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合作－－提高學生中文寫作興趣及能力(小四)

1. 問題

在本校裏，任教小四的幾位中文科教師都發覺學生在寫作方面出現了問題。首先，學生

對寫作的興趣不大，每次作文都是敷衍了事，學生在作文時往往達到要求的字數後便停

筆不寫；其次，學生的文章內容貧乏單調，缺乏創意。

為了改善上述情況，提高學生的寫作興趣及能力，幾位中文科教師便嘗試採用讀寫結合

的方式進行教學。然而，要充分發揮讀寫結合的效能，教師有需要在課文以外，為學生

尋找配合寫作的閱讀材料，這便花了教師不少的時間。同時，教師又需要為學生設計能

夠提高寫作興趣和能力的學習活動，因此，教師的工作量十分繁重，壓力很大。

2. 解決方案

為了走出上述困局，教師便積極思考解決方法。他們對學校的現況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發覺有兩大資源可以運用，其一是學校的中央圖書館及圖書館主任。由於學校已經參加

了廣泛閱讀計劃，因此學校的中央圖書館購置了大量的圖書，這些圖書很多都可以作為

促進寫作的課外閱讀材料，而圖書館主任更可以協助教師選取合適的讀物及設計學習活

動以配合讀寫教學。

其次，本校的學生家長一向重視子女的學業，對學校所舉辦的各項活動亦十分支持。因

此，學校可以邀請家長進行親子閱讀，協助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進而提高其寫

作水平。

此外，為了針對學生創意不足的毛病，教師更會向學生提供各種創意寫作策略的訓練，

例如利用「母子題庫」、「腦圖」、「感官寫作」等。

3. 進行模式

• 學校為家長舉辦有關課外閱讀的講座，邀請了編寫兒童讀物的專家向家長講解創意
閱讀法，讓家長明白怎樣幫助子女學習讀物內容及刺激他們的思維。

• 通過家長、教師和圖書館主任的協作，學生在寫作前已經閱讀了不少和作文題目有
關的文章或讀物，具備了充足的寫作素材。

• 教師在上作文課時向學生提供創意寫作訓練，讓學生認識各種創意寫作的策略，並
鼓勵學生在作文時應用這些策略。

• 教師在課室營造活潑輕鬆的學習環境和氣氛，並提供足夠的空間，鼓勵學生發揮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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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效

經過一個學期的嘗試，教師有㆘列發現：

學生層面

• 學生喜歡作文，文章的篇幅亦較前為長。

• 學生基本上能夠掌握所教的知識，並應用在寫作上。

• 學生在寫作時能夠發揮創意，內容較前豐富。

教師

圖書館主任

課外

課內
教學內容 — 寫作資料引入

教學方法 — 讀寫結合
課外寫作資料引入—

運用分享創意閱讀

法，幫助子女學習讀

物內容及刺激思維
創意寫作策略

課室佈置 — 活潑的課堂氣氛

容許新意念／犯錯

能力 — 內容充實，意念豐富，掌握構思方法

興趣 — 對寫作的興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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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喜歡寫作策略訓練活動，認為有助提高作文的水平。

• 學生喜歡小組討論分享寫作構思。

教師層面

• 教師在批改學生文章時比以前更愉快和更有滿足感，因為學生的文章內容較為豐富，
亦較具創意，不會千篇一律。

• 教師能夠依預算時間完成教學。

• 由於要多花一些時間進行寫作策略訓練，因此教學時間的分配便需要作出調整。

家長層面

• 家長非常欣賞這個新安排，認為可以提高學生的寫作水平及促進親子關係。

• 家長覺得對子女的學習及學校的教學有更深入的認識，可以進一步加強家校協作。

5. 總結

讀寫結合是有效的教學策略，能夠提升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而家校合作則可以發揮

校外資源的作用，並且促進親子關係，兩者都是值得大力推廣的措施。

（資料來源：馬頭涌官立小學㆘午校）

2

245

家長踴躍參加創意閱讀法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