自己的房間也給媽媽。只可惜，小鴨滴受污染，只可以躺在床

上。

她們永遠也相依為命，不過大鐘破損太嚴重，小水滴只好生活在破魚缸裏。

一年又一年，小水滴老了，母親也死了，連小鴨滴也嚴重污染。小水滴決定自我犧牲，將她貢獻

給人類喝。

從《小水滴旅行記》裏，小水滴是值得尊重的。因為她全心全意貢獻社會，還孝敬父母。這種精

神真的非常值得我們人類學習。

這個故事我學會了只有堅持不屈的精神，就會成功追尋到自己的理想。（631字）

 *學生作品中的文字未經修訂

反思

教師認為校本單元的成功，並非只在於如何建構好一個教學單元；而是需要由小一、小二的基礎開始建

立。這當中所言的基礎，包括了課堂常規，如：小組討論常規、匯報常規等；亦包括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及

對基礎語文知識的掌握。

在閱讀教學方面，教師了解到只要能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學生是可以自行閱讀篇幅較長的文章，而無須

教師逐字去教導的。而在寫作方面，學生亦可以寫作較長的文章；但關鍵是需要教師的「引導」和「提

示」。當學生2人一組，構思及討論寫作大綱時，教師觀察到其實每個學生想寫的故事都各有不同，因此教

師會仔細閱讀每個學生的寫作大綱，並會作個別指導。

教師認為，學生是需要鼓勵的。小三學生對於寫作的信心尚未建立，常會擔心自己的作品不合老師的心

意，亦不肯定自己的作品是否可行，因此常會就很多細節詢問老師是否可行。只要教師以鼓勵的態度回

應，學生便會有自信獨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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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是次優化中文科校本課程的實踐經驗，展示了教師如何通過在課程中滲透情意、創意及高階思維的教學元

素，培養學生的情意、創意及高階思維的發展，讓不同能力的初小學生都能樂在語文的學習中，為未來的

語文學習建立良好的基礎。當中成功的關鍵是教師團隊在協作的過程中，通過實踐加深了對學生學習的了

解。在教材、教學法和評估各層面嘗試改變理念，開放學習空間，激發學生的創作慾望；並能在寫作大綱

的階段，運用圖像化組織圖因材施教，對每個學生進行個別指導，使學生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斷建立自信，

最終能寫出令教師滿意的作品。

參考書目

課程發展處（2006）。《童心童趣：兒童文學教學參考資料選編》。香港：課程發展處。

課程發展議會（2002）。《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支援人員：張淑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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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有理、寫懷抒心—提升初中生抒情議論的寫作能力

背景

2011學年語文教學支援組支援學校中五級的綜合能力訓練教學，教師表示學生語文基礎薄弱，讀寫聽說的

能力不足，教的吃力，學的辛苦。要提升學生語文能力，必須從教學入手，由初中開始作整體調適。抒情

和議論向來是初中生的學習難點，主要因為他們對生活的觀察和感悟不足，邏輯思維的訓練亦少，自然無

情可抒或有理難言。此外，學生作文亦常出現主題欠深刻，結構鬆散等毛病。因此，學校針對以上問題，

在2012年，以打好初中基礎為目標，設計校本課程，在中一級以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為切入點，以抒情和

議論為教學核心，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

年級

初中

策略

目標明確是成功的要素，要訓練學生寫得一手好文章，得先訂立明確的學習目標：內容方面要觀點深刻，

感情真摰，內容豐富，題材新穎；技巧方面要表達靈活，說理透徹，描寫細緻，組織嚴密，有文采等。要

達到這種水平，學生需從初中開始鍛煉，若任由學生邊寫邊摸索，可能越寫越枯燥，事倍而功半。

要達致目標必先要做好規劃，認清哪些是寫作核心和必備技能、哪些是提升技巧的養分，然後策劃有系統

的施教和訓練，通過讀寫結合，使學生按部就班掌握寫作方法，既能抒情又能論理，更要培養學生有寫作

的內涵，情理兼備，使學生逐步提升語文能力。

1. 明確立意，鍛煉技巧 

 寫作目的在於表情達意，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文章的靈魂。寫作範疇首兩項重點是「審題立意」和「佈局

謀篇」，但老師表示學生的作文經常欠缺明確的中心思想，即使寫了長篇大論，也不知道要傳達什麼訊

息。學校在中一第一單元已教授審題立意的重要和方法，在其後幾個單元教授選材和詳略。在中一上學

期，學生已有審題立意、選取適當材料和安排詳略的寫作意識，但意識強弱在乎起始階段不斷實踐和提

醒，使學生最終形成習慣才算成功，因此教師每次批改寫作，「審題立意」、「選材」和「詳略」均作

重點評改並給予具體回饋，久而久之，學生甫拿起筆，意在筆先，自然言之有物，減少拉雜成文。

 有了內容，還需以適切的方法來表達，就如有了食材，還得用上好的烹調技巧，才能做出佳餚。寫作第

二個關鍵乃按需要運用不同的敘述、描寫、抒情、說明及議論方法來呈現心中所思所感，這些不同技巧

應系統地學自不同的單元篇章，然後靈活地運用於寫作中。學習一種技巧，需明白原理、知道竅門，借

鏡參考，然後小試牛刀，掌握初步經驗，最後放膽運用，並要一再實踐以至技巧熟練，始能揮筆成文而

游刃有餘。

 教師每一單元均採用心法導航g篇章教學和欣賞g小練筆g長文寫作的流程實施教學，小練筆的焦點落在

單項技巧的具體訓練，並以多樣式來進行，如生活隨筆、周記、網誌等，讓學生多寫多練，務使技巧純

熟，最後才進行長文寫作。如中一、中二均有教授描寫人物的單元，中一重點在於通過敘事寫人，中二

重點則在運用間接描寫的方法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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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導航 g 篇章教學和欣賞 g 小練筆 g 長文寫作

中一 教授「由事知人、

由話知人」方法

《岳飛之少年時代》

《木蘭辭》

短文：介紹一位好友/親人

(訓練點：選材、人物語言)

《一個好人，

一件好事》

中二 教授「借他人之

口、借他人目光和

反應、借環境和旁

物烘托」方法

《李逵壽張喬坐》

《補鞋匠》

人物剪影：校長/劉德華/班主任

(訓練點：間接描寫)

《一位XX的乘

客》

 教師備課之時已就讀和寫一併考慮設計：先學習，後欣賞，試模仿，重遷移，由心法、篇章、練筆到作

文，整體推進，讓學生逐步而穩固地掌握，最後成熟地運用。

2. 讀寫結合，知情兼顧

 「學以為耕，文以為穫」，沒有讀的耕耘，就沒有寫的收穫，因此教師在閱讀教學做好高效輸入，學生

才能有效輸出。教師必須吃透課文，掌握學習難點和解決方法，課堂上運用多元策略讓學生動手、動

口、動腦，積極參與學習，更要讓個人與文章產生感悟和聯繫，如通過圈劃和圖表訓練學生理清層次；

通過朗讀讓學生細味文章，欣賞作品的內容美和形式美，培養審美情趣並從讀中悟法；通過提問、討論

等學習分析和評價篇章觀點、結構和技巧；又通過分享和辯論表達個人感悟和探究問題。以下是讀寫結

合的構思例子：

《人生感悟》單元—聯想抒情

《陋室銘》 《栽花的人》

篇章共性 表達個人感情為主

作者想表達什麼感情？g選什麼材料？g如何敘述材料 / 如何描寫「眼」中景物？

由事物聯想到情理（山水g陋室；栽花人g無私奉獻者）

篇章特點 情：寄寓寧靜淡泊，不同流合污

1. 銘文（充滿節奏感）

2. 聯想過程（興）

3. 材料：居室

情：讚頌默默耕耘，不求回報

1. 感情逐步加深 

2. 抒情說理

3.材料：小人物

教學策略 1. 朗讀設計：感受銘文節奏

2. 引用《關雎》（電腦簡報）（學觸景生情）

3. 提問設計：

 如：「室雅何需大，花香不在多」什麼使

 陋室一室生輝，讓作者為陋室寫文？（問在

題目處）

1. 朗讀設計：細味句子感情色彩

2. 提問設計：

 如：作者是怎樣形容被照顧前和被照顧

後的白蘭和鐵樹？（問在寫法處）

3. 教授各種間接抒情技巧（學間接抒情）

學習難點 1. 文言文  2. 隱含義 間接抒情

解決方法 預習、網上資源 小組討論 傳授心法（電腦簡報及工作紙）

讀寫結合

訓練點

運用間接手法抒情； 推敲字詞、語句來抒情

小練筆 擴寫：為「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描寫句中加入抒情成分。（練景中有情） 

改寫：將《九歲的病榻》敘事段加入抒情成分。（練邊敘邊抒情） 

寫作題目

及要求

題目：《人間有情──XXXX》

1. 立意 （想表達什麼感情）

2. 選材 （事件與感情的相關性是否密切）

3. 直接/間接抒情手法 （能否運用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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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中國語文要由思想內容至技巧運用整全地吸收和運用，才不致鸚鵡學舌或洋人學漢語般割裂式吸

收。習得技法亦要學會感悟思考，學會寫文章，更要從中增加知識、認識文化並思考信念與價值。文學

文化和品德情意兩個範疇經常被忽略，然而這些寶貴養分卻是學習中國語文和寫作的重要泉源。學生若

單靠課堂上的輸入，只能有限地吸收，要鞏固與深化學習內容，必須調動學習的自主性和借助課業的

佈置，促進學生自學和深入討論，以豐富文化知識和培養思考能力。教師系統地佈置學習活動和課業，

擴大和深化學習的廣度和深度，讓學生多積累和多運用，以下兩個示例均顯示教師在設計單元教學內容

時，以品德情意和文化作縱向設計，從而提升學生的抒情和議論的能力：

單

元
品德情意 篇章教學 課堂相關教學 延伸學習

寫作

（積累和遷移）

借

事

抒

情

培養高潔、

堅毅、高不

忘本的品德 

《 愛 蓮 說 》 、

《楊柳》、《竹

石》、《梅花》

用「愛情天梯」的真

實故事和歌曲講解借

物抒情的方法，以引

起學習興趣，亦讓學

生認識中國式真摯愛

情的現實版。

認識傳統文化：

常用古典文化象

徵和寓意（閱讀

資 料 及 問 答 比

賽）

《人間有情── 

XXXX》

設題理念：學會欣

賞和感謝

論

點

與

論

據

確立正確的

學習態度 

《 為 學 一 首 示

子 姪 》 、 《 說

勤》、《在錯誤

中學習》

思考學習態度：

論壇—「你贊成

『一開始就不要讓它

錯』還是『在錯誤中

學習』？」

比較閱讀：

《在錯誤中學

習》

《一開始就不要

讓它錯》

考不上大學是否就

沒有前途？

設題理念：思考學

習意義

 教師系統地透過理解文章及相關素材和活動融入單元架構中，讓學生點滴積累文化內涵，通過模仿、學

習遷移，最後形成自己的作品。

3. 突出教學重點，解決學習難點

 課堂要高效，教師需運用適切策略，突出教學重點，特別是思想內容的感悟欣賞和分析探討。教師需善

用提問促進學生分析思考，要問得其法就要注意提問位置與時機，如問在題目處、矛盾處、重複處、空

白處、關鍵處、寫法處等，教師需細心布置問題，提問的形式亦應多樣化以配合教學需要，如背景觀

照，多層設問、比較切入、創設情境等，以促進學生深層閱讀。教師亦應注重朗讀以增強學生語感，如

通過「齊讀」感受韻文的節奏、運用「配樂讀」體會作者的深刻感情、運用「角色讀」揣摩人物感情、

通過「美讀」品味語言文字等；更應讓學生多表達多討論以啟發思考，及創設情境讓學生分享對文章的

感悟和見解。

 教師亦必須掌握普遍學生的學習難點，堂上解決，才能讓每一學生理解所學，運用所學。就寫作而言，

學生寫議論文最大的困難是論據不足，論證薄弱，組織紊亂，教師授予口訣心法幫助學生理解和記憶，

如議論單元教學生認識「鳳頭、豬腹、豹尾」的議論結構、運用圖表梳理論點與論據、擬寫大綱訓練組

織與思維，運用課堂論壇先說後寫，逐一為學生布置學習階梯。而學生寫抒情文的困難在於技法不足，

未能刻劃細膩感情；又因缺乏對生活的觀察和體會，以致無情可抒或感情膚淺。因此寫作課上教師利用

視訊短片聚焦訓練，讓學生逐步遷移所學。此外又創設情境，讓學生提取經驗，引發聯想及思考人間情

懷，蘊釀抒情能量，發而為文。下列學習活動介紹了教師指導學生表達情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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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 目的（學什麼？） 解決什麼學習難點 操作

1.視訊寫作（20分鐘）

教學材料：

《沖天救兵》片段

歸納導演表達感情的方法

（主題：刻劃夫妻二人情深義

重之愛）

1. 選 材 ： 通 過 場 景 （ 小 山

坡）、事件（滑胎）、物件 

（領帶）

2. 抒情手法：通過敘事、人物

的微表情、微動作來刻劃

電影提供了內容和技

巧，學生只需結合篇

章所學的抒情技巧，

將影像轉化成文字。

1. 著學生細心留意導

演挑選的場景、事

件、人物的特寫鏡

頭、人物的細微動

作等。

2. 學生挑選其中一組

情節，並運用抒情

方法寫成小段。

2.觸景生情（15分鐘）

教學材料：

電腦簡報

（親情、友情、人間

之愛⋯⋯）

由圖片和音樂聯想至已有的生

活經驗，引發想抒之情

活動理念：讓學生細想生活周

圍應欣賞和感謝的人

湧現主題g（想表達的感受/

感情）

g尋找材料（什麼事？什麼

人？）

g表達手法

寫作時感到無情可抒

或感情淺薄

讓學生邊看邊想，教

師隨著畫面和音樂以

問促思（最好有電台

主持般效果），提供

學生回憶或聯想，引

發心中情感，有欲宣

之於筆的動機，最後

寫成文章抒發心中所

思所感。

3.個人寫作 整理浮想，確立主題，選取材料，運用技巧，寫我情懷

學習成果

1. 課堂表現

 為使學生積極參與學習，教師適當地安排學習材料和布置不

同的學習活動。利用流行曲「聽歌學手法」引起學生興趣，

輔以工作紙鞏固知識，學生能認真地完成課業；運用戲劇教

學訓練聯想，學生投入角色，揣摩感情，有助轉化成寫作素

材；視訊短寫以動畫片段為寫作材料，內容生動，任務聚

焦，學生都樂在寫中。課堂論壇引發學生思考，運用所學，

或補充論據和例子，或反駁對方論點和例證，加強了學生的

思辨能力，不但激活了課堂氣氛，更激活了學生思維。              

 

2. 寫作表現

 從學生作文所見，整體在立意和選材的均表現

不錯，如中二說明單元的寫作題目是《大埔好

去處》，要求介紹三個景點，不少同學選取的

材料均是有機地組成「作者眼中的大埔」，而

非隨手挑來三個地方湊合成文，可見文章的主

旨和選材是經作者悉心考慮的。學生這兩年的

作文，絕大部份均有立意的意識，少有空洞無

物之作，雖仍有少部分的立意較薄弱，只要持

續鍛煉，層次應可逐步提升。                 

課堂辯論：從錯誤中學習VS一開始就不要讓它錯

以文武廟、林村許願樹和回歸塔見證大埔的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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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抒情文寫作方面，從學生自擬的題目，可見他們花了心思去

展現心中感情，如：《人間有情—再見了，婆婆！》、《人

間有情—颱風中的好伙伴》、《人間有情—我的一盞明

燈》，既揭示主題又有創意。大部分同學均嘗試運用直接和間

接抒情的手法幫助表達，內容上更不乏真情實感的清新之作，

憶往事、頌親恩、念友人、悼亡親等均取材真實，情感真摯。

而議論文方面，學生能做到論點明確，結構穩妥，惟論據與論

證技巧仍需鍛煉，使其更具說服力。

反思

這兩年通過議論和抒情為核心的校本單元設計，學生的寫作內容比

以前豐富了，大部分學生均勇於嘗試單元所學的技巧，而且組織結

構有板有眼，作文字數不足、拉雜成文的現象大大減少，最重要是

表情達意的寫作意識明顯提高了，作品立意清晰，均可見學生紮紮

實實地打好了初中的寫作基礎，為高中階段作好準備。學校取得初

步成果，有賴教師在每一單元的深入備課和整體規劃，準確判斷和

設計學習內容，使閱讀和寫作緊密地配合，並運用多元策略提升課堂成效和學習氣氛。聚焦評改和有效回

饋是提升寫作的不二法門，教師們具體而針對性的作文評講，能改進和優化學生的寫作技巧，部分學生經

常請求教師盡快發回已改的作文，可見寫作對學生不再是交差應付教師，而是真情實感的抒發，渴望得到

教師的回應。

這種教學準備和實施模式，需要教師擺脫對教科書的依賴，敢於走出安逸區（comfort zone），肯花時間深

入備課和跟進學習。通過這種探索和實踐，令教師的專業迅速發展，但更重要是見證著學生的學習成長，

一棵棵寫作苗芽拔地而起。只要教師持之以恆，辛勤灌溉，讓學生有法可寫，不怕寫作，敢於表達，相信

學生便會逐漸學會語文，愛上語文。

總結

良好的語文教育有助學生合宜地表達情感，抒情論理均能有內容有風度，優質的語文教育更有利孕育他們

成為講理重情的人。作為語文教育工作者應如何通過學習語文達致課程的宗旨：「幫助他們建立正面的

價值觀和培養良好的態度，以提升個人素質，達到全人教育的目的。」教師應如何培育學生成為有理性思

考，有感悟能力的人；成為講道理、重人情的社會一份子；成為情理兼備，平衡利害的社會棟樑。要達致

教育目標，路雖漫長，但只要有決心、有方法，通過有效教學和悉心培育，使學生成為有情有理的人，應

是邁向教育理想的有效方法之一。

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

支援人員：麥麗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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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會寫作」到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積、想、寫、改」的教學實踐

背景

相信絕大部分教師都會認同：寫作教學是語文教學中一道令人苦惱的教學難題。作文課內，學生為無事可

寫的題目而苦惱，教師為勞而少功的成效而皺眉，結果教師和學生都吃盡了苦頭，造成學生害怕寫，教師

害怕改的雙輸局面。更令人氣餒的是：學生收到教師那精心批改的作文後，對於修改的評語和建議漠不關

心。 

教師長年累月地困在寫作教學的死胡同裏，在寫作教學的指導方法上找不

到出路；評估也未能發揮其作用—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表現，知所改

進。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和循理會美林小學兩所學校，嘗試扭轉這種教

學的惡性循環，採用了「積．想．寫．改」的方法，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浙江省教育委員會師範處編，1990：256-260）。教師並藉著寫作後的

作文講評課，發展學生自我監控的「自主學習」能力，培養其獨立學習語

文的能力、興趣、態度和習慣。在自學過程中，學生對自己的自學成果和

學習過程，表現出自我監控的能力。

年級

小三至小六

策略

作文是運用文字符號表達思想，抒發感情的活動。從信

息論的概念出發，可以把作文看作是一個系統工程，

包含著六個方面的能力因素（浙江省教育委員會師範處

編，1990：256），見右圖：

另外，祝新華教授指出進行寫作評估時，宜加強教師、

學生和家長之間的積極互動，同時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

能力。他說：「傳統的作文評估以教師為主體，學生只

是被評估的對象。由於現代教學強調學生的自主學習，

學生須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因此，寫作也要求教師、學

生、家長等相互合作，開展不同形式的評估。」（祝新

華，2011：315）

從以上的寫作能力結構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寫作能力構成的因

素，全面地考慮在不同寫作教學階段所需要關注的教學重點和難

點（見右圖），從而設計針對性的教學程序，有系統地組織寫作

教學。

教學階段 能力重點

寫作前 積累材料的能力

寫作時 審題能力

確立中心能力

選材謀篇能力

語言表達能力

寫作後 自我修訂能力

自主學習的循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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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校以規劃整全的寫作指導教學為目標，在不同的寫作階段進行設計，包括如何在寫作前做好積累語

料的準備；在寫作時如何有系統地訓練學生的審題、立意、選材和組材等能力；以及在寫作後，藉著不同

的寫作講評的方法，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除了在課程規劃要有多元的形式外，還需要有效的講評教學設計。協作教師以「寫作過三關」的課堂教學

設計，引導學生修訂段落的內容、結構和文句的表達，從而讓學生掌握修訂文章的方法。（詳見下文成果

分析部分）

教學步驟 學習重點 設計原則

第一關 說明要有理   教師預先把全班學生第一稿中曾提及的主要內容（關鍵詞）摘錄出

來，供學生進行分類活動。

第二關 運用好句式   提供不同邏輯結構的句子，供學生把所選取的兩個說明的理據串聯

成更豐富的句子。

第三關 說明有方法   鼓勵學生選取合適的說明手法，以補充上一關句子內容的意思，增

加說服力。

教學設計

協作教師在進行寫作教學設計時，除了希望能夠培養學生的寫作興趣和能力外，還參考了「自主學習」的

理念，讓學生能夠在寫作學習過程中運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監控和確保自己的學習成效。保良局田家

炳千禧小學和循理會美林小學的協作教師會以「積．想．寫．改」的原則，設計寫作的工作紙。（參考附

圖）

「積．想．寫．改」工作紙設計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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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積

 「積」就是積累語料，包括好詞、佳句和生活經驗（學校生

活、家庭生活、社會生活等）中的所見、所聞和所感，也是普

遍學生寫作時所欠缺的。他們平常欠缺觀察力，也沒有把觀察

到的東西記錄或積累下來。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的協作教師

透過不同的寫作活動和練習，幫助學生積累素材和語料，為寫

作提供了材料。例如在教授「人物描寫」單元的時候，教師要

求學生先搜集有關人物外貌和性格的詞語；同時，教師也會提

供一些相關的詞語給學生。

 此外，教師也會考慮學生的能力差異，提供不同的參考。對於

一些能力稍遜的學生來說，他們會提供範例，供他們模仿；對

於一些能力較強的學生，他們會要求學生在範例的基礎上，創

作自己的句子，豐富文章的內容。學生透過搜集不同的詞語，

並分門別類，培養了積累材料的能力。

喜：

1. 爸爸同意了她的要求，她頓時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兩隻小眼睛瞇得像兩個小月牙兒。

2. 看到這情景，我高興得在地上翻了個跟頭，高聲地笑着、叫着，拍着手，跺着腳。

怒：

1. 他們倆一見面就瞪着眼，像要把對方吞下去的樣子。

2. 他被激怒了，回轉身，牙齒咬得格格作響，握緊拳頭，真想衝上去叫對方嘗嘗自己的滋味。

哀：

1. 人們的心就像那頭頂那塊終日驅不散、移不動的烏雲一樣沈重。

2. 一股綿綿的憂慮，就像窗外的雨，籠罩在我的心頭。

懼：

1. 他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嚇得呆呆地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2. 船突然晃動了一下，我嚇得心都要蹦出來了。

描寫心情時，可用

1. 句式：⋯⋯像⋯⋯

2. 仔細具體地描述，如動作

2. 想

 「想」就是確定中心，布局謀篇。要把文章寫好，學生必須具備審題的能力，找出「題眼」所在，明白

題目的要求。除此之外，學生還需要具備篩選的能力。一般而言，要準確審題，可以引領學生思考以下

的問題：

  題目的關鍵詞語/題眼是什麼？

  內容有沒有指定的範圍？

  應該採用哪一種寫作體裁？

  下筆時的寫作人稱/身分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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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根據文章的題旨、重點，對所積累的材料進行比較、篩選、鋪排，選擇自己最熟悉、感受最深的內

容來寫。例如在寫作記敘文的時候，教師利用簡單的圖表和提問，協助學生「思考」文章的內容，同時

幫助他們選取適當的材料，構段成篇，避免了文章欠缺焦點，沒有篩選材料的弊病，形成一篇篇內容相

似的「流水賬」。要建立學生的審題和確立中心的能力，可透過寫作前的「想」，逐步培養起來，可參

考以下的工作紙：

3. 寫

 「寫」就是寫成初稿。根據題目的要求把意念、素材等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學生往往出現「眼高手

低」的現象。要提升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除了要靠有系統的作文指導外，還要在平日的教學中進行讀

寫給合、說話、組字連詞等訓練；甚至利用小練筆、片段寫作等幫助學生積段成篇。保良局田家炳千禧

小學的協作教師根據課文及寫作內容，設計小練筆或片段寫作等，協助學生完成作文。例如在教授「人

物描寫」單元的時候，安排了以下的作文題目：你最喜歡哪一位家庭成員？請描述一下他/她的外貌特徵

及個性。教師設計了討論活動和小練筆，突出是次作文的重點：人物的性格特徵。教師以學生耳熟能詳

的卡通人物作為小練筆的題材，透過觀看一段視訊材料，指出人物突出的性格特徵。這樣不但引起了學

生的興趣，而且能配合寫作的重點。學生透過小練筆掌握了如何突出人物性格特徵的技巧，並運用到自

己的作文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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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活動二 活動三

叮噹的性格

是怎樣的？

請 分 組 討

論，並用舉

例說明的方

法 描 述 出

來。

4. 改

 「改」就是修訂定稿。學生對寫好的文章進行修改、潤筆，使文章更加「完美」。然而，現在的學生都

不喜歡「改」。他們找不到要改的地方，也不知道怎樣去改。可是，「改」是寫作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

環，也是一種綜合能力的表現。學生自我評改作文，是自我檢查、自我評價、自我矯正的過程。所以，

要具備對作品的評價能力，必須要加強「寫作講評」的教學設計和課程規劃。

 自主學習的理念，就是要幫助學生發展自主學習的技巧，使學習過程的主導角色和所擔負的責任，由老

師轉移給學生。兩所協作學校的教師打破作文的讀者只有教師的固有「觀念」，引入不同講評的形式和

方法，利用多元化的講評活動，讓學生學會自我檢查、自我矯正，也學會懂得如何欣賞別人的作品。寫

作講評要有整全的校本課程規劃，又要藉著多方參與（師生、生生、家長）的講評活動，引領學生先由

教師主導的講評活動，學習如何客觀地欣賞和評價作品，進而是師生共同主導講評活動，最後發展至以

學生為主導，學會如何自我監控自己的寫作表現，達到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目標。不同的講評形

式，均培養了學生的自我修訂能力。

(1) 教師主導形式：教師示範評改

教師把學生的文章片段或全文抄出來，一邊講述，一邊評改，使學生知道修改的原因和修改的方法。

例如學生描寫老虎和獅子的時候，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教師指出問題所在，並示範如何抓住動物的

關鍵特徵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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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 修改後 分析

獅子的身型很龐大，全身長了

短短的毛，牠的頭圓圓的，眼

睛很兇猛的，嘴巴很大的，長

滿尖尖的牙齒；頭上豎著好像

三角型的耳朵，加上一條長長

的尾巴，的確十分兇猛。 

獅子的身軀很龐大，全身長滿

了呈黃色的短毛。雄性的獅子

還長了又長又密的鬃毛，好像

披了一條圍巾，樣子十分威

猛，這也是牠最吸引人的地

方。獅子的頭很大，面型比較

寬，但耳朵卻又短又圓。牠那

長長的尾巴的末端有一簇深色

的長毛，擺動起來十分好看。

修改後的作品能抓住獅子應有

的特徵加以描寫，並能適當地

運用修辭手法，使獅子的形象

活靈活現。

(2) 教師和學生共同主導形式：師生共同評改

教師找出普遍學生的問題，與學生一起討論、一起修訂，並提供改善的建議。

評改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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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主導形式：學生互評 

教師不再是作文的唯一讀者，同學和家長也是讀者之

一。學生喜歡閱讀別人的文章，透過互評，可以取長補

短。

(4) 學生主導形式：學生自評

每次寫作，教師根據寫作重點設計「自我檢查」的項目，進一步鞏固學生對是次寫作的認識。

(5) 多方參與的形式：量表評改

量表評改，可以是由教師進行，也可以是由同學互評和自評。教師就每次的寫作重點，設計量表，讓

學生就內容、結構、文句、詞語運用檢測同學及自己的作品，並提出改善的建議，同時也可以讓學生

知道理想文章的準則。

自我檢查：
□ 我已利用視覺/聽覺/嗅覺/觸覺來描寫這地方。
□ 我已利用修辭手法描寫。
□ 我已詳細記下我在那地方進行的活動。

教師評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家長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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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題目

學生

電子遊戲對青少年的影響

第一稿（原文輯錄） 第二稿（原文輯錄） 分析

學生甲

　　健康方面，青少年長時

間玩電子遊戲，經常看着電

腦的螢（熒）光幕，便會影

響他們的視力。另外，他們

如果在電子遊戲中失敗，便

可能有較大的情緒波動，影

響健康。

　　健康方面，青少年長時間玩

電子遊戲，經常看着電腦的熒光

幕，便會影響視力。假如我們沈

迷玩電子遊戲，就會令我們精神

不振，睡眠不足，甚至瘁（猝）

死，證明沈迷玩電子遊戲對我們

的健康有很大的害處。

  段旨較第一稿清晰。學生

能說明沈迷玩電子遊戲的

嚴重性。

  學生從講評課中，明顯地

學會以「總分結構」組織

段落的內容。

題目

學生

電子遊戲對青少年的影響

第一稿（原文輯錄） 第二稿（原文輯錄） 分析

學生乙

　　很多人對電子遊戲也有

誤解，以為玩電子遊戲可認

識生字及知識，更有人說還

能認識遊戲設計及增加智

商。不少人因玩電子遊戲而

晚睡，致沒有精神上學、遲

到，成績一落千丈。

　　不少青少年都因沈迷玩電

子遊戲，所以成績一落千丈；

相反，大部分不沈迷玩電子遊戲

的青少年會花時間在學業上，所

以成績也更上一層樓。假如青少

年不懂得節制，繼續沈迷電子遊

戲，他們就會玩物喪志，甚至荒

廢學業。與其沈迷下去，倒不如

節制玩電子遊戲，這就兩全其

美！

  段旨相同，但後者能以不

同的後果，闡述沈迷玩電

子遊戲的利弊。

  雖然學生的邏輯思維不太

嚴密，仍嘗試從「正反」

兩個角度，豐富自己的理

據；又學會以「舉例說

明」的方法，增強理據的

說服力。

題目

學生

電子遊戲對青少年的影響

第一稿（原文輯錄） 第二稿（原文輯錄） 分析

學生丙

　　在社交方面，有些青少

年會非常沈迷玩電子遊戲，

不和同學一同外出遊玩，也

不留意近期的話題，令自己

和同學們沒有共同話題。

　　在社交方面，有些青少年因

為過度沈迷電子遊戲，對所有事

情都充耳不聞。他們這樣不但令

自己和朋友的關係疏離，而且自

己的性格也會變得內向。例如早

前的一則新聞：一位青少年因過

度沈迷電子遊戲，與別人缺乏溝

通，最後竟然成為了我們俗稱的

「隱蔽青年」。可見沈迷電子遊

戲在社交方面對我們有多大影

響。

  修訂後，學生除修飾了文

詞的表達，說理內容亦較

具體。

  學生從講評課中，明顯地

掌握了「舉例說明」的方

法，並引用社會新聞以增

強理據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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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整全的寫作教學規劃

 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一向是教師面對的挑戰。整全的寫作教學規劃無疑有助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教師

更可因應校本寫作課程的架構、學生的寫作能力，再配合不同的講評策略，規劃校本的寫作指導課程架

構。藉著整全的規劃，有系統地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2. 深入思考寫作教學的重點和難點

 協作教師認為要實踐「積．想．寫．改」的寫作教學模式需要花更多的時間進行教學設計，可是教師在

共同備課的過程中，能深入地考慮寫作教學的設計重點和分析難點。同時，寫作講評的過程，也提高了

學生對寫作目標的理解。部分協作教師認為，經過教師的仔細引導，有些學生的第一稿已經寫得不錯，

稍加點撥，第二稿寫得更完備，時間花了還是很值得的。

3. 適時的有效回饋

 「積．想．寫．改」的寫作教學模式讓教師能夠適時向學生提供全面的寫作回饋，不再像以往只在作品

上進行總結性的文字點評。相反，透過寫作講評中不同形式的評價活動，讓學生對學習提供了反思的機

會。

4. 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

 俗語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不同的寫作設計、評改活動，提升了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學生對於寫

作的畏難情緒得到改善，他們不再害伯寫作文，不會再為湊夠字數而苦惱。

5. 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

 寫作講評課透過教師講評、同儕互評和學生自評的形式，讓學生一方面學會如何進行欣賞作品，一方面

學懂如何自我完善自己的作文。特別是教師在寫作講評課中，已不是過去擔當法官，做裁判的角色，而

是主要擔當教練的角色，引導學生思考、給予回饋，並協助學生進行知識的建構。同時，學生在教師明

確的指導下，確立目標，掌握目標，使用相關的學習策略投入學習，反思自己的表現，令自己知所改

進。換言之，寫作講評課便是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一個重要過程。

6. 循序漸進，培養習慣

 協作教師認為：寫作講評使學生得到更全面、更具體的回饋。對於能力較強的學生來說，寫作「第二

稿」無疑提升了他們的寫作能力，精益求精。但對於能力稍弱的學生來說，需要循序漸進，一步一步地

培養他們的習慣，從最基本的字詞、文句開始，學習如何進行評改，成效並非立竿見影，不過日子有

功，「第二稿」的文句比「第一稿」通順，已有修改、求進的意識。

總結

協作教師認為「積．想．寫．改」的教學策略為寫作教學這道難題提供了解決方案。雖然增加了事前準備

的工作，但能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和能力。經過實踐，學生慢慢開始掌握了寫作的重點和要求，學會搜集

不同的材料，為寫作做好鋪墊。學生的作文有明顯的進步，內容比較豐富。學生也不抗拒寫作，更學會如

何欣賞自己和別人的作品。

作文講評課，不但提升了學生對寫作的興趣，改善其寫作能力，同時發展了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語

文學習需要時間沈浸，不能一蹴而就，冀能教師和學生都能享受寫作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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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掌握閱讀認知能力層次，提升語文自學能力

背景

新學制建基於一個信念：所有學生都能學習，學有所成（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2013）。學生自主學習 

（Self-Regulated Learning）能突破課堂語文學習的限制，增加語文學習的深度與廣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

礎，以達致上述目標。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教師以閱讀教學為切入點，優化課堂提問技巧，引導和促

進學生活用所學，提升他們對作品的閱讀認知能力。教師更創設情境，「讓學生嘗試應用所學知識，並把

知識化為能力」（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進行學生自學活動。最終，學生掌

握了學會學習的能力，達致全人發展的教改理念。

年級

中一

策略

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SRL）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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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ry et al., 2007；Zimmerman, 1990）。齊莫曼 

（Zimmerman）強調：自主學習的有效推行，當中包括「學習策略」與「主動建構」兩項條件（Zimmerman 

& Shunk, 2001）。他認為培養自主學習的過程，除了關顧學生，還要確立一些具體的學習策略，例如：目

標設定、策略使用、自我監控和自我評鑑等。

1. 循序漸進，建構學習層階

教師了解自主學習的理念，並評估學生的學習需要，學校決定關注閱讀能力的提升，按序規劃單元篇章

的閱讀能力學習重點，完善學習框架，確保學生能循序漸進地學習。根據「閱讀認知能力層次」（祝新

華，2005），閱讀能力可分為不同層次，包括：複述、解釋、重整、伸展、評鑑和創意六層次。

清晰規劃的閱讀能力學習重點，有助教師在施教時，能因應學生的能力作適切的提問，讓起步點較低的

學生有更多鞏固基礎知識的機會，而能力較高的學生則以較高層次的閱讀能力作為學習重點。目標是讓

不同能力的學生，均嘗試從下列步驟逐步達到自學目標：

學習策略的教與學 (Ryder & Graves, 1998)

教師：

簡要闡釋

講解閱讀認知能力層

次，從複述、解釋、

重整、伸展、評鑑和

創意逐步建構學生閱

讀能力

教師：

支援、指導

課堂教學，通過不同

類型的作品提問，提

高學生閱讀認知層次

學生：

獨立使用

課堂以外，學生嘗試

閱讀篇章，作能力遷

移，培養自主學習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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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多層次問題，以問促學

課本以主題組織單元，而閱讀和提問則以能力發展為主線，因此，教師需對應教學目標，從教科書中選

取不同類型的閱讀材料。接著，教師根據作品內容擬定各層次問題，例如：複述、解釋、重整、伸展、

評鑑和創意等，以培養學生閱讀的能力。教師引領學生進入詩歌、散文、文言文等閱讀世界，廣泛接觸

不同文體，拓寬學生的閱讀視野。然後，通過靈活的教學調適，於課堂上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讓學生

掌握各種文類特色及閱讀認知的能力，為閱讀遷移能力奠下基礎，例如：

文章分類 學習材料 閱讀能力教學

文言文 《岳飛之少年時代》

《楊修之死》

著重分析事實與意見（表層）

─尋找文章較表層明顯的資料與訊息

例如：

1. 岳飛初出生時有什麼不平凡的現象和經歷？《岳飛之少年時代》

2. 「原來楊修為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從中可見楊修有什

麼性格特點？《楊修之死》

散文 《背影》 著重理解文章思路（深層）

─根據已有知識，綜合文章各部分內容，以解釋文章文思

例如：

為什麼作者兩次說自己「聰明」？他真的認為自己聰明嗎？為什麼

他要這樣寫？

詩歌 《燕詩》 著重推斷文章以外的內容（深層）

─評價文章內容、語言形式等文章要求

例如：

《燕詩》記述了一對燕子父母對子女關懷愛護、循循善誘，最後卻

遭子女離棄的悲慘故事。這是作者要表達的主旨嗎？還是有更深層

的寄意？

3. 延伸內化，達致自主學習

教師首先講解「閱讀認知能力層次」的基礎知識，接著，於各單元的閱讀教學過程中作重點提問，讓學

生通過反復實踐，鞏固對閱讀能力的認知。學習的過程中，教師的教學要以啟發學生和引導學生自主學

習為目標，待學生掌握相關能力，教師便把學習重心，從教師中心轉以學生為本，促進閱讀能力的內

化。學生在日後的學習及應用時，能遷移復現閱讀的策略和能力，全面提升教學成效。

教學設計

經過教師於上、下學期的課堂提問實踐，學生能就不同文體的理解有了基礎的認知。支援人員與教師共同

設計「自主學習閱讀能力工作紙」（下稱「自學工作紙」），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和態度，創設自主

學習的課堂環境。於下學期進行閱讀自主學習活動，概述如下：

1. 活動目標

通過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活動，讓學生運用已掌握的閱讀認知能力，並把成果與同學自由分享，促進課

堂互動，藉此提升閱讀興趣及能力。

   

2. 教師角色

擔當課堂促進者，於課堂活動準備階段，就「自學工作紙」作點撥，以保持課堂學習的開放性，激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調動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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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紙設計特點

內容分為甲部「學生自擬題目」及乙部「自學記錄工作紙」兩部分，工作紙設計著重開放性與自主性，

以鼓勵學生自行解讀作品，發掘問題。

   

4. 活動步驟 (教學課節：1節，約45分鐘)

步驟及時間 內容 策略/目的

學生解讀文本 

（課堂前準備）

延伸閱讀活動：

蔣湄湄《父親與我》(節錄)

課堂以外，學生嘗試閱讀

篇章，作能力遷移

學生自擬問題 

（課堂前準備）

完成工作紙甲部分： 學生自主地運用「閱讀認

知能力」層次擬設問題

互相分享 

（課堂活動）

（15分鐘）

學生互相討論，互相評

鑑，促進學生思考與課堂

互動

習得與反思

（課堂活動）

（30分鐘）

後設認知，學會對自己的

學習負責

學習成果

是次屬全級參與活動，收回「自學工作紙」共126

份，並就上述資料進行分析，讓教師及學生更深入

了解閱讀能力及自學能力的發展概況。

1. 擬題種類多樣化，對自學模式予以肯定

整體而言，95%學生能完成3題自擬題目及答

案，當中60%學生表現積極，能擬4題，而且設

題種類多樣，他們設題的首3項類型依次是複述 

（40%）、重整（20%）、評鑑（10%）。

學生自擬題目類型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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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自學工作紙」顯示，約60%表示喜歡這種學習模式，而接近90%更認為自設題目有助其理解

文章，當中尤以閱讀能力較高的班別對此學習模式最為肯定，能力稍弱的學生則表示需要教師在活動

前加以適量的輔導，加強前備知識，才能達致自學活動的最大果效，這點值得教師關注。

2. 加強思維訓練，提升閱讀興趣

學生表示在自擬問題時能有效訓練思維和加強提問技巧，而且在活動當中發掘箇中趣味，對培養良好

的學習態度具正面效果。

3. 欣賞他人，互相學習

學生在「自學工作紙」乙部與同學互相討論，互相評鑑，活動過程能有效促進學生思考與課堂互動，

讓他們建立樂於與人分享和交流閱讀經驗的習慣。

4. 深化文章內容理解，提高閱讀效能

通過教師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他們會自我要求擬出更具深度的問題，促使他們更專注地閱讀，從而

對文章內容作深入的理解，自主學習令學生更認真閱讀，培養良好的閱讀態度。

學生示例

複述：每逢圍爐夜話時，父親總對子女說什麼？（1C班 張星耀）

重整：作者從哪裡知道父親是關心自己的？（1A班 陳翠婷）

評鑑：你覺得文章中的父親是一個怎樣的人？為什麼？（1A班 黃家勁）

我認為自己創作問題非常有趣，也能訓練我的思維和創意，加深我對文章的認識，給我一個新的體驗。

【1B班 容晴琳】

我覺得自己創作問題，好有趣和增強自己的創意。【1C班 李嘉宜】

今次是我平生第一次自己作題目，我覺得十分新奇和有趣。雖然無人覺得我出的題目好，不願意抄錄我的

問題⋯⋯只要下次做得好，一定有人會欣賞我。【1A班 黃梓兢】

我認為這樣的學習方式很有趣，可以增加合作性，所以我很喜歡這種學習方式。【1B班 司徒德勝】

我覺得設計問題這活動可以令同學互相交換自己對這文章的理解，亦可以從同學的問題，測試自己能否完

全回答。我認為這種方式可以讓同學互相交流心得，希望下一次也可以有這學習方式。【1A班 梁恩霖】

在選擇同學們的文章題目中，學到了不少同學們所設計的問題方式，特別是何霆燊，他設計的問題具有創

意，又能貼合題旨。【1D班  彭頌奇】

通過這種學習方式，令我對理解文章有幫助，例如：學習到文章的詞義，另外，也學到自擬題目。

【1B班 余加豪】

我覺得這份功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文章和幫助我們看文章的速度加快，令我們很快明白到文章的內容。

【1D班 麥柏鴻】

從設計問題到掌握文章的重點，我覺得能更深對文章的理解，也讓同學有思考的空間。這種設計問題的學

習方式，對我理解文章很有幫助，因為從設計問題當中，其實也正在理解文章，一舉兩得。

　　　　　【1A班 黃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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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通過自學活動成果，回饋教師學與教

自主學習的成果回饋，能讓教師更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模式，從而因應其學習特性，為他們的學習搭建

平台，循序漸進，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掌握學習的層階，發揮所長。

2. 重視課程規劃，持續發展自主學習能力

自主學習是終身的工作，學生在自主學習能力的發展，絕非幾節課或者幾個單元可以完成。因此，進行

課程規劃時應該基於發展理論，就各年級規劃發展重點，除了關注縱向的課程銜接，還要考慮橫向的聯

繫，這才能讓學生關注自主學習，持續發展。

3. 建立學習社群，有效開展自主學習活動

教師在實踐自主學習活動時，對此概念並不熟悉，常常感到專業知識與策略備受考驗，對於相對開放形

式的課業處理和自身角色定位較難掌握。因此，學校需要建立學習社群，讓教師保持緊密溝通和合作，

以便從小規模自學活動開始，一起探索，逐步擴展活動規模。

總結

自主學習的概念已經走向知識和技能共同融合的階段（Bulter, 2002）。如果教師希望學生能有效地進行

「自主學習」，不僅只提供學習策略和方法，更要創設有利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充分發揮他們自學的潛

能。此外，教師團隊的通力合作和互相交流同樣非常重要，讓教師不但成為自主學習的引導及促進者，更

是發展者，這樣才能幫助學生學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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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可摘果子—善用分層教學設計，照顧學習差異

背景

每個學生都各具獨特性，各有不同的稟賦，性向、才情各有不同，智能、喜好也各有差異，而學習經歷、

家庭、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都構成他們在學習能力、學習興趣、學習方式等的不同，並有不

同的學習需要（課程發展議會，2007）。學習差異普遍存在於校園之內、同儕之間，有學者明確指出，處

理學習差異是學校教育一個無可避免的議題（黃顯華、霍秉坤，2005）。要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並不是把

學生差異視為問題，強要拉近學生之間的差距，而是讓不同能力、性向、興趣的學生都能發展所長，獲取

成功（課程發展議會，2007）。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的學生語文水平不俗，然而學生在學習興趣、語文能力、學習信心等方面均存在著差

異。能力高的學生積極主動，在教師的點撥下能自發學習，積極求進；能力稍遜的學生則略見被動、欠自

信，需要教師較多的指導及鼓勵，以作出更多嘗試。為此，該校小六級教師以「社會與我」單元為切入

點，期望透過共同協作，協助學習表現稍遜的學生提升水平，增強學習信心；協助表現較佳的學生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

年級

小六

策略

1. 設計分層課業，給予不同能力學生不同程度的挑戰

 分層課業是指在同一學習目標下，教師按照學生的能力及學習風格，設計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學習任務，

以切合學生的需要（Danzi, Reul & Smith, 2008）。湯連臣指出教師在設計分層課業時，必須確保有不同學

習需要的學生，最後都能習得相同的概念及技能；而在過程中，學生既有足夠的能力完成學習任務，又

能獲得挑戰（Tomlinson, 1999）。湯連臣指出在設計分層課業時，應符合以下原則（Tomlinson, 1995）：

(1) 課業的設計要有核心目標

(2) 因應不同的學習模式，採用多樣而複雜程度不一的教學資源

(3) 調適學習任務的複雜性、抽象度、學習步幅等等，給予學生適當的挑戰

(4) 有清晰的成功指標

 教師和支援人員在設計課業時參考了以上原則，為較高能力、中等能力及能力稍遜的學生帶來不同程度

的挑戰。

2. 採用適切的教學策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體驗成功

 教師與支援人員在設計課堂活動時，參考了湯連臣（Tomlinson, 2001）提出的「平衡器」（Tomlinson’s 

Equalizer），因應學生的能力，從不同向度—「從基礎到轉換」、「從具體到抽象」、「從簡單到複

雜」、「從窄角度到多角度」、「從小步子到大躍進」、「從結構型到開放式」、「從明確到模糊」、

「從指導性到獨立性」和「從慢到快」調適學習活動，鼓勵不同能力的學生積極參與、體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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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靈活分組，為學生提供互動學習的機會

 各班學生按能力分組，基本組合為：每組4人，1號能力較高；2-3號能力中等；4號能力稍遜，讓不同能

力的學生能互相促進，互相學習。而在課堂活動中，教師會因應不同的學習內容，將學生靈活分組，例

如分享生活體驗/見聞時會再把小組分拆，作圍圈說、「思—討—享」活動；進行角色扮演活動（三步

採訪）時會安排以強帶弱，讓能力較高的學生帶領能力稍遜的學生進入角色，啟發他們的思考。在活動

中，能力稍遜的學生可模仿能力較高的學生；而能力較高的學生則可在協助同學的時候深化所學。

4. 運用多元評估策略，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表現

 教師透過不同層次及向度的課堂提問及教學活動，適時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並作出回饋，讓學生了解

自己的學習進度，促進學習。此外，在單元結束前學生須依照老師的指示完成寫作活動，以「劇本創

作」總結學習成果。之後，學生須填寫「劇本創作自評表」及「劇本創作互評表」，評估自己及同儕的

學習表現；也讓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作出跟進。

教學設計

學習單元：「社會與我」

課文：《車廂裏的對話》

教學

步驟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及分層設計 調適策略 照顧差異理念

引起

動機

認識表情詞彙 1. 派發表情卡，每組4張。

2. 學生辨認卡片上的表情。

3. 老師抽選學生舉卡匯報：

(1) 能力稍遜的學生說出答案；

(2) 能力中等的學生須說出答案，及做出

卡中的表情；

(3) 能力較高的學生須說出答案、做出卡

中的表情及用該詞語造一句句子。

4. 教師板書學生說出的表情詞彙，幫助學

生積累詞語。

從簡單到

複雜

活動讓學生在進入文本

前，先積累一些表情詞

彙。活動的要求由辨識 

（辨認卡中的表情）到

演繹 (做出卡中的表情) 

到再創造（運用該詞語

造句），難度一級比一

級高，構成不同程度的

挑戰，切合不同能力學

生的需要。

篇章

教學

1. 能夠通過人

物的說話及

行為，了解

其心理活動

2. 分析和評價

人 物 的 性

格、行為

3. 認識描寫人

物 心 理 及

表情的形容

詞，積累詞

語

1.透過不同層次的提問及小組活動，深化

學生對課文的理解，及對課文中各角色

的言語行為的了解。例如第三段的提

問：

(1) 女孩為何指著讓位的大哥哥叫「伯

伯」？試翻翻書找答案吧（複述）。

(2) 乘客聽見都「忍俊不禁」。他們為何

「忍俊不禁」呢（伸展）？

(3) 大哥哥聽見小女孩叫他「伯伯」，他

有甚麼反應（複述）？為何他會有這

樣的反應呢（伸展）？

(4) 小組分享：你知道甚麼是「忍俊不

禁」和「尷尬」嗎（解釋）？你有沒

有「忍俊不禁」/「尷尬」的經歷呢？

試和你的同學分享一下（伸展）。

從具體到

抽象

參考祝新華教授 (2005) 

閱 讀 能 力 的 六 個 層

次—複述、解釋、重

整、伸展、評鑑和創意

設計提問，為提問賦予

不同的難度，激發不同

能力的學生作答的意

欲，並透過回答取得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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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女孩誤稱大哥哥為「伯伯」後，她

的母親有甚麼反應（複述）？試用

適當的語氣和表情，唸唸母親的說話 

（伸展）。

(6) 小女孩的母親為何道歉呢？這反映她

的為人怎樣（伸展）？ 

(7) 如果有小朋友當眾叫你一聲「伯伯」

/「嬸嬸」，你會有甚麼反應（創

意）？

(8) 如果那位小朋友的母親就誤稱的事向

你道歉，你會如何回應呢（創意）？

2.在完成讀文教學後，教師按學生學習能

力派發工作紙，以評估學生對學習內容

的掌握。

寫作

教學

1. 認識劇本的

特點

2. 改寫故事為

劇本，及/

或因應寫作

要求加插角

色及/或情

節，發揮創

意。

1. 教師以簡報、劇本範例及工作紙介紹劇

本的特點，並結合課文，說明把故事改

寫成劇本的技巧。

2. 學生依照老師的指示完成寫作活動：

(1) 能力稍遜的學生改寫指定故事段落為

劇本。

(2) 能力中等的學生改寫指定故事段落為

劇本，並因應寫作要求加插對話，豐

富情節。

(3) 能力較高的學生改寫指定故事段落為

劇本，並因應寫作要求加插角色，創

作情節。

從結構型

到開放型

教師為不同能力的學生

設計深淺程度不同的習

作。所有學生均須滿足

基本要求—透過改寫

指定故事段落為劇本，

掌握劇本的特點及要

求。能力稍遜的學生只

須完成基本要求，而能

力中等及能力較高的學

生須在故事中加插對話

甚至角色，難度較高，

發揮的空間較大。

話劇

演出

1. 發揮創意及

觀察力，構

思和演出話

劇。/通過

角色扮演，

運用恰當的

語調、表情

及動作演出

話劇。

2. 增強協作、

溝通等共通

能力。

1. 學生分組演繹劇本，然後由全班互選表

現最佳的組別（每班一組），在禮堂演

出。

2. 學生按能力發揮所長，各司其職：有領

導才能的學生擔任導演，有創意的學生

擔任編劇；有舞台經驗/興趣/才能的學

生擔任劇中角色。

從指導性

到獨立性

在籌備及綵排的過程

中，能力稍遜的學生獲

得教師較多的提點，包

括指導演繹方法、協助

解決難題等。能力中等

及能力較高的學生則須

透過與同儕協作解決在

綵排期間出現的種種問

題，教師只從旁了解學

生準備的情況，不會主

動提供協助，從而訓練

學生的獨立性、溝通能

力及協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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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 學生填寫「劇本創作自評表」及「劇本

創作互評表」，評估自己及同儕的學習

成果。

2. 教師總結。

學生在填寫「劇本創作

自評表」及「劇本創作

互評表」時，一方面可

掌握一個好劇本須包含

的元素；另一方面可藉

此檢視自己及同儕的學

習成果，從而了解自己

對劇本寫作的掌握，及

知道改進的方向。

學習成果

1. 學習差異得到照顧

 閱讀及寫作劇本對小學生來說並不是常有的經驗，不少學生在開展這單元之前從未接觸過劇本。教師希

望可擴闊學生的閱讀面，遂選擇以此單元為切入點，透過課文的研讀，讓學生學會藉著分析人物的說

話、行為，了解其心理活動行為，進而評價人物行為，為劇本的閱讀及寫作鋪墊。學生呈交的劇本，最

能看出學生對學習內容的認識。教師發現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完成教師預期的課業要求，並有不同的

發揮，以下為能力中等及能力較高的學生的習作：

能力較高的學生的習作

教師要求學生改寫指定故事段落

為劇本，並因應寫作要求加插角

色，創作情節。學生加入嬸嬸的

角色，藉著兩人的對談，感慨傳

訊工具的發達，反而造成人與人

之間的隔閡，並帶出對過去的懷

緬，大大提升課文的層次。

能力中等的學生的習作

教師要求學生改寫指定故事段落

為劇本，並因應寫作要求加插對

話，豐富情節。學生加入婆婆稱

讚小女孩的情節，令本來對甚麼

人都喊「伯伯」的小女孩，改口

喊婆婆為「婆婆」。學生的創作

令車廂的氣氛更活潑，有助突出

課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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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整個設計以趣味帶動，滿足學生愛挑戰、好玩的心理。在讀文教學中，教師設計不同層次的提問，由淺

入深，連繫生活，讓學生感到好玩、有趣。而在完成劇本寫作後，學生須粉墨登場，演繹由自己或同儕

撰寫的劇本，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在話劇演出後，負責教師訪問了部分參演的學生。有扮

演老人家的學生表示為了模仿老人家的舉動，曾特意到公園坐上一個下午，觀察老人家的動作、神態。

主動學習、積極投入，單元的設計讓學生愛上學習。

學生的精彩演出

反思

1. 人人皆可摘果子

 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所得—能力高的學生能在劇本創作中發揮創意，把對生活的觀察及感受融入作品

之中；能力稍遜的學生能掌握把故事段落改寫成劇本的技巧，對閱讀劇本的興趣亦得以提升。不同能力

的學生在過程中都有展示成果的機會，並得到不同程度的進步；課堂是整體的建構、參與，所有學生都

是學習的主人。

2. 自評、互評有助提升學習

 在單元結束前，學生須填寫「劇本創作自評表」及「劇本創作互評表」，評估自己及同儕的學習成果。

據教師反映，學生能以評量表上的指標客觀量度自己及同學的表現，評鑑的態度非常認真。而在自評和

互評的過程中，學生學懂欣賞他人的長處，並且透過觀摩、比較，找出自己可以優化、改善的地方。

3. 協作能力的提升

 把劇本變成可以在禮堂上演的話劇，有賴學生們緊密的溝通、合作。在綵排話劇的過程中，科任教師喜

見學生學懂如何跟同儕合作。當大家推選了導演後，便跟從導演的指示，各司其職，把交付的工作做

好。演出當日，不少班別全體動員，由台前到幕後，群策群力，展現各班優秀、團結的一面。 

總結

學習差異的存在是必然的，然而通過整全的規劃、教師對學生深入和仔細的觀察、專業認真的分層教學設

計，加上適時評估及調整學習策略，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可共同進步，學得精彩。計劃的成功推行，除有

賴教師的同心協力外，校長及課程主任的統籌及全力支持、學校政策的配合、校方的行政支援，都非常重

要。學習差異不僅是一科、一級的事，學校期望以此作為一個試點，長遠而言從班、級、科等不同層面照

顧學習差異，讓學生發展所長，獲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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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積累到感興—古詩文課業設計的探索與實踐

背景

學習古代優秀作品，可以讓學生體會其中蘊涵的中華文化，從而提高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及能力（課程發

展議會，2002）。然而，古詩文的語法、詞彙，以至表達手法與現代漢語有很大分別。學生普遍認為古詩

文深不可測，枯燥無味，難以學好。加上，初中學生對古詩文的認識不一，學習古詩文的方法尚待培養，

這也增加了施教難度。有見及此，聖安當女書院教師以古詩文教學為切入點，通過多元化的課業設計，一

方面協助學生積累語文學習基礎知識，另方面引導學生活用所學，逐步感悟作品中的內容美及形式美。從

學知識到培養知識的能力，為銜接高中課程奠基。

年級

中二

策略

多年來不少學者就優質課業的設計原則進行討論。要言之，課業要因應學生的能力、興趣及學習風格

進行調適。首先，課業深淺程度必須切合學生的能力。課業應落在學生「可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內，又或學生可以在教師或同儕的協助下，順利完成課業 (Tharp & Gallimore, 1988)。倘課業

設計能同時兼顧學生的能力及學習動機，學習自然水到渠成 (Brophy, 1999)。

其後，湯連臣 (Tomlinson, 2001) 更明確點出調適課業設計的原則，包括：

教師應先訂定明確的學習目標，然後再決定課業的表現形式；

教師可借助學生感興趣的領域設計課業的表現形式，以引領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及能力；

課業設計宜有明確的要求，如：學習目標、學習步驟、可供選擇的表達形式。這些規定更應為學生個人

的興趣、學習風格、個人目標等留下發展空間。

支援人員與教師參考了上述課業設計原則，因應學生學習特點優化古詩文課業設計（見圖1）：

① 學習目標

記憶

理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創造

③ 表現形式

口頭　

書面　

藝術：

　繪畫

　攝影

　插圖

② 課業設計要求

　　基礎  ←    →  可遷移　

　較依賴  ←    →  較自主　

高度組織  ←    →  較開放　

　單方面  ←    →  多方面　

按學生學習特點搭配

圖1：學習目標與課業設計的配合（見Anderson & Krathwohl, 2001及Tomlins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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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學生起步點，規劃校本學習目標

學生學習古詩文的起步點有不同，教師先按布盧姆認知過程分類（Bloom’s taxonomy）將校本初中學習古

詩文的學習重點（課程發展議會，2007），由淺到深排序：

‧ 記憶：認識文言知識，如：一詞多義、一字多音

‧ 理解：理解常見文言虛詞、實詞及文言句式的用法；理解內容大要

‧ 應用：語譯句子或語段

‧ 分析：理清篇章層次、概括段意（找關鍵語句、主題句等）

‧ 評鑑：鑑賞作品的內容美和形式美

‧ 創造：運用聯想和想像，產生新的意念

學期初教師先從記憶、理解及應用層面入手，鞏固學生已有文言知識。待學生基本掌握這些語文基礎知

識，始逐步提高學習目標，要求學生分析、評鑑作品的主題內容，以至表達技巧。教學過程中，教師亦

會因應作品內容，要求學生運用聯想和想像，改編作品或補充情節，刺激學生產生新的意念。

2. 調適課業設計要求

當然，我們明白對於很多學生而言，學習古詩文是一項挑戰。為此，教師因應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在

同一個學習目標以不同向度調整課業的深淺程度，務求令每一位學生都可以逐步完成上述學習目標。四

個調整課業設計深淺的向度，包括：從基礎（foundational）到可遷移（transformational）、從較依賴（less 

independent）到較自主（more independent）、從高度組織（more structured）到較開放（more open）、

從單方面（fewer facets）到多方面（muti-facets）。實踐方法如下：

 從基礎到可遷移：教師借助課業協助學生鞏固他們對文言知識的掌握，然後教師提供具有遷移能力的

材料與任務，引導學生深化所學，或綜合運用知識。

 從較依賴與到較自主：教師先示範引導或通過同儕協作，協助學生克服學習古詩文難點，最後才安排

個人課業，讓學生自行規劃、完成課業。

 從高度組織到較開放：對於不擅長的學習內容，課業提供較多指引，以便學生依從教師訂定的學習步

驟，完成課業。當學生掌握基本學習要求後，教師便可放手，讓學生在特定的範圍，應用已有文言知

識，甚至引導他們發現問題，並嘗試通過不同的途徑尋找答案。

 從單方面到多方面：學生對古詩文有一定掌握後，教師安排學生處理更複雜的任務，如：分析及評鑑

多篇作品的特點，又或要求學生運用聯想和想像，發揮創意。

3. 因應學生興趣，構思課業表現形式

由於大多數學生對學習古詩文不感興趣，故選擇課業的表現形式時，教師會照顧學生的興趣。例如，課

業以繪畫配合書面表現形式入手，讓學生展示自己對古詩文的理解。當學生漸漸掌握梳理古詩文的方

法，始逐步增加以口頭或書面表達的機會，循序漸進減輕學生對學習古詩文的抗拒。

課業設計

下文以教授《楊修之死》及唐詩為例，闡明教師如何按學生的能力、興趣及學習需要調適課業設計。

1. 從基礎到可遷移

教授《楊修之死》時，教師先以第一至第三段為例示範運用學生已有的文言知識—文言代詞，語譯內

容大意。然後，要求學生運用上述方法，語譯作品的其中一個段落。為照顧學習差異，教師按學生能力

調整課業難度。教師要求能力較高的學生語譯「夢中殺人」事件，而能力稍遜的則負責語譯較淺易的語

段，如：「一口酥」、「闊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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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較依賴與到較自主

為了讓學生逐步掌握梳理文言文的方法，教師要求學生先用四格漫畫劃分段落的內容層次，再以文字概

述段旨。這課業設計不但能引領學生運用記敘文要素梳理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更可讓學生通過多

元化的表達方式，展示學習成果。學生一方面能按課業提供的提示遷移所學，另方面以繪畫方式表達對

文章的理解，能增添趣味，消除對古詩文的抗拒。為了加強對學生的協助，教師亦安排學生以小組形式

完成課業，以收集思廣益之效。《楊修之死》課業設計特點，詳見下表：

課業設計特點 示例

較自主：以個人或小組形式，運用已有的文

言知識理清內容重點

以下段落可劃分為四個場景。試在引文以/劃分不同場景，

再以四格漫畫表達該場景發生的事情、出現人物，以及人

物對話/說話。

例子：「夢中殺人」事件

3. 從高度組織到較開放

待學生基本掌握這些語文基礎知識，教師宜為學生創造更多自主學習的空間，鼓勵他們自行搜集學習材

料，並定時檢視個人的學習進度。例如教授唐詩時，教師鼓勵學生因應個人的喜好搜集唐詩，並研習相

關文學資料：

課業設計特點 示例

較開放：以開放課業的形式，鼓勵學生發掘

自己喜愛的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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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單方面到多方面

學生對古詩文有一定掌握後，教師可提高課業的要求。例如教師要求學生因應個人的喜好、能力搜集內

容及主題相同的唐詩及流行歌詞，並分析、評鑑兩篇作品的內容及表達手法。為加強學生自我監控的能

力，教師更讓學生在課堂上展示個人學習成果，藉此引導他們總結自己的學習情況。課業設計如下：

課業設計特點 示例

多方面：借助詩歌與流行曲的比較，要求學

生自行搜集資料，並學習分析、評鑑不同作

品的特點。

學習成果

1. 減低對學習古詩文的抗拒

在學期末，支援人員就古詩文學習的情況與學生進行訪談。受訪學生表示對古詩文課業並不抗拒。以繪

畫四格漫畫為例，受訪學生指出她們要先運用已學的知識，如一字多義，理解古詩文的內容，所以她們

認為通過多元化的課業形式能有助學習。

2. 逐漸掌握學習古詩文的方法

受訪學生普遍認為學習古詩文有一定難度，因為古漢語言簡意賅，很多時要依據上文下理推斷內容大

意。經過教師指導，大多數學生已掌握一些學習古詩文的策略，包括：上網搜集作者生平資料，以了解

作品的寫作背景；遇疑則會翻查字典，務求掌握字詞的解釋。

3. 提升古詩文的學習能力

(1) 提升對古詩文的理解能力

  在教師示範後，學生大多能將已有的文言知識遷移到其他的文言語段。以《楊修之死》中的「夢中殺

人」事件為例，學生大多能按課文內容劃分段落層次，並以漫畫及文字表達內容重點。能力中等的學

生能掌握內容大意，但似未能理解曹操何以故布疑陣；而能力較高的學生不單能掌握文言字詞的解

釋，更能抓住曹操「佯裝」在夢中殺人的原因、殺人後如何惺惺作態作為闡述重點。

能力中等學生 能力較高學生

場景一 曹操突然跳起來，殺死了想幫他拾起被子的

近侍。近侍逃不過曹操的攻擊，最後成為了

曹操的刀下亡靈。

曹操恐怕有人暗中想對自己不利，所以對眾

近侍說：「我夢中會殺人，凡是我睡著了，

你們切記不要接近。」曹操藉此避免有人接

近和暗傷【應為：行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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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二 眾人聽到有動靜，都沖【應為：衝】進了曹

操的寢宮，卻發現了近侍身上插著曹操的

刀，曹操問：「我殺了他嗎？」並大哭起

來，眾人見此情況，又想起曹操平常對他們

說的話，兇手必定是曹操了。

一日，曹操日間在睡覺，被掉了落地，一名

近侍慌忙拾起幫曹操蓋回，曹操起身【用】

劍將近侍斬了，然後再上床睡覺，片刻曹

操起床，假裝驚訝地問：「誰殺了我的近

侍？」眾人誰【應為：說】出真相，之後曹

操痛哭，命人將近侍厚葬。

學習表現

分析

學生能掌握事件大意，但似未能理解曹操何

以故布疑陣。首先，學生未有語譯「佯驚

問」中「佯」的意思。加上，下文指眾人認

定曹操殺了侍從，也非按原文語譯。

學生能掌握事件發生的經過，並清楚點明曹

操殺掉侍從的真正動機。

(2) 提升對古詩文的分析及評鑑能力

  在下學期，學生大多能自行搜集課外資料，理解文學作品的內容大意，並評鑑作品的內容主題或表達

手法。從下面的學生作品示例可見，能力中等的學生大抵能點出文學作品的其中一項特點，而能力較

高的學生則能融會所學，比較所選的文學作品與流行曲在表達手法上的分別，並評鑑兩者優劣。

能力 能力中等學生 能力較高學生

評鑑

學習表現

分析

學生能簡述喜愛其中一首作品的原因，惟闡

釋欠詳盡。

學生能指出詩歌與流行曲的表達手法有何相

異之處，並引述相關例子支持己見。 

反思

教育改革提出「學生為本」的理念。不少學者指出要提高學生的學習效能不能只關注「怎樣教？」，更要

考慮「怎樣學？」。故此，初中教師在探討古詩文的教學時，宜先掌握學生的已有知識及學習難點，再因

應學生的學習特點，設計適切的教學及評估策略。以這個校本個案為例，教師為協助學生克服對古詩文的

「恐懼」，一方面容讓學生以多元化的形式表達對古詩文的理解；另方面也因應學生的能力調適課業的內

容深淺及份量，務求學生能在教師及同儕的協助下運用文言知識。通過這些課業，教師能掌握學生理解古

詩文的難點，適時糾正、釋疑。當學生對學習古詩文漸見信心，教師便引領學生因應自己的能力、興趣決

定搜集課外資料的多寡。這樣學生就有更多機會規劃自己的學習方向，為個人的學習負責。

總結

有效的課業設計，除了讓教師了解學生學習進度外，對學生學習興趣、學習動機及態度也有正面的影響。

如王力（2010）所言，學習古詩文極需長時間浸淫：「有人曾希望學習古代漢語時有一把鑰匙⋯⋯如果想

不經過循序漸進的認真學習，很輕易地就具備閱讀古書的能力，這樣的鑰匙自然是沒有的。」由此可見，

引導學生運用所學只是入手點，協助學生掌握閱讀方法、培養閱讀古代優秀作品的興趣和習慣，才能幫助

學生學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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