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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非華語學生由於母語與中文有很大差異，加上家庭在學習中文方面的支援不足，

使學生在學習上往往出現困難。要協助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必須從小培養學生

學習中文的興趣及信心，逐步協助學生打好學習基礎，才能有助學生面對學習中

文的挑戰，達到銜接主流課堂的目標。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是一所取錄少量非

華語學生的學校，豐富的中文語境有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然而，要協助小一

非華語學生逐步建立穩固的語文能力，以裝備學生面對未來銜接主流課堂的挑

戰，對學校而言仍是一重大考驗。學校明白只有整全規劃及多元化支援，才能協

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達到逐步銜接主流課堂的目標。下文將會闡述學校從課

程設置模式及設計、人手安排、教學與評估及家長教育四方面規劃如何支援非華

語學生學習中文。 

 

課程設置模式及設計 

第二語言的學習者通常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沉浸，才能積聚語匯，培養語感，而

根據不少學校的經驗，非華語學生要經過一定時間抽離學習或密集式學習，才能

建立學習信心（課程發展處，2019）。剛升上小一的非華語學生在學前教育階段正

值疫情時期，無論是學習或日常生活都較少接觸中文，中文的聽說水平仍未到起

步階段。有見及此，學校為小一學生安排以抽離模式學習中文，以便教師能為學

生提供更適切的照顧。在課程設計方面，學校於 21/22年度，由小一課程開始，

發展以邁向銜接主流課堂為目標的抽離班課程，善用「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

習架構」（「學習架構」）規劃校本課程，學校以調適主流課程教材作課程內容，讓

非華語學生逐步掌握主流課程的學習重點，調適教材的原則如下： 

 為確保非華語學生與本地同儕享有同等學習中文的機會，抽離小組的學生需

要學習主流課程的學習重點，因此調適教材時會保留主流教材的學習重點，

如重點學習的詞語及各種語文基礎知識。 

 非華語學生需要以小步子方式學習，亦需要通過多元化學習活動才能鞏固所

學，所以需要運用更多學時，才能配合學生的學習步伐。學校在調適教材時

會抽取原文的要點，修改抽象的文句，簡化教材內容，一方面以便學生容易

理解，另一方面以騰出時間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 

 學者指出通過簡單的文字、重複的語句，能幫助讀者學習詞匯和句型 

(Saccardi,1996)。小一非華語學生識字量少，調適教材時會透過重複的語



句，幫學生學習詞彙和句型。 

 非華語學生在課堂以外較少接觸中文，所以容易遺忘所學，修訂教材時會加

入學生已有知識，協助學生重溫及積累。 

 

人手安排 

要做好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工作，需要不斷積累相關知識及經驗。學校明

白教師的穩定性無論對學校在這個課題的經驗承傳，又或是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

文都相當重要。因此，學校安排統籌教師擔任小一中文抽離小組的科任教師，協

助學校積累經驗，長遠發展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項目。 

非華語學生有不同的中文學習起步點，家庭亦難以在中文學習上提供支援，加上

文化的差異，學習需要與華語生亦不盡相同，即使對於富經驗的中文科教師而言

亦充滿挑戰。學校明白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是一個專業的課題，必須先裝備

好教師，才能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學校為此申請教育局的專業支援服務，通

過專家的引領，與教師攜手設計校本課程及發展有效的學與教策略，從而提升教

師教授非華語學生的專業能力。此外，學校亦安排支援教師協助製作教材教具、

入班協助學生學習中文及任教課前班，以支援學生學習中文及減輕科任教師工作

量。 

 

學與教策略 

非華語學生的母語與中文有很大差異，而他們日常生活的圈子多欠缺中文語境，

令他們難以積累心理詞彙（mental lexicon），加上家庭在學習中文方面的支援不

足，因此非華語學生在中文學習上往往障礙重重。綜觀不同學者對第二語言教學

的研究，要讓學生學好第二語言，宜注意以下事項： 

(1) 學習動機是影響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的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動機

和學習之間的因果關係，是典型循環而非單向的，學習者從最初學習所得到的滿

足感將很有可能發展成想學習更多的動機 （Robert M. Gagne，趙居蓮譯

1997）。對於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非華語學生來說，他們學習動機之強弱，對他

們學習中文之表現更為明顯（羅嘉怡、謝錫金，2012）。 

(2) 學者指出第二語言教學宜採用浸入式（immersion）教學。浸入式指直接以第

二語言作為教學語言，給學生提供大量的第二語言環境，讓學生在使用的過程中

掌握第二語言。第二語言的教學策略包括大量使用圖片和直觀教具講解課程內

容、提供親身體驗的活動、將新的知識直接而明確地與學生目前的知識和理解力

連在一起等等（關之英，2012）。 

（3）第二語言教學的活動應與第一語言的要求不同，要從簡單任務中掌握語言運

用。如能適時提供鷹架，可以開發學生潛能，超越他們自我的實際表現，進入可

能發展區。因此第二語言教學應該適時為非華語學生提供鷹架，例如提供示範，



將複雜的任務細分或簡化，提供必要的協助與結構，及以提問促進學生思考等

（關之英，2012）。 

由此可見，要令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習動機的培養及運用第

二語言的教學策略，都是必須具備的元素。以下將以閱讀、說話及課前班的學與

教策略，說明如何培養學習興趣及語文能力。 

 

範疇 策略 說明 

閱讀 大量使用

圖片及直

觀教具 

要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不能單純依靠講解方法，更需

要運用視覺化策略，通過圖像、影像及實物，協助學生理解

字詞或句子的意思。教授字詞時亦宜通過圖像，強化學生理

解漢字部件的概念，如「看」字中的「目」部件與眼睛有

關，「吃」字中的「口」部件與口有關。 

 

為協助學生掌握漢字筆順，教師在設計教學簡報及課業時在

每筆畫起筆位置上加上紅點或以箭嘴指示，表示起筆點，避

免學生從錯誤方向開始。另外，在寫字詞練習時配以圖畫及

字型結構圖，加強學生認識該字詞的意義及字型結構。 

連繫學生

生活經驗

學習 

除運用圖像協助學生明白詞語的意思外，教師教學時亦會將

新的知識直接而明確地與學生目前的知識和理解力連在一

起，如教師為進一步鞏固學生對「我們」的理解及應用，便

以學生肖像製作教材，一方面連繫學生生活經驗學習，讓學

生很快就能理解「我們」的意思及運用「我們」造句；另一

方面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令學生更投入課堂學習。 



範疇 策略 說明 

 小步子提

問設計 

 

在教導學生理解課文內容方面，教學設計會分初步理解及段

落總結兩部分，教師會設計協助學生理解語段主要訊息的提

問。從初步理解到段落總結的部分，提問由淺入深，逐步協

助學生梳理課文內容，同時亦為不同能力的學生創設答對問

題的成功經驗。此外，教師亦會運用顏色及圖示，協助學生

學習題目的關鍵詞，以及明白題目的內容與答案的關係。 

教授學習

策略(做

筆記) 

 

 

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授之以漁」的概念十分重要。只

有掌握學習策略，學生才能面對學習中文的挑戰。學校由小

一開始，逐步教導學生不同的學習策略，如教師會教導小一

學生做簡單的筆記，包括標示段落，以強化學生對段落及篇

章的認識；圈出課堂學到的詞語，並以繪圖或學生熟悉的語

言文字記下讀音或解釋，以協助學生掌握字詞的讀音及意

思；為詞語加上相關類別（時間、人物、地點、事情）的圖

畫，教導學生把詞語分類，以便記憶及運用。 

多元化學

習活動 

學習動機是引發學生投入以至持續學習之原動力，是影響學

習效能的重要因素；對教師而言，激發學生的動機，是促進

學習效能的大前提 (課程發展議會，2022，分章四，頁

7) 。初小的非華語學生活潑好動，但因學習中文困難重重而

欠缺動機。針對非華語學生的特性及學習難點，教師通過多

元化學習活動，配以適切目標、設計程度和份量適中的學習

任務，為學生創設成功學習經驗，讓學生從成功經驗中建立

自信，從而提升學生學習中文的自我效能感及動機。學習活

動舉隅如下： 



 

範疇 策略 說明 

  

   

角色扮演：配合故事性較強的課文，教師會在教授課文後安

排角色扮演活動，一方面加深學生對角色行為及性格的掌

握，另一方面通過活動評估學生對課文內容的理解。學生進

行活動時，可因應自己的能力選擇以口語或書面語演繹，有

助為不同能力的非華語學生創設成功經驗。 

  

 

 

 

 

 

我的小字典：學生在上課時會把學習的詞語寫在小白板上，

並會畫出字詞的意思，製作個人化的小字典，從而加深學生

對詞語的理解及記憶。 

   

 

 

 

 

 

 

 

每日一詞：由於非華語學生覺得學習中文很困難，沒有信心

學好中文，教師會鼓勵學生每日寫出一個學會的詞語，學生

亦可按自己的能力寫出多於一個的詞語。活動的目的並非為

了評估學生的默寫表現，而是通過活動讓學生知道自己學會

哪些字詞。教師亦會把學習成果於課室內展示，讓學生了解

自己的學習步伐，鼓勵學生嘗試挑戰自己的紀錄，從而增強

學生學習中文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 



範疇 策略 說明 

說話  小一學生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已積累一定的詞語及看圖說

話的經驗，教師開始發展學生看圖說故事的能力。為配合非

華語學生的需要，說話教學以小步子理念設計，為非華語學

生提供鷹架，逐步協助學生建立看圖說故事的能力。運用的

教學策略如下： 

以讀帶說 通過朗讀課文，教師與學生重溫課文內容。教師根據課文內

容製作四幅圖畫，學生嘗試根據圖畫說出故事，讓教師了解

學生在看圖說故事的起步點。 

提供示範 教師根據圖畫說故事，讓學生學習及初步理解甚麼是看圖說

故事。 

教授學習

策略 

 

 

 

 

 

 

 

教導學生看圖說故事四部曲，當中包括先順序看圖片、找出

故事中的主角、為主角起名字及問問題想內容。教師會提供

說話框架，協助學生找出圖畫中的主要訊息（時間、人物、

地點、事情及感受）。 

提供示

範，循序

漸進，逐

漸放手 

教師會以第一幅圖畫作示範，教導學生如何運用說話框架找

出圖畫中的主要訊息，構思故事內容，並示範如何說出第一

幅圖畫的內容。師生會共同建構第二幅圖畫的內容，學生會

自行運用說話框架說出餘下圖畫的內容。 

 

展示學習

成果，提

供適時回

饋 

在學習看圖說故事的策略後，需要為學生提供足夠的練習時

間，才讓學生展示學習成果。學生完成說故事後，教師會對

學生表現給予回饋、讚賞和鼓勵，以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和自

我效能感。 

 

 



範疇 策略 說明 

  學生表現： 

從學生表現可見，學生大致能根據圖畫內容說簡單的故事， 

但在表達上仍需要改進，大致能達「學習架構」第一階水

平。 

 布置延伸

課業，鞏

固學習 

  

非華語學生需要有足夠的學習經歷，才能協助他們逐步掌握

中文。教師除了在課堂上教導學生如何看圖說故事外，亦會

布置延伸課業，並鼓勵學生向家長說故事，以及把故事錄音

上傳到網上學習平台。教師會配合學生所學的詞語設計幾個

看圖說故事的延伸課業，一方面以便學生運用所學的詞語及

策略說故事，另一方面可讓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以便

提供適時的回饋。 

學生表現： 

 

教師的適時回饋及足夠的學習經歷有助學生改進學習，從學

生在延伸課業的表現可見，學生能根據圖畫內容，運用所學

的詞語及說故事策略，順序說出事情發生的經過及表達簡單

的感受，能達「學習架構」第一階水平。 

早上，我和媽媽去香港公園 遊玩，我們很開心。我和

媽媽去香港公園，我看見很多花，有紅色、紫色、橙

色、粉紅色和草地，好看！我和媽媽去草地看書，我

們很開心。我和媽媽去便利店 買 雪糕，我們很開

心。 

方框：課文詞語 

今天早上，今日早上，我和妹妹一起玩玩具。我好我

會好開心。我不開心，因為媽媽罵我，我們沒有收拾

玩具。我和妹妹收拾玩具，媽媽開心呀。媽媽開心我

們收拾，媽媽說我們好孩子。 

方框：課文詞語 



範疇 策略 說明 

課前班

(大哥

哥大姐

姐計

劃) 

從遊戲中

學習 

兒童從遊戲中學習可以促進語言發展（Miller,2002）。通過

趣味遊戲的方式激發學生識字興趣是一種有效的教學方法，

使平凡沉悶的漢字學習過程變得生動有趣(謝錫金，2002）。

學校為小一學生安排「大哥哥大姐姐計劃」，除了為每位學生

配對一位高年級的華語生外，支援教師會設計不同的語文遊

戲，協助學生從遊戲中重温已有知識，以鞏固課堂學習及提

升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大哥哥大姐姐會在課前時段，教導

小師弟妹讀字卡，亦會和他們玩遊戲。通過和大哥哥大姐姐

的溝通，協助學生習得中文，亦促進校園的共融。 

當學生按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 成功完成學習任

務，他們的自我概念便會提升，相信自己可以在繼續努力和

堅持下，會達到目標並得到更多成就(課程發展議會，2022，

分章四，頁 6)。為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自我效能感，支援

教師為學生設計特別學習任務——當小老師。支援教師配合

課文內容，創作一個小兔子角色，邀請學生成為小兔子的老

師，教小兔子中文知識，如字形結構、字詞讀音、完整句子

寫作等等。學生由於要當小兔子的老師，因此在中文課堂學

習時份外認真投入。學生通過教會小兔子中文而獲得成功經

驗，從而提升學習中文的動機及自我效能感。 

 

評估安排 

為了解學生的學習進程，學校會為抽離小組的學生安排進展性評估。教師在設計

評估時會重視學、教、評的一致性，包括設計閱讀理解考材時會加入大量已學習

的詞語，評估學生對所學詞匯的掌握；題型的設計亦與學生的課業題型類近，以

免學生答題表現受不熟悉題型影響而未能反映學生真正的語文能力。此外，題目

的設計亦會對應「學習架構」內的預期學習成果，以了解學生的表現能否達到預

設的目標。 

抽離班的非華語學生在總結性評估時會和主流班學生使用同一評估，學校為照顧

學生的多樣性，有以下安排： 

人手安排：抽離小組科任教師會參與設計部分閱讀理解考材及題目，以加強學、

教、評的一致性。 

題目難度：設難度較高、基礎程度及低難度題目評估不同能力學生的表現，全體



中文科教師會參與討論，因應該年度學生的表現，商議各種程度題目的佔分比

重。 

實施安排：為小一非華語學生安排抽離進行評估，由科任教師監考及讀卷。 

 

推動家校合作 

教育要獲得理想的成效，家校合作是一個至為重要的因素。學校宜加強與家長的

溝通，讓他們明白學校課程發展的方向和校本政策的訂定，亦可讓他們更了解子

女學習的情況，並提供適切的支援(課程發展議會，2022，分章十，頁 3)。學校

不單為學生在課程設計、學與教、評估安排及支援配套方面提供支援，還通過推

動家校合作，協助非華語家長支援子女的學習。除了翻譯通告及安排非華語教學

助理與家長溝通外，學校亦為小一家長安排了三次家校聚會，每次聚會的焦點各

有不同(見表一)。 

 

聚會日期及形式 焦點 內容 

9月初 

(講座) 

加強溝通，讓家

長明白支援措施

的目的，期望家

長配合 

 介紹學校支援措施 

 講解課程設置模式及對學生的期望 

 講解適應小一生活小錦囊 

 了解家長的需要 

上學期結束後 

(講座) 

讓家長了解子女

學習的情況，並

提供適切的支援 

 分享學生課堂學習片段 

 介紹學習中文的方法 

 講解如何在網上平台繳交功課 

 收集家長意見 

下學期總結性評

估前 

(工作坊) 

協助家長支援非

華語學生學習中

文 

 講解評估時間表內容 

 認識温習材料 

 設計平衡學習與休息的温習時間表 

 介紹協助子女温習的方法 

表一：家校聚會規劃 

 

學習成果 

通過整全規劃，課堂內外為小一的非華語學生提供充足支援，我們喜見學生喜歡

學習中文及有信心運用中文，整體表現持續進步。 

從校內評估工具前、後測學生表現的比較可見，學生的聽說、識字及寫字的能力

有所提升，學生在識字及說話評估的表現有顯著進步（見圖一）。 



 
圖一：校內評估工具前後測學生表現比較 

 

從校內評估工具前、後測學生表現(寫字)可見，五位學生在前測中只有一位能寫

出字詞，後測則有四位學生作答得分，可見學生的識字量增加，部分學生已建立

寫句子的意識（見圖二）。 

 
圖二：校內評估工具前後測學生表現比較（看圖寫詞） 

 

總結 

重視整體規劃：課程設置、人手編排、課程設計、教學與評估的安排及家長教

育，都是影響非華語學生成功學習中文的因素。學校適宜就學生的長遠發展作全

面的規劃，才能協助非華語學生逐步建立語文能力，達到銜接主流課堂的目標。 

 

提供充足支援：學習語文沒有捷徑，學習非自己母語的語文尤其需要教師持續協

助和學生堅毅學習，方能見到成果。非華語學生各有不同的語文學習起步點，學

校宜為不同能力的學生訂定適切的期望，在課堂內外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支援，

如因應學生需要及學習步伐設計教學、設計程度和份量適中的學習任務以協助學

生獲得成功學習經驗、善用課前或課後支援課鞏固課堂學習及培養學習興趣、支

援家長協助學生學習等等。 

 

授之以漁：雖然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起步點較低，學習中文的初期，需要教師



提供較多學習上的支援。但只要教師常以「授之以漁」的想法設計教學，從初小

逐步在教學設計中加入學習策略的教授及應用，才能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

提升學生學習中文的信心，裝備學生面對學習中文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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