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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  C01 27/4/2023 

範疇： 閱讀 

題目：越讀越有趣——通過繪本教學，提高閱讀興趣，提升閱讀深度 

講者： 林婉薇博士（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周潤康老師、黃慧盈老師、陳佳明老師、毛燕美老師 (香港四邑

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一)背景 
 

小學教育更新的七個學習宗旨，其中一個宗旨是「閱讀與資訊素養」，可見

閱讀的重要性。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為提高學生閱讀的興趣及提升閱

讀的深度，在小一及小二配合中國語文科原有的單元設計，加入內容生動有趣的

繪本作品。 

在閱讀教學中，老師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老師更協助

學生細讀文本，體會作品意蘊，在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的同時，培養學生正面的

價值觀。在閱讀之後，老師更因應學生的能力、興趣等方面，設計不同的課業及

延伸活動，讓每一位學生都能享受閱讀的樂趣。 

 

(二)推行繪本教學的策略 
 

下文會從選書、教學及評估三方面闡明學校在推行繪本教學的策略。從表一

可見，學校配合學生的學習能力、興趣，選擇繪本作品，並通過多元化的教學與

評估活動，讓每一位學生能夠按照自己的學習步伐，展示學習成果(表一)。 

 

表一：繪本教學策略 
 

1. 選書 2. 教學 3. 評估 

主要原則 配合學生學習需要 在理解的基礎上，引

領學生思考 

採用多元化的評估 

提高閱讀興趣  內容貼近生活

及切合學生的

興趣 

 圖文互補，促進

理解 

 善用圖畫，引領

思考 

 體味感情，挖掘

核心價值 

 讓學生因應自

己的學習進

程、喜好選擇 

提升閱讀深度  內容豐富、文

字生動 

 對應不同學習

重點設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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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書 

 

為配合學生的學習進程，學校選擇的繪本是由淺入深，主題內容亦與學生的

生活緊扣，一方面可以引起學生的共鳴，另方面可以引導學生學習書中人物的正

確價值觀及態度。學校配合原有的單元主題，在小一及小二加入繪本作品： 

 

表二：繪本教學主題 

年級 主題 繪本(舉隅) 

小一 

 

校園生活 暑期銜接課程繪本主題「升小學、與同學相處」： 

精讀：《梅伊第一天上學》 

延伸：《開學日》 

動物 精讀：《小金魚逃走了》 

延伸：《貓咪看家》 

助人 精讀：《一閃一閃小銀魚 1：小銀魚立大功》 

延伸：《小小鄰居》 

小二 

 

關愛 精讀：《一閃一閃小銀魚 2：超級大朋友》 

延伸：《不可以搶我的糖果！》 

愛家人 精讀：《先左腳，再右腳》 

延伸：《奶奶臉上的皺紋》 

 

首先，為配合幼小銜接，該校在九月份教授繪本《梅伊第一天上學》，故事

主角要升讀小學，她對此感到忐忑不安，幸好她得到老師開解，讓她明白面對轉

變，一般人都會感到不安，而老師在新學年開始時同樣也害怕學生不喜歡她。這

個出人意表的情節，不單令學生會心微笑，也可以讓老師藉著故事，讓大家迎接

面對升小的挑戰。 

 

小學生一般對動物有濃厚興趣，學校選了《小金魚逃走了》代替原有單元有

關動物的課文，好讓老師能有足夠的課堂時間與學生細味文本。 

 

學校更借助繪本帶出正確價值觀和態度。例如：通過《一閃一閃小銀魚 1：

小銀魚立大功》、《一閃一閃小銀魚 2：超級大朋友》的故事，讓學生明白助人、

關愛的道理；又例如通過《先左腳，再右腳》，讓學生學習愛護家人。 

 

2. 教學 

 

繪本的特點是：文本和圖畫可以互相補足。張永德(2016）指出圖畫是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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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或文本，有時圖畫所描繪的細節，往往可以為讀者提供更多資訊，又或

在從中透露隱含的資訊。因此，繪本的圖畫一方面能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

另一方面圖畫有時亦可以為學生提供想像、思考的空間。在課堂上，老師配合

繪本的圖畫及文字，運用提問引導學生理解繪本的內容要點，進而引導學生進

一步思考。 

 

■ 圖文互補，促進理解 

 

以《一閃一閃小銀魚 1：小銀魚立大功》為例，文中指出小銀魚閃閃「喜歡

獨自行動」，牠的性格獨立，所以後來牠才會主動幫助鯨魚找父母，可是對於小

一的學生來說，「喜歡獨自行動」的意思較抽象，小一學生一般難以理解。為此，

老師便借助圖畫引導學生理解「喜歡獨自行動」的意思。老師先藉閃閃離群的圖

畫入手，問學生：「小銀魚閃閃在哪兒？」老師引導學生運用觀察力，從圖畫中

找出銀色的小銀魚——閃閃。接著，老師再引導學生從文字中找出答案的依據：

「閃閃在這裡」。最後指出小銀魚閃閃是「喜歡獨自行動」的，配合文字及圖畫，

學生更明白「喜歡獨自行動」的意思。 

 

■ 善用圖畫，引領思考 

 

老師亦可以抓住關鍵的圖畫，引導學生想像，並根據書中內容修訂自己猜想

的方向。例如：繪本《一閃一閃小銀魚 2：超級好朋友》寫小銀魚閃閃誤以為鯊

魚是牠的好朋友鯨魚，於是走近鯊魚。書中的圖畫特意只展示了鯊魚的背鰭，而

作者並沒有以文字說明清楚跟炭一樣的魚是不是鯨魚。於是，老師就借助這一幅

有趣的圖畫，引導學生思考——這尾魚是不是鯨魚？老師問學生：「你猜『黑得

跟炭一樣』的東西是什麼？」當時有學生說這尾魚是：「鯊魚！」學生很快便說

出正確答案，老師就抓住這個時機追問學生：「你怎樣知道牠是鯊魚？」引導學

生進一步理清答案的依據，期間老師更轉問其他學生，讓其他學生可以一起參與

討論，以便進一步引領學生思考。 

 

■ 體味感情，挖掘核心價值 

 

繪本教學不單要學生讀懂繪本故事的內容，更重要的是通過繪本圖畫的欣賞、

感受，以及理解繪本要表達的內涵及核心價值(鄒小麗、范雪真、王林發，2018)。

為了協助學生細讀文本，體會作品內涵，老師在教學時更會選出與繪本主題或主

要情節相關的圖畫，要學生仔細觀察圖片，留心人物表情、動作，揣摩情感。 

 

以《先左腳，再右腳》為例，老師請學生細心觀察男孩在祖父中風後的表情，

然後想一想：「巴比的表情是怎樣的？你認為巴比在想什麼？」學生大多能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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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及文本內容，明白祖父還在醫院裡，巴比很想念他的祖父。有部分學生甚至

能按巴比的表情，指出巴比非常擔心祖父的病情，在煩惱祖父會不會好起來。 

 

表三：學生作品 

 

 

 

 

 

 

 

 

總括而言，選用書中有代表性的圖畫，然後要學生留心人物表情、動作，都

能有效幫助學生了解書中人物的情感。 

 

3. 評估 

 

評估可具備不同形式、深度或廣度，以反映不同的學習面(張淑賢，2014)。

多元化的評估設計既可以讓老師具體了解學生閱讀繪本的表現，同時亦可以通過

有趣的評估活動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以下是學校可以因應不同學習重點，設計

的評估示例： 

 

表四：評估設計舉隅 

    年級 

學習重點 

繪本 評估示例 

認讀文字 一年級 

《小金魚逃走

了》 

借助電子軟件，錄製學生朗讀繪本內容的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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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學習重點 

繪本 評估示例 

延伸學習： 

認識常用顏色詞，並填上相對應的顏色 

 

理解內容大

意 

二年級 

《一閃一閃小

銀魚 2：超級

好朋友》 

理解內容大意 

 

提出簡單的

想法或表達

自己的感受 

 

二年級 

《一閃一閃小

銀魚 2：超級

好朋友》 

閱讀繪本後，學生在理解的基礎上提出簡單的想法或

表達自己的感受 

 

寫作簡單的

句子 

一年級 

《小金魚逃走

了》 

參照《小金魚逃走了》仿作《小鳥兒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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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教師可以通過評估向學生傳達一項重要訊息──學習是複雜，學

習成果可具多種形式。多元化的評估方法也可協助一些非一般或具一般能力的學

生肯定自己的學習及認同自己的學習方法(張淑賢，2014)。例如：有些學生以文

字表達，有的就會以圖畫，或者口頭報告的形式表達自己對繪本作品的看法或感

受。這些多元化的評估設計，令更多學生可以通過合適或喜愛的途徑分享自己閱

讀所得，甚至自己的閱讀感受。學生的學習動機也提高了(表五)。 

 

表五：學生作品 

學生通過文字或圖畫表達對自己對繪本作品的看法及感受。 

 

 

 

(三)總結 
 

經過兩年的繪本教學，學校發現學生在閱讀的興趣、能力方面都有所提升。

有不少學生向老師說要回家追看繪本的結局，甚至希望閱讀同一個系列或同一位

作者的繪本作品。所以老師亦因勢利導，鼓勵學生於假期閱讀相同主題的繪本。

令老師欣喜的是，大部分學生不但理解繪本的內容大意，更明白繪本作品要表達

的價值觀。不少學生在看畢《一閃一閃小銀魚 2：超級好朋友》後表示日後會「互

相幫助別人」，甚至有學生很具體地指出要做好學生，在同學有困難時，要幫助

他們。由此可見，繪本教學的在提高學生閱讀興趣的同時，亦提升了學生閱讀的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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