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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運用運用運用運用「「「「小步子小步子小步子小步子」」」」教學策略引導非華語學生理解篇章內容教學策略引導非華語學生理解篇章內容教學策略引導非華語學生理解篇章內容教學策略引導非華語學生理解篇章內容    

 

講者： 李詩敏女士（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李懿德老師、鄭寶兒老師、黃琤老師（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及理念及理念及理念及理念    

    

如何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幫助非華語學生面對學習中文的挑戰，從而促進非華語學生的中

文學習，提升教學效能，相信是近年不少教育界同工所關注的議題。 

   

在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過程中，老師在閱讀教學方面其中一個要面對的難點是：如何

運用適切的教學策略，結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幫助非華語學生在已有基礎上，學習理解篇

章內容，提升閱讀能力。 

   

近年不少學者嘗試針對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探討非華語學生在中文閱讀方面所面對的困

難。學者岑紹基、張燕華、張群英、祁永華及吳秀麗（2012）就嘗試在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

教學過程中，歸納出造成學生閱讀困難的因素，當中包括下列四方面：一、中文的書寫符號

系統增加了非華語學生識字、認字的難度；二、學生對於詞彙的理解存在問題；三、學生對

句法的掌握不夠造成語句理解的困難；以及四、在語篇方面，學生對篇章意義的理解出現偏

誤，缺乏對整體篇章的把握能力。 

 

因應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教育局自近年開始，訂定「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協助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建基於主流中文課程的「學習進程架構」，

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把學習中文的進程分拆成「小步子」（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2019），以便老師因應非華語學生的程度設計教學，制訂相應策略，讓非華語學生循序漸進地

學習。而在閱讀教學上，則重視讓非華語學生從字、詞、句的學習，循序漸進地過渡至篇章

段落，以至整篇文章的理解。 

 

分享重點分享重點分享重點分享重點    

 

在是次分享會上，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的老師以記敍抒情文為例，分享如何以「小步子」

為原則，在高小非華語學生的已有基礎上，運用適切的教學策略，配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引導非華語學生具體理解篇章內容，提升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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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概括說明如下： 

 
表一：運用「小步子」教學策略引導非華語學生理解篇章內容 

   

在高小階段，非華語學生建基於過去的語文學習，在識字、認字方面，一般已問題不大；而

對於中文詞彙及基本句法，普遍亦已具有一定的認識和掌握。 

 

但對於高小非華語學生而言，其中一個要面對的較大難點，相信是如何在已有基礎上，學習

具體理解篇章內容，甚或能進而掌握篇章重點，對篇章內容能有整體性的理解。與此同時，

由於在高小階段，閱讀篇章無論在篇幅長度、行文結構、以及思想內容上，一般都較初小階

段的要求為高，對於部分非華語學生而言，無形中亦增加了他們在理解上的難度。 

 

有見及此，老師嘗試因應校情及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以「小步子」為原則，在高小非華

語學生的已有基礎上，透過運用適切的學與教策略，配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見表一），引導

非華語學生具體理解篇章內容。現作說明如下： 

 

閱讀前階段閱讀前階段閱讀前階段閱讀前階段：：：：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準備閱讀準備閱讀準備閱讀準備閱讀    

 

對於高小階段的非華語學生而言，學生已建立一定的語文基礎，在閱讀教學上亦已從字、詞、

句的學習，循序漸進地過渡至篇章段落，以至整篇文章的理解。 

 

在閱讀前階段，老師嘗試透過聯繫生活經驗、預測故事等策略，提升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動機，

並讓學生對於即將閱讀的內容能有概括的認知，藉以為往後的閱讀作好準備。 

 

在記敍抒情文閱讀，學生除了要能理解篇章所涉及的事情外，亦要體會到當中所表達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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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讓非華語學生能夠把握篇章所要表達的感情，甚或能理解到作者於篇章中所呈現的

情感變化，卻是難點所在。 

 

有見及此，老師在閱讀前階段，因應篇章的情意內容，配合實物、圖像等方式，聯繫非華語

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引入學習情境，從而幫助非華語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能更易於體會

篇章所表達的情感。而在分享生活經驗時，老師可先作分享，既能促進師生的了解，亦能通

過老師的分享示範，讓非華語學生更樂於表達自己，投入學習。 

 

透過因應閱讀篇章的情意內容創設情境，聯繫已有生活經驗的策略，已能激起非華語學生的

閱讀動機。老師進而透過預測故事等策略，讓非華語學生能對即將閱讀的內容能有概括的認

知，為往後的閱讀作好準備。 

 

值得注意的是，在進入預測故事活動前，倘若班中非華語學生的字詞基礎較弱，老師可先讓

學生掌握篇章的核心字詞，以便為學生往後的閱讀和理解作準備。但一般而言，由於非華語

學生在高小階段已具有一定的字詞基礎，老師可運用隨文識字、引導學生運用上文下理推斷

等策略，代替核心字詞的前置教學。 

 

在預測故事活動中，老師除了可透過傳統的圖像推測策略外，亦可引入結合關鍵詞、提示問

題等方式，讓非華語學生預測故事內容，並在設計上因應學生的能力和程度，滲入了關鍵詞

策略、提示問題、引領思維策略等元素。倘若班中的非華語學生能力較佳，可讓學生根據篇

章關鍵詞或篇章首段，自行推測故事的起因、經過和結果，以及透過讓學生自擬問題，並於

閱讀過程中引證預測等策略，藉以提升非華語學生的閱讀理解層次。 

 

從課堂所見及老師反映，非華語學生對於聯繫已有生活經驗、預測故事等策略很感興趣，在

課堂上樂於分享個人生活經驗，並勇於嘗試運用關鍵詞和提示問題去推測故事內容，不但讓

非華語學生對於篇章內容能有初步的感知，藉以為往後的閱讀作好準備，過程中亦滲入了關

鍵詞策略、提示問題及引領思維策略等元素，引導非華語學生認識不同的學習策略，促進自

主學習。 

 

閱讀中階段閱讀中階段閱讀中階段閱讀中階段：：：：內容大意內容大意內容大意內容大意、、、、段落及篇章段落及篇章段落及篇章段落及篇章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在閱讀中階段，老師重視因應學習重點，運用「小步子」教學策略，結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引導非華語學生於高小階段，能就內容大意、段落，以至篇章進行理解。 

 

為了幫助高小非華語學生理解篇章的內容，在進行分組活動前，老師會先承接閱讀前階段的

預測策略，透過不同層次的問題，讓學生對於篇章的內容大意，能有整體性的感知。 

 

老師進而讓高小非華語學生透過投入參與一系列環環相扣的學習活動，如：小組討論活動、

朗讀及匯報、評賞活動及角色扮演，促進對於篇章內容的理解，過程中重視以學生為本，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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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同儕及師生的互動，促進語文學習，提高教學效能。 

 

在小組討論活動中，老師讓各組運用分組閱讀和合作學習的方式，引導非華語學生運用六何

法和精讀策略，理解段落和篇章內容。老師會依據各組的能力，分配所負責的段落，設計上

因應各段落重點，給予相應的思考指引問題，以便學生能參考指引問題，理解段落和篇章內

容，並培養學生建立帶着問題閱讀和思考的習慣。 

 

因應記敍抒情文教學，老師重視在教學上引導非華語學生掌握篇章所表達的事件和感情，以

及當中的情感變化；並通過朗讀、角色扮演等方式，讓非華語學生藉著聲線、肢體語言的運

用，深化對於篇章內容和情感變化的理解。與此同時，在配合分組朗讀時所進行的評賞活動

中，老師請各組就評估重點作小組自評互評，以便非華語學生能在過程中注意到運用恰當聲

線和語調的重要，加強對於情感的表達，並藉以加深對於篇章內容的理解。 

 

老師進而帶領非華語學生因應各段落內容，概括和歸納出段落大意和篇章的內容重點，讓非

華語學生對於閱讀篇章能有整體性的理解。老師並因應篇章人物的情感變化，與學生共同運

用不同的形容詞，進行疏理和歸納，過程中重視深化學生對於篇章內容和情感變化的理解和

掌握。 

 

從課堂所見及老師反映，非華語學生能透過一系列環環相扣的活動，加深對於篇章內容的理

解。例如：在課堂上喜見非華語學生能在朗讀的過程中，運用不同的聲線、語氣，呈現出篇

章人物的情感變化；而在角色扮演活動上，非華語學生更能建基於朗讀時對於聲線、語氣的

掌握，配合肢體語言，重現篇章的情節內容，並在老師的帶領下，因應各段落內容，概括和

歸納出段落大意和篇章的內容重點，深化理解。 

 

閱讀後階段閱讀後階段閱讀後階段閱讀後階段：：：：鞏固和深化鞏固和深化鞏固和深化鞏固和深化，，，，表達個人感受表達個人感受表達個人感受表達個人感受    

 

在閱讀後階段，老師透過不同的鞏固和延伸學習，以及口頭分享、以讀帶寫等方式，作鞏固

延伸，深化所學，加深高小非華語學生對於篇章內容的理解，過程中亦重視聽說讀寫的相互

聯繫，促進整體性的語文學習。 

 

老師透過讓高小非華語學生整理篇章概念圖，並於課堂上進行匯報，藉以評估學生對於篇章

內容的理解。在記敍抒情文教學上，重視評估非華語學生能否掌握篇章中所涉及的事件，以

及當中所表達的感情。為鼓勵學生能夠應用所學，促進內化遷移，老師亦會運用腦圖等方式

幫助學生延伸學習有關表達情感的詞語，並學習應用於其他的語文情境中。 

 

  與此同時，因應單元重點及篇章內容，老師重視讓學生聯繫所學，擬設相應的話題，讓

非華語學生進行口頭分享，以及透過讀寫結合促進應用遷移，藉以鼓勵非華語學生樂於表達

個人感受，深化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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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課堂所見及老師反映，在老師的適切引導下，非華語學生普遍對於篇章內容能有整體性的

理解，並能配合相應的提示完成篇章概念圖；而能力較佳者，更能因應篇章內容，繪畫概念

圖或整理篇章重點。同時，老師因應單元重點及篇章內容，讓非華語學生進行口頭分享和以

讀帶寫，喜見非華語學生能在當中運用單元所學習到的詞語，如：「難忘」、「深刻」、「內疚」、

「慚愧」、「感動」等，豐富個人的情感表達，深化語文積累。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回顧過去的協作，我們致力攜手幫助非華語學生面對學習中文的挑戰。為促進非華語學生的

語文學習，我們透過在教學上運用「小步子」的教學策略，配合多元的學習活動，促進高小

非華語學生對於篇章內容的理解，提升閱讀能力。 

 

在閱讀前階段，高小非華語學生能透過聯繫生活經驗、運用關鍵詞和提示問題預測故事內容

等策略，引起動機，準備閱讀；在閱讀中階段，則能藉著一系列環環相扣的活動，加深對於

篇章內容的理解，過程中重視以學生為本，強調同儕及師生的互動，促進教學效能；在閱讀

後階段，重視透過鞏固延伸學習，以及口頭分享、以讀帶寫等深化所學，促進整體性的語文

學習。 

 

令人欣喜的是，憑藉彼此的共同努力，非華語學生在中文學習上持續進步，提升了他們的語

文學習。在往後的日子，我們將繼續致力培養非華語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提升他們對於中

文學習的興趣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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