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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課程閱讀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2014

• 連繫不同學習領域或科組，建立協作的機制，以加強溝通；並

透過檢視課程，凝聚共識，以幫助學生拓寬視野，建構知識，

提升創意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 透過不同方式的協作，安排多元化的閱讀活動和計畫，讓學生

涉獵不同領域的知識，並運用閱讀策略和技巧有效提取不同類

型的內容。

• 不同科目在推動閱讀時應有不同的側重點，例如：閱讀科普作

品，常識科的重點在於增進學生的科學知識，培養探索和科學

精神；語文科則引導學生認識科普作品的語文特色，並培養仁

民愛物的情懷。



跨科協作模式

共同設定要學習的閱讀策略和技巧，
老師按實況為學生提供機會在本科
學習及應用所學的閱讀策略或技巧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2014

閱讀策略

主題閱讀

共同擬訂閱讀主題，然後有關學科按
主題及本科的學習目標，設計閱讀材
料和閱讀任務，加強對有關主題的認
識，並能融會貫通各科的知識

專題研習

擬設主題，讓學生自選研究的子題，
制定研習方案， 包括選讀與子題
相關的材料，並有機會應用相關的
學科知識，按研習目的深入理解閱
讀的內容，從中建構知識，發表有
個人看法的研習成果



(一)學校背景

(二)校本經驗分享

(三)反思和建議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1. 學校發展計劃與課展重點

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2016-2019)

校本支援計劃(2018-2019)

課展重點(五年級)

• 加強電子學習的效能

• 發展跨學科閲讀

■組構單元教學框架，優化校本課業

■發展校本寫作教材，促進以讀帶寫

■優化閱讀策略，推動跨課程閱讀

■推動電子教學，促進自主學習

學校背景



學校背景2. 跨科協作的經驗

3.課程主任(PSMCD)的角色

統籌跨科會議，與各科組負責同工商議如何推展跨

課程閱讀，協調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

圖書組

不同學科電腦科



4. 中文科推動電子學習的經驗
學校背景

以電子教學為主題進行教研觀課



5. 中文科校本課程規劃特點

• 校本單元課業冊

• 校本課程規劃(全年三冊教科書)

學校背景

五年級下學期 跨課程閲讀主題

中國歷史人物



五年級

中國歷史人物

圖書

專題書展

中國歷史人物傳記

中文
單元：歷史人物傳記

篇章：孫中山 、蘇軾、祖沖之

分析描寫人物的方法

評價人物的性格和行為

閱讀：資訊性及文藝性(課文、網
頁資料、視訊、書籍)

英文

Extended reading

introduce the key features 
of a leaflet

‘Dr Sun Yat-Sen 
Museum’

電腦 擴增實境

AR(Augmented Reality)

分享閱讀報告

(中國歷史人物)

常識

單元：認識祖國單元

了解重要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對
國家的影響 (孫中山)

培養分析歷史資料的能力

培養對中國歷史的興趣

閱讀: 教科書教材、網頁資料、
展版

數學

利用 Google form 

製作「喜愛的歷史人
物讀物」棒形圖

閱讀：棒形圖表

視藝

欣賞蘇軾書畫(朱竹)藝術

認識文同與竹的藝術

繪畫墨竹

閱讀：蘇軾書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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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展流程

十二月
•首次籌備會議，訂立主題，初步構思大綱

㇐月
•確立各科的學習重點、教學內容和具體推行時間

二月
•各科準備教材

三月
•有關孫中山的主題講座及展板

三月至四月
•各科落實教學設計

四月
•閱讀嘉年華



篇章
講讀：〈孫中山的少年時代〉
導讀：〈多才多藝的蘇軾〉
延伸：〈水調歌頭〉
延伸：〈蘇軾與竹〉
自習：〈古代數學家――祖沖之〉

電子教材
• 電子書中華里：《祖沖之》《蘇軾》
• 香港教育大學「看動畫．學歷史」：孫中山
• 小學中華傳統美德語文學習軟件： 蘇軾〈定風波〉
• 小學中華傳統美德語文學習軟件 ：〈文與可畫竹〉

增加閱讀量、擴大閱讀面

教科書不是唯一的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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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認識人物傳記的文體特點
 通過人物的表情、動作、語言描寫人物
 評價人物的性格和行為
 理解音像材料所傳遞的信息

寫
 確定對象，使用合適的格式和用語寫作書信〈給古人的一封信〉
 撰寫閱讀報告

聽  專注聆聽，理解故事內容

說
 利用資訊科技協助演說
 有自信地分享閲讀感受

品德情意
 富正義感和愛思考(孫中山)
 勇於改過、樂觀豁達 (蘇軾)

中華文化
 認識中國歷史人物的事蹟
 認識中國竹文化

文學  認識蘇軾的文學作品

思維  培養明辨性及創造性思維能力

自學
 閲讀有關中國歷史人物書籍
 瀏覽相關媒體資料

單元學習重點



課前

知識性的學習內容

連繫已有知識

課堂

生生和師生互動

深入分析學習內容

課後

鞏固、延伸

反思、改進

應用所學
Edpuzzle

Nearpod

AR

善用電子學習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

學生網上課業
例子

學生網上課業
例子

學生網上課業
例子



課前

課堂
生生和師生互動

深入分析學習內容

課後

Nearpod

培養審美能力
推動文本細讀

理解→分析

學生網上課業
例子

課文內容

學生課業例子



跨科協作

孫中山博物館館長何惠儀女士主持專題講座

學生閱覽展板

中文科
〈孫中山的少年時代〉

常識科教學內容

加深對中國歷史人物的認識

孫中山小檔案

孫中山等人推翻清朝的經過

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

常識科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展板內容

展板內容



政治

文學

書 畫

理解 → 分析

事例 → 性格
特點

多才多藝的蘇軾

課文內容



• 增加音節優美、琅琅上口的短淺古詩文
• 引導學生多誦讀，感受作品的情意
• 連繫學生的生活經驗，引發對生活的體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C1fh-M4Q0

王菲 《但願人長久》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面對不如意的事情，
你會如何面對？

文學

〈水調歌頭〉

視訊教材



成語

文學

文化



成語
胸有成竹

朱竹

墨竹

書畫藝術書畫藝術

竹的文化意義竹的文化意義

中文 視藝跨科協作

〈多才多藝的蘇軾〉



老
師
示
範

學
生
畫
作

活動照片



知識性的學習內容

連繫已有知識

生生和師生互動

深入分析學習內容
課後

鞏固、延伸

反思、改進

應用所學

課堂上

課前

Edpuzzle

Nearpod

AR

人物傳記

閱讀報告

活動照片
學生網上課業
例子



跨科協作

中文科 電腦科 圖書館

自閱

自拍

自製

自閱



自製

自拍

自閱 製作AR 閱讀報告
電腦科

閱讀嘉年華

活動照片

圖書館



自閲˙自拍˙自製 (網上教學版)

學生習作舉隅

老師回饋



電腦科 COSPACES

AR 閱讀「方」 學生在正方體(Merge Cube)的六個面，
簡介及分享圖書。

自我介紹

圖書簡介

給讀者的小測試

「自拍」影片

讀後感

圖書封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gu2-w3Iolg&feature=youtu.be



反思與建議

教師專業成長

• 豐富老師對於跨課程閱讀的認識和實踐經驗

• 團隊協作，增加老師運用電子教學的信心和能力

18-19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中文語文教學組銀獎

19-20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中文語文教學組金獎



學生學習

• 預習、課堂教學及延伸活動有系統地扣連，能培養學生主動

學習的態度，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 善用電子學習工具，能有效提升學生於課堂內的參與度及專

注力，促進師生及生生互動

• 善用資訊科技，能拓寬學生的學習空間，促進分享文化

• 通過跨課程閱讀，能讓學生融合各科知識，提高學習效能

建議

• 跨科協作，共同規劃課程

• 善用多元化閱讀材料

• 對應學習重點，配合適當的教學策略



陳少芳女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電話：2158  4905

電郵：siufongchan@edb.gov.hk

聯絡方法



主頁> 教育制度及政策 > 小學及中學教育 > 小學及中學教育適用 > 校本支援服務 >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

www.edb.gov.hk/sbss/sbc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