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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    ――――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實施實施實施實施、、、、回饋回饋回饋回饋，，，，讓學生克讓學生克讓學生克讓學生克

服讀寫難點服讀寫難點服讀寫難點服讀寫難點((((小三小三小三小三))))    
    

講者： 曹美玲女士（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文嘉慧老師、鄧兆康老師、胡偉英老師、陳佩瑚老師（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近年，本港學校積極回應課程改革，參考中央課程，配合學校使命，因應學校的優勢、教師

的專長和學生的特性，規劃及發展了很多具校本特色的課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4)。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的教師發現三年級學生在掌握文章主旨，構思及組織寫作記敍篇章

都有困難，教師期望在日常教學中有系統地幫助學生克服這些讀寫難點，故發揮專業自主，

參照中央課程彈性而開放的課程架構，製訂適合學生的課程規劃，發展學與教策略，提升學

生讀寫及思維能力。 

 

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    

斯基爾背克(Skilbeck, M.)的校本課程理性互動模式(rational interactive mode)包括以下

發展步驟：分析情境，準備目標，建構方案，解釋與實施，追蹤與重建(張嘉育，2000)。協

作團隊在 2017-18 年度發展校本課程時，也經歴了這些發展過程，包括在分析情境後，共同

訂定計劃目標；然後與科任教師詮釋理念，一起規劃課程；在實施課程期間，我們針對難點，

設計教學計劃，發展學與教策略；在過程中，我們不斷做評鑑，作回饋，在有需要時再次調

整課程內容。以下，我們將依據我們的發展步伐，按時間先後分為四個部分作闡述。 

    

一一一一、、、、    分析情境分析情境分析情境分析情境，，，，訂定目標訂定目標訂定目標訂定目標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2008，頁 12)提出，學校須按現況循序漸進發展校本課程，首要是

分析情境，確立願景： 

「學校宜按照各自的傳統、背景、文化、發展方向、步伐等，了解學校的現況，進行情

境分析，如強弱機危，再就學校的實際情況，從社區環境、教學資源、教職員團隊、學

生背景、家庭狀況等方面分析，並配合學校願景及學校發展計畫的關注事項，確定中國

語文科的發展路向。教師同時需要檢視學生的語文學習情況，了解他們語文能力的強項

和弱項、學習興趣、態度和習慣，以及教師對新課程理念的認識等。教師亦可利用學生

評估資料、中國語文科周年報告，以及報告的檢討與反思，作為設計校本課程的參考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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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 7月第一次學校探訪中，支援人員與校長、課程主任、科主任，以及二、三年級科

任老師會面，共同進行情境分析，目的是了解學校、教師及學生學習語文的現況。同時，支

援人員亦可向校方解釋中國語文校本課程發展的理念、具體實施方法、進程及課程檢視的方

法等，使大家認同校本課程的發展方向。 

在討論過程中，教師反思學生的學習情況，了解校本課程可再優化的地方。教師希望解決學

生的學習難點(歸納記敍篇章主旨，構思及組織寫作內容)，亦關注學校發展方向，期望發展

電子學習策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經過討論協商，大家共同決定發展方向，訂定了以下兩

項目標： 

1. 優化校本課程規劃，提升學生讀寫能力。 

2. 發展多元化教學策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校方立即進行人事調配，安排科主任參與支援計劃，電子學習小組老師定期參與會議，提供

意見及支援。 

    

二二二二、、、、    詮釋理念詮釋理念詮釋理念詮釋理念，，，，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要科學地建構語文課程，牽涉認知心理、學科論、能力結構論和系統論等(何文勝，2003) 。 

從認知心理的角度來看，語文教學是一個由簡單到複雜的螺旋式發展過程，教材的編選應符

合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由已知到未知等原則。學科論則提出教育目標應包括認知、技能及

情意三大範疇，在規劃課程時，語文能力及內涵同樣重要(何文勝，2003)。 

學校以教科書作主要教學內容。教科書的規劃涵蓋中文科九大範疇(閱讀、寫作、聆聽、說話、

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及語文自學) 及共通能力，也會考慮學生的語文能力發展，

教材的編選由淺入深，由簡單到複雜，螺旋遞進，兼顧學生語文能力的發展，及語文內涵的

培養，符合認知心理及學科論的觀點。 

能力結構論提到，思維能力高，讀寫聽說的能力也會高。思維能力不能脫離讀寫聽說能

力來訓練；而系統論則指出系統內的元素相同，但結構和序列的組合不同，便會產生同的

功能，故我們要優化課程的組合方法，才能發揮最大的效能(何文勝，2003)。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頁 23）也指出： 

「為幫助學生達到學習目標和掌握學習重點，學校可靈活選擇或調整學習內容的組織方

式、學與教的策略和進度、對學生課業的要求、評估的模式和準則。」 

從系統論及能力結構論的角度，要幫助學生克服讀寫難點，我們可從內容的組織方式及思維

策略兩方面思考。何文勝(2003) 認為教師應針對情境分析的結果，建構合適的校本課程設

計，如以閱讀或寫作為主線，又或以讀寫聽說四種能力並重的方法規劃，同時也需要加强思

維訓練，方能有效地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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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 8月的第一次共同備課會議，支援人員與課程規劃小組成員(科主任、電子學習小

組及三年級科任老師)反思以往的教學安排，並思考三年級能配合課程縱向發展銜接的能力

點。我們以「學生為本」，因應學生的讀寫難點，選擇「讀寫結合」的校本課程編選方式，並

在單元內加强思維訓練，以提升學生歸納主旨，構思及組織寫作內容的能力。我們考慮學生

的起步點，檢視現有教學單元，一起調動教材，安排有系統而適合該級學生的單元規劃。 

分析教材內容後，我們發現單元偏向以主題為組織重心，較難集中而系統地幫助學生克服閱

讀及寫作記敍篇章的難點，故我們以「增」、「刪」、「補」、「調」(見表一)四個方法重整教材

單元，期望同時兼顧學生語文能力及內涵的培養。 

表一：重整教材單元的四個方法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增 在單元中增加歸納主旨及篇章組織方法等難點教學重點 

刪 把重複及學生已能掌握學習重點的內容刪除或改為自學，以增加處理學生

學習難點的教學時間 

補 補充閱讀材料，協助學生掌握構思及組織寫作內容的方法 

調 調動單元次序及課文編排，集中施教，系統地建構學生的記敍能力 

    

三三三三、、、、    落實設計落實設計落實設計落實設計，，，，實施課程實施課程實施課程實施課程    

有了整年的規劃，每次共同備課時，我們便會討論每個單元的教學設計。我們主要從發展讀

寫策略及運用資訊科技兩方面著手，以幫助學生克服讀寫難點。 

1111. . . .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讀寫策略讀寫策略讀寫策略讀寫策略：：：：    

閱讀材料是學生積累語料及建構寫作框架的基礎，我們善用讀文教學，讓學生先掌握各種閱

讀及寫作能力。針對學生的學習難點，我們發展了以下的讀寫策略以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見

表二) 

表二：讀寫策略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歸納主旨 � 點滴方程式：歸納篇章主旨的策略 

� 關鍵字策略：我們以關鍵字詞預測課文內容，找出篇章中的重要

訊息，歸納段意、主旨及構思寫作內容 

篇章組織 � 結構策略：結合思維策略，從時間推展、地點轉移及事件發展三

個方向幫助學生了解篇章內容架構，從而掌握構思寫作內容的方

法 

� 圖像策略：用「火箭圖」或其他概念圖分析文章要點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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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的成效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的成效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的成效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第一學期，我們從培養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學習的習慣開始。我們在學校的電子學習平台發放

參考資料，並上載平日課堂上的寫作、造句或小組討論等資料，供同學上網查閱及温習，也

方便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內容。接着，我們請學生上載說話練習錄音，供教師評估及同學參

考。一個學期後，家長及同學都漸漸習慣在家中使用學習平台。 

在第二、三學期，我們選擇適合三年級學生使用的軟件，配合日常教學活動，提高學生的學

習興趣及成效。表三列出我們使用過的軟件。 

表三：適合三年級學生使用的軟件 

軟件軟件軟件軟件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Popplet 以概念圖形式分析課文內容或分享意念 

Plickers 學生每人手執一張作答卡紙，於課堂上回答多項選擇題或是非題，教師

運用流動裝置即時得知學生表現和統計成績，適時講評。 

Write About 圖像、語音及文字輸入，用於詞語理解、創作句子及短文等 

MyStory 製作包括圖像及話音的小故事 

教師覺得透過電子工具學習能促進生生及師生互動，也能即時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有助及

時作出回饋。學生喜歡運用平板電腦創作句子及製作小故事，也喜歡使用 Plickers 進行問答

比賽。電子學習增加了學習的趣味性，能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使學生更主動學習。        

    

四四四四、、、、    回饋評鑑回饋評鑑回饋評鑑回饋評鑑，，，，調整課程調整課程調整課程調整課程    

在發展校本課程時，為了更有效地促進學習，我們根據課程的學習目標、學習重點等擬訂評

估計劃，配合多元化的評估活動，訂立客觀的評估準則，以判斷學生的學習表現。 

我們利用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從多方面收集學生學習表現資料，回饋學與教。評估方

式要多元化，除了紙筆測考，也可包括口頭匯報、觀察及討論等。例如在閱讀課上運用Plickers

評估學生掌握詞彙的能力，不但可以即時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還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在寫作方面，我們訂定評估重點，讓學生進行自評及互評，教師和家長也能針對評估重點給

予回饋。 

適時的評估能讓教師客觀地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即時提供適切的協助，也能讓教師反思教

學，檢視課程設計和實施的成效，提供改進的方向。例如我們發現學生的文章抒發感受部分

較單薄，故特別在下一單元加強教學，並進行同儕觀課。 

同儕觀課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平台。要讓觀課與議課發揮最大的效果，我們一起準備教學

設計，教師再因應各班學生的特點作調適，然後透過循環觀課，優化教學。第一位老師施教

後，與觀課的老師共議改善建議，第二位老師便可以在下一次觀課中把建議實踐出來，以印

證效果。如此類推，直至所有老師都經歷備課、觀課、議課、回饋教學等環節。這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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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老師在短時間內看到以不同的方法來教授相同內容，對學生學習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我

們通過觀課和議課，建立優質的課堂教學和對等開放的說話平台，老師一同反思，不斷改進，

與同工一起成長。 

教師因應評鑑調整課程，修訂學習單元，回饋教學，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成效與反思成效與反思成效與反思成效與反思    

1. 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課程發展的流程是循環反復的過程，經過不斷檢視、修訂、調整及創新，以配合學生的學

習需要。教師配合學生的發展及需要，以「讀寫結合」策略規劃校本課程，提升學生歸納

主旨和構思、組織寫作內容的能力，而且內容環環相扣，由淺入深，並適當地重複學習重

點，深化學習內容，讓學生循序漸進學習中文科。 

    

2. 發發發發展多元化教學策略展多元化教學策略展多元化教學策略展多元化教學策略 

教師嘗試了多種讀寫策略，在課堂上不斷重複使用，有效地提升學生歸納主旨和構思、組

織寫作內容的能力。此外，教師覺得透過電子工具學習，能促進生生及師生互動，能讓教

師即時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適時作出回饋，學生對學習語文的興趣也大大提升了。 

 

3. 提升讀寫及思維能力提升讀寫及思維能力提升讀寫及思維能力提升讀寫及思維能力    

閱讀和寫作之間在內容、形式、思想等多個方面都有緊密的聯繫。在閱讀課堂上，學生運

用「預測策略」及「關鍵字策略」了解事情發展；運用「結構策略」、「圖像策略」梳理脈

絡，把握要旨，分析篇章組織，在培養學生閱讀能力的同時，也建構了學生「記遊」及「記

事」的圖式。在寫作課上，我們提供學生運用策略的機會，他們以關鍵字構思寫作內容，

以「總、分」結構組織篇章，並從時間的推展、地點的轉移及事件的發展等不同角度構思

文章內容。我們樂見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選取合適的寫作素材，文章結構完整，學生的讀

寫及思維能力皆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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