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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樂學樂學樂學樂學••••活學活學活學活學——從閱讀中擷英取華的語文學習經歷從閱讀中擷英取華的語文學習經歷從閱讀中擷英取華的語文學習經歷從閱讀中擷英取華的語文學習經歷 

講者：黃鸝女士（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葉盈老師、陳志紅老師、馮宝恩老師、林紫茵老師（樂華天主教小學）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是中國語文教育課程發展的要項。樂華天主教小學的教師以提升學生的

語文素養為目標，因應學生的需要，編選多樣化的優秀學習材料，增加經典篇章，兼顧文

白，讓學生從多元的閱讀材料中擷英取華，積澱語感。為了給與學生豐富、均衡的語文學習

經歷，教師運用多元的學與教策略，有機結合不同範疇的語文能力，並將閱讀所得與個人的

生活經驗、學習經歷及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等連繫起來，讓學生通過應用及實踐，活學活

用，體驗語文學習的樂趣。 

 

理念理念理念理念 

如何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課程發展議會(2014)提到： 

學生要裝備自己以應付所需，除了要學會閱讀，喜愛閱讀，還須掌握「從閱讀中學

習」的技巧，以提升整體的學習能力，達到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學生在閱讀時，可連

繫個人知識、學習經歷，以至整個世界的事務，從而深入理解文本的內涵，建構意義。

（頁 2） 

課程發展議會(2017)也提及要加強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語文的興趣、態度、習慣和能力，還

要： 

給與學生豐富、均衡的語文學習經歷，包括聆聽、說話、閱讀、寫作及其綜合運

用；連繫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並透過跨科協作，提供更多應用或實踐語文的機會。

（頁 18） 

 

我們根據 Garner(1987)提出四項在課室教授的建議：「向學生介紹不同的策略及其用法」、

「著重過程的教學」、「全年的策略教授」、「引導練習」，並配合評估促進學與教的理

念，規劃校本課程。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要經歷觀察、模仿、實踐、自主才能掌握學習策

略和方法。教師因應學習歷程，設計評估工具、評估活動，以提升效能，為學會學習打好基

礎。 

 

課程發展議會(2017)強調小學生要作好準備適應中學階段的學習和成長，故我們要着力培養

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及協作能力，同時繼續推動溝通能力、創造力及明辨性思考能力的發展，

這與以上的理念如出一轍，強調讓學生從多元的學習經歷中，漸次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提

升後設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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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1. 從已知到未知從已知到未知從已知到未知從已知到未知：：：：連繫個人知識連繫個人知識連繫個人知識連繫個人知識，，，，加強銜接加強銜接加強銜接加強銜接 

為協助學生順利過渡至新的學習階段，規劃課程時，教師必須因應學生的已有知識、能力、

興趣和學習需要，由淺入深地安排學習內容，各學習階段重點必須緊密銜接。教師關注中、

小銜接，由於學生升中後會學習較多文言篇章，為了讓學生多接觸文言作品，本學年，我們

由四年級開始規劃及發展高小校本文言課程。教師帶領學生運用本科已有知識作為學習文言

文的助力，讓學生快樂地學習文言文。我們配合原有課程框架的題材、體裁及品德情意等學

習目標，或增補，或更換，讓學生多接觸文言篇章，學習閱讀文言文的策略。我們也同時引

導學生多誦讀，感受作品的情意。現以四年級校本文言課程規劃說明： 

 

表一：四年級校本文言課程規劃 

單元課文 目標 
增補文言 

篇章 
學與教活動舉隅 

愚公移山 � 樂學：不怕文言，樂

於探究 

� 活學：融會貫通 

� 掌握常見文言字詞的

詞義 

� 品德情意的滋養：堅

毅、承擔 

愚公移山 

(節錄句子) 

� 誦讀：培養語感 

� 聯繫所學：文白對

照 

� 學習理解文言文詞

義的策略： 

� 單音節詞變雙音

節詞 

� 上下文推測  
奇妙的梨

樹 

 

� 樂學：不怕文言，樂

於探究 

� 活學：融會貫通 

� 掌握常見文言字詞的

詞義 

� 品德情意的滋養：惻

隱之心 

種梨 

 

選取教材時，除了重點考慮學生興趣及能力，也關注篇章與原有課程的聯繫。如四年級學生

學習《愚公移山》前，教師先帶領學生掌握教科書中改編故事的結構及內容，再讀文言文，

讓學生將學習經驗連結起來。五年級學生學習《鄭人買履》前，已學習了單音節詞變雙音節

詞及上下文推測等理解詞義的策略，為了評估學生對已學策略的掌握，我們不以講授的方式

開展，卻將文章分割成小節，佈置文言文重組活動，讓學生自行選取策略，推測情節。在學

與教過程中，我們安排分組討論及全班點評活動，既能增加學生的成功經驗，也讓學生活學

活用，增強自主學習的信心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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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與教策略的選取方面，我們重視通過朗讀，讓學生掌握語文的關鍵；通過文白對照及互

補，連繫學生已有知識；並循序漸進地教授單音節詞變雙音節詞、上下文推測詞義及部首部

件推測詞義等策略，幫助學生掌握學習文言的方法。我們通過多元的學習活動，多方收集學

生學習顯證，多元呈現學生學習表現，收評估促進學習之效。 

 

2. 從知識到能力從知識到能力從知識到能力從知識到能力：：：：連繫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連繫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連繫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連繫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豐富語文學習經歷豐富語文學習經歷豐富語文學習經歷豐富語文學習經歷 

我們也關注如何幫助學生將知識轉化為能力，連繫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讓學生通過應用及

實踐活學活用，豐富學習經歷。以五年級「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單元為例，本學年透過中

文科和常識科跨科閱讀，讓學生有更多語文學習的機會，也讓學生在生活中學習語文，為學

生提供寬廣的知識面，深化學習。跨科閱讀課程整合重點如下：  

 

表二：五年級跨科閱讀課程整合 

課題 目標 課程整合方法 教學流程(中文科) 

健康

生活

習慣 

 

� 從多樣化的學習材料

中積累語文素養：閱

讀課本、報章、雜誌

及網頁等，豐富各方

面的知識，培養理

解、比較、選取及多

角度思考能力 

� 樂學：探索新知、與

人分享之趣活學：連

繫其他學習經歷及已

有知識，遷移所學 

� 連繫其他學習經歷：常

識科「健康生活」 

� 連繫本科已有知識：說

明文的特點 

� 閱讀技巧： 

� 瀏覽、找主題句 

� 自我提問閱讀技巧：

自我檢視能否掌握文

章的內容重點 

� 摘要及圖像化策略：

整理學習所得 

� 分析及評價多種類型的

資源(整理、報告、互

評)  

� 分享、展示、討論閱讀

的成果和發現 

� 課前： 

� 設立專家小組，派發

QR code(每個 QR code

中包含「健康生活」

的不同資訊)，讓學生

分組閱讀文章，並搜

集其他相關的閱讀材

料，製作海報 

� 課上： 

� 匯報：負責不同範疇

的同學(專家)分派至其

他組別，與同學交流

資訊 

� 討論：與組員討論如

何以「先總述、後分

述」形式整理所得 

� 課後： 

� 鼓勵學生反思自己的

寫作過程及學習所得 

 

設計跨科閱讀課程時，中文及常識科先共同擬訂閱讀主題，然後按主題及科本學習目標，設

計閱讀材料和閱讀任務，讓學生透過閱讀與主題相關的材料，加強對主題的認識。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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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特別鼓勵學生扣連個人經歷和生活知識，如將自己的生活經歷和閱讀材料所述作比較、

分析，反思閱讀的內容，從而對課題有更深的認識及體會。 

 

兩科教師共同設定要學習的閱讀策略和技巧。在學習過程中，教師為學生提供在本科應用閱

讀策略或技巧的機會，讓學生內化所學。在中文科的說明文單元，除了讓學生認識說明文的

特點外，學生亦學習瀏覽、找主題句，以及運用摘要及圖像化的策略整理所得的方法。此

外，學生也要運用自我提問閱讀策略，檢視自己能否掌握文章的內容重點。常識科鼓勵學生

閱讀多樣化的材料，包括報章、雜誌、網頁等，豐富學生各方面的知識，培養多角度思考的

能力。常識科的學習材料中有不少是說明文字，在閱讀學習材料時，教師會請學生使用在中

文科曾學習的閱讀策略或方法，自行找出材料的主要觀點，以作課堂討論。教師通過跨科協

作發揮協同效應，有效地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3. 從語文到生活從語文到生活從語文到生活從語文到生活：：：：連繫生活連繫生活連繫生活連繫生活，，，，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 

語文離不開生活，我們帶領學生將學習材料與生活連繫，體味語文之趣及語文之用。為了幫

助學生遷移所學，鼓勵學生投入課堂，增加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的機會，並落實評估促進學

習的理念，我們在課堂上引入「快樂誦寫」活動。教師先帶領學生通過分組背誦及演繹文章

的佳段，深入賞識篇章段落，然後進行改寫。師生共同評賞後，再鼓勵學生參考教師及同學

的回饋修訂作品。 

 

通過活動，學生除了更深入閱讀篇章外，在觀摩教師的示範及不同同學的作品時，也能培養

審美能力、思維能力。更令教師欣喜的是學生能根據師生的回饋，主動反思並修訂作品，起

加強學生後設認知之效。 

 

以寫作〈美麗的＿＿＿〉為例，我們喜見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自信地跟教師、同學分享自己

的生活經驗。學生或以自己到外地旅遊的見聞為題材，或以香港景點為對象，其中不少學生

以自己成長的社區為介紹對象，表現出對身處社區的情意，令人動容。除了紙筆外，我們引

入了電子學習工具(Nearpod, Explain Everything 及 Seesaw)，讓同學結合圖像、聲音及文字，

多元展示學習成果，也照顧了學習者的多樣性，讓不同學習風格及長處的學生有展現成果的

舞台。 

 

從學生的作品(圖一)中，我們喜見學生能從閱讀中吸收養分轉化為寫作能力，將《美麗的泰

姬陵》的寫作框架及手法轉化到各個場景之中，生動地描摹出各個場景的特點。雖然學生的

表達、取材或有未盡善之處，但瑕不掩瑜，相信在日後會有更大進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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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美麗的……>學生寫作作品節錄 

 

通過多元的學與教策略，多元的評估及回饋，課堂上逐步建立了互相分享和互相欣賞的語文

學習氛圍，教師也喜見學生能活學活用，從學習和生活經驗中提取精華，讓語文學習不止於

課堂。 

 

四四四四、、、、成效成效成效成效與反思與反思與反思與反思   

1. 從從從從促進評估促進評估促進評估促進評估素養的角度素養的角度素養的角度素養的角度 

教師引入多元化的評估模式，在學與教的過程中，時刻關注如何利用評估數據回饋學與教。

此外，教師為學生訂定清晰的學習目標，讓學生對學習重點，學習過程有更多的掌握，學懂

如何檢視自己的學習，為邁向「作為學習的評估」鋪路。 

 

2. 從自主學習的從自主學習的從自主學習的從自主學習的角度角度角度角度 

讓學生養成自學的習慣及態度是教學規劃的重點之一。除了以預習課業及課前任務幫助學生

作學習的準備外，教師喜見學生能運用學習策略閱讀及寫作，也初步養成在課上寫筆記，在

說話練習及寫作後自評及互評等習慣。本學年經歷兩次停課，為學與教帶來不少的挑戰，教

師反映在停課前對自學能力及態度的關注，正好為停課不停學打好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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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電子學習的角度從電子學習的角度從電子學習的角度從電子學習的角度 

各級按學與教的需要運用電子學習工具(Nearpod、Explain Everything及 Seesaw等)，讓學生多

參與，多表達，一方面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及學習興趣，將學習延展至課後，另一方面，也

藉此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教師的嘗試，為面對教學文化及環境的轉變作準備，

也為學生的網上學習作鋪墊。 

 

4. 從語文素養的角度從語文素養的角度從語文素養的角度從語文素養的角度 

課程發展議會(2014)提到學生要學會閱讀，喜愛閱讀，還須掌握「從閱讀中學習」的技巧。

除了編選多樣化的學習材料，讓學生積澱語感，提高語文素養。例如從《愚公移山》的單

元，學生透過有趣的課堂活動，掌握運用字形結構猜讀文言文詞義的策略，又能結合上下文

推測詞義。這些閱讀策略不單是文言文的學習策略，同樣可以應用在白話文或其他不同的文

本之中。而從文白對讀中發現文言文的特點，更是建構知識的過程。 

除了培養自學能力，促進思維發展外，文化承傳、情感滋養及情懷體會，正是語文知識、技

能以外，不可或缺的素養。我們不以說教的形式向學生灌輸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卻通過探

究《愚公移山》，感悟堅毅不屈的可貴；通過閱讀阿濃的《曬棚糖黏豆》，帶領學生體會躍

然紙上的人民關懷，體會艱苦歲月的一點甜。過程中，學生以已有知識作為基礎，遷移本科

的學習，將知識轉化，連繫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也通過連繫生活，將語文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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