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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推開閱讀之窗——以「已知」探索「未知」的閱讀學與教 

（二年級） 

講者： 黃 鸝女士（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湯靜儀老師、倪嘉儀老師、吳芊慧老師（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引言 

2021-2023年期間的新冠疫情為學校的學與教帶來不少挑戰和機遇，如何在疫後為學生的

閱讀能力固本培元，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培養閱讀興趣和習慣，是學校共同的關注。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22）明確指出學校課程要緊扣七個學習宗旨（，其中包括培養學生廣

泛閱讀的興趣和主動閱讀的習慣（。如何落實課程文件提及的學習目標？如何提升學生的閱讀自

我效能（，培養良好的閱讀態度和習慣（，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程度（，讓學生在喜歡的環境中提升

閱讀興趣？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在規劃及實踐閱讀學與教的過程中，總結了以下經驗： 

1.以閱讀策略為重點，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2.拓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豐富學生的閱讀經歷； 

3.以價值觀及文化為依歸，提升學生的閱讀深度。 

 

圖一：學校規劃及實踐閱讀學與教的總結經驗 

 

一、協助學生掌握閱讀策略 

閱讀策略是提升學生閱讀能力的關鍵（。聯繫生活（、找關鍵（、朗讀等閱讀策略（，能提升學生

的閱讀興趣（、能力（。學生能讀懂篇章（，自然能提升閱讀自信（，提升進入並探索閱讀的世界的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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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  從已知起步——聯繫生活 

我們帶領學生從已知起步（，閱讀前及閱讀過程中聯繫生活經驗及前備知識（，並運用預習所

得（，開展課堂學習活動以促進學習（。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緊扣學生的預習表現（，鼓勵他們

分享及反思（。教師因應學生的能力和回應作引導或追問（，啟發學生表達所思（、所想及所見或協

助學生建構知識，從而提升他們的高階思維能力。 

 

此外（，我們也重視讓學生將閱讀所得回饋生活（，通過討論思考（，讓學習富有意義（。如（ 養

成飲食好習慣》一文的教學（，通過預習設計（，讓教師評估學生對健康飲食的認知和態度（，為課

堂的討論作鋪墊。 

 

圖二：（ 養成飲食好習慣》預習及課堂工作紙 

 

通過預習（，我們評估到學生在常識科認識了食物金字塔（，健康的烹調方法（，也明白均衡飲

食的重要（。對學生學習起步點的掌握（，有助完善教學及設計延伸活動（。在閱讀教學中（，教師創

設情境（，連繫閱讀與生活（，引導學生根據文本提供的線索（，代入作品中角色的立場（，體會人物

的遭遇（。學生對作者要傳達的訊息有更深入的理解（，也更樂於在生活中實踐健康的生活方式（。 

 

策略二：從已知起步，把握重點——找關鍵 

在閱讀的過程中（，學生須掌握如何適當地提取資訊（，並概括內容（。配合第一學習階段的學

習，是次的協作主要從以下兩方面提升學生找關鍵的能力： 

1. 題目的關鍵：引導學生細閱標題，運用預測策略猜測文章內容，為理解閱讀材料作準備。 

2. 段落的關鍵（：引導學生找出段落的關鍵（，作出推測（、驗證（，並利用語境中的線索與文本進行

互動，建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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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題目的關鍵：運用預測策略猜測 

文章內容 

圖四：段落的關鍵：推測、驗證 

 

策略三：掌握重點，深入文本——聲入心通 

參考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23），朗讀是讓學生感受、理解作品的一項

重要閱讀策略（（頁 9）（。我們在閱讀課堂中特別重視朗讀（，會按教材和學習目標安排多樣化的朗

讀形式（，如教師帶讀（、全班齊讀（、分組讀（、對讀及學生帶讀等（。朗讀有助學生掌握語感（，聲入

心通（。我們也可以藉學生的朗讀表現（，了解學生的學習難點及評估學生是否掌握篇章重點等（，

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朗讀有助學生代入角色（，演繹角色的語言（、心情（、動作（，深入文本（。以（ 養成飲食好習慣》

一文為例（，文中結尾並沒有直接交代主人翁國朋是否有改變（，只有課文中最後一句（「媽媽（，晚

餐有青菜嗎？」提供了線索（。通過觀察學生用什麼語調朗讀（，我們可以評估學生是否了解人物

的想法，又是否能夠加以拓展，掌握文字以外的弦外之音。 

 

策略四：深入文本，應用所學——豐富學生運用語文的機會 

我們通過多元的課業設計及學習活動（，為學生創建表演（、分享的舞台（，讓學生綜合運用語

文能力（。例如在說話課業讓學生與閱讀篇章中的角色對話（，與同學交流閱讀心得（；在寫作課業（，

學生要遷移閱讀所得；小組協作課業，讓他們交流閱讀心得，感受閱讀的趣味。 

 

  

圖五：多元的課業設計：說話課業 圖六：多元的課業設計：寫作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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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新詩（ 露珠》後（，以小組

共作的形式進行故事續寫（，並且在

班內分享 

 學生連繋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運

用想像（，運用擬人和比喻等寫作手

法，寫出露珠的豐富多彩的旅程 

 學生能理解詩人傳遞的訊息/背後

的深意（，明白詩歌讚誦奉獻精神（，

並能將體會轉化成創作的泉源 

圖七：多元的課業設計：故事續寫 

 

二、豐富學生的閱讀經歷 

語文的學習始於課堂（，不囿於課堂（。教師參考（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23）（，

除了在日常的語文課堂內幫助學生掌握閱讀策略和了解閱讀過程（，積累語匯和培養語感（，讓學

生（「學會閱讀」外（，亦與學校圖書館主任和其他學科教師緊密合作（，促進校園閱讀風氣（，推動

「從閱讀中學習」，為邁向跨課程閱讀打好基礎。 

 

善用繪本，讓學生從已知進入主題式學習 

學校本學年以保育海洋為主題（，推動跨學科的學習（，提供機會讓學生拓寬閱讀面（，增加閱

讀量（，並應用和鞏固語文課堂所學的閱讀技巧和策略（。中文科選用了繪本（ 誰吞了史丹利》為

閱讀延伸的素材（。學生運用多元的閱讀策略閱讀繪本（，例如利用圖文線索（，通過分析（、比較（，

推測情節發展和找出角色的特點（，發展推論能力（、創意思維及邏輯思維（。又如學生分析故事的

敍事要素後（，以思維導圖的形式概括及重整故事要點（，再遷移所學（，為自己創作的繪本擬訂敍

事框架。 

運用多元的閱讀策略閱讀繪本 

 
 

圖八、圖九：運用多元的閱讀策略閱讀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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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寬閱讀面，為主題學習奠定基礎 

配合單元重點（，我們選取多元化的教材（，如新聞報道（、報章文章及影片等（，讓學生了解海

洋生物面對的危機（，明白海洋保育及保障生態平衡的重要性（。除此以外（，我們更希望學生自主

閱讀與海洋保育相關的素材（，領略大自然給人類的啓示（，反思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思考保護

大自然的方法，並樂於在生活中實踐。 

 

多元活動，思考未知的世界 

根據香港大學教育學院（（2023）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2021國際報告（（香

港地區），學生的閱讀自信高，課堂參與程度高，學生在喜歡的環境中閱讀等，皆有助提升學

生的閱讀表現（。我們通過多元的活動（，為學生建立閱讀社群（，讓學生與伙伴分享閱讀樂趣及閱

讀成果（，也讓學校成為學生喜歡的閱讀環境（。課堂上（，學生通過角色扮演（，代入角色（，思考被

丟進海洋的膠袋及海洋生物的處境和感受（。在閱讀時（，學生感受語文之美（，欣賞作者的創意（，

繼而激發想像（，以（ 史丹利____冒險之旅》為題進行繪本創作（。及後（，學生通過跨班漂書活動（，

分享學習成果，交流閱讀心得。 

 

 

圖十：建立學習社群 

 

在整年的學習中（，我們讓學生體驗閱讀的趣味（，為學生構建了運用語文的平台（，創設機會

讓他們進行個人（、小組（、班內（、跨班及跨級的交流（，以展示學習成果（。在交流閱讀心得的過程

中（，學生的共通能力得以發展（。我們貫徹閱讀不止於課堂的理念（，通過引起閱讀興趣（，由閱讀

相近主題的作品起步（，再延伸至其他作品（，以篇帶篇（，以篇帶書（，帶領學生進入更廣闊的閱讀

世界。 

 

三、深度閱讀，培養價值觀、加深對國家的認識 

 小學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23）提及教師宜引導學生精讀

一些蘊含豐富文學（、文化內涵的童蒙書籍（，體會作品意蘊（，以提高語文素養（。教師可以讓學生

連繫知識和生活經驗（，誘發感悟（，對文本作深度和多角度閱讀（；或進一步結合多元化的學習材

料，以篇帶篇、以篇帶書，並有機地連繫各範疇的學習。（（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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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眼睛看祖國之大、祖國之美 

以「小雁看桂林」的單元為例，通過閱讀課文 小雁看桂林》，師生跟小雁一起欣賞了桂

林的山水之美（。課堂前（，學生連繫已有知識和生活經驗完成預習課業（。通過請學生分享一次和

家人看風景的經歷（，教師帶領學生思考角色（、景物和情的關係（，讓學生扣連文章的重點（，培養

學生感恩孝親之心（。學生在分享討論後（，體會到美麗的風景固然賞心悅目（，然而（，與家人結伴

同行才是旅途令人難忘的最重要原因（。課文也可以是引領學生探究的起步點（。課文提及桂林是

小雁南飛時經過的地方（，小雁為甚麼會南飛？牠和家人由哪裡來（，會往哪裡去？我們趁此機會（，

有機結合（，自然連繫（，引入讓學生認識和欣賞祖國的閱讀資源（，包括繪本（，我國的地圖及不同

地方的氣溫統計數據等，一起探究學習。 

 

圖十一：以篇帶書 

 

我們選取了繪本（ 十一隻灰雁向南飛》作延伸閱讀（，讓學生隨同灰雁欣賞祖國不同的地方（，

也讓他們通過多元閱讀（，嘗試自主解難（。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提取了學生不同科目的學習經

驗（，包括數學科學習過的方向（，常識科學習過如何閱讀地圖（，加上中文科學習過的閱讀策略等（，

綜合運用所學，讓他們解答學習課文後的疑問──小雁為何要往南飛？ 

 

通過閱讀地圖（，學生發現灰雁由內蒙古自治區飛往海南省（，是由北往南飛（，解答了雁群由

哪裡來（，會往哪裡去的疑問（。接着（，學生繼續探究為甚麼雁要往南飛（。我們參考國家氣象科學

數據中心的數據（，讓學生分析小雁途經的部分地方有何氣溫特點（。學生連繫生活經驗（，發現在

同一月份（，北方的氣溫較低（，南方的氣溫較高（。我們的估計和推論（，或許只是雁群南飛的可能

或部分原因（，埋下求知的種子後（，我們鼓勵學生在課後繼續探索（，希望他們明白答案遠不及認

真追求知識的態度可貴。 

 

在這個單元中（，我們先訂定目標（，然後（，讓學生貫通各學習領域的知識（，閱讀多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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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我國地理及氣候的特點（，最後（，運用語言及文字分享閱讀心得（。學生見證了小雁跟隨雁群（，

不分晝夜地往目的地前進（，也看過祖國的美麗山河（。學生通過閱讀繪本（，欣賞了祖國的美景（，

並在閱讀的過程中（，初步認識我國的風土人情和地理特點（，提升了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及歸

屬感。 

 

總結及反思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22）建議學校從初小開始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幫助學生逐步由（「學

會閱讀」邁向「從閱讀中學習」。隨著社會的發展，不論是閱讀媒介、閱讀模式和閱讀材料已

變得多元化（，而不同模式的閱讀經歷對學生有著不同裨益（。我們嘗試了不同類型的語文活動（，

作為閱讀的延伸（。為了收集學生的回饋（，作為持續發展課程的參考（，學校在上學期末發了問卷（。

從學生的訪問回應可見（，語文活動有助增加學習中國語文的興趣（，多元的語文活動讓不同學生

各有所得，學生的閱讀能力、興趣及自信心皆有提升。 

 

閱讀能力不止於語文基礎知識（，而是與其他語文學習範疇有機地結合（，與生活（、學習相呼

應（，通過連結已知（，探索未知（。豐富學生的閱讀經歷（，為學生創設閱讀不同文本的機會（，目標

正正是讓學生有信心從已知進入未知的閱讀世界（。我們以初小為起步點（，希望學生不但運用了

知識（，積累了知識（，也掌握方法（，讓自己更有信心閱讀（，更有興趣閱讀（，並且樂於與人一起分

享閱讀的樂趣及學習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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