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用資訊科技促進語文學與教 

以下提供一所小學示例，說明如何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以助提升語文學

習的成效。 

背景 

 學校希望配合近年電子學習發展的趨勢，調整學與教模式，促進課堂

互動及學生自主學習。 

 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的準備工作： 

基建方面  提升全校無線網絡基礎設施，添置相關器材 

課程方面  選取合適的學習內容，善用電子學習的優點，設計多元

化的學與教活動 

教師方面  通過培訓課程讓教師認識不同的電子學習資源，例如簡

介適合中國語文教學的應用程式，並介紹如何使用電子

學習平台促進學生互動及自主學習 

 以加強運用資訊科技促進語文學與教作為共同備課的討

論焦點，因應單元的學習重點，加入適當的電子學習資

源，並按需要結合同儕觀課，探討所用策略的成效 

家長方面  舉辦家長講座及工作坊，講解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的理念，

以及家長可如何配合 

 

理念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教師善用電子學習平台提供多媒體學與教資源，

讓學生進行課前預習、課後評估或延伸學習，並自我檢視學習成果，

促進自學。 

 持續完善課程設計：教師透過電子學習平台收集學生的課業及評估資

料，加以分析，並按學生的學習進程回饋課程規劃，以及調整學與教

策略。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善用電子學習的特點，設計多元化活動及課業，

增加學習趣味，同時於課堂上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即時跟進他們的

學習難點。  

 

推行情況舉隅 

以應用程式及電子學習平台輔助學與教（小五） 



 

設計 

 

閱讀新詩《春天的禮物》，理解詩歌內容，欣賞多感官描寫及聯

想的寫作手法 

• 善用電子學習，促進師生、生生互動 

• 善用電子學習平台，展示學習成果，即時回饋學與教 

• 配合學習重點，因應學生能力，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 

教學安排 • 教師運用電子學習資源，協助學生理解新詩所表達的情感，

欣賞新詩的寫作手法： 

 教師在電子學習平台放置多媒體資料，如多感官觀察和

描寫的短片，以及其他與學習重點相關的學習材料，讓

學生先作預習，初步理解學習內容。 

 為照顧能力稍遜學生的學習需要，教師在講解學習內容

時輔以不同圖像，並着學生運用應用程式中圖片拖拉、

寫寫畫畫等功能，將圖片與相關的詩句配對起來，以助

掌握詩歌內容及分析作者如何運用多感官描寫和聯想來

寫作。 

 為照顧能力較高學生的學習需要，教師引導他們討論詩

歌內容及寫作手法，並着學生運用應用程式組織重點，

然後即時展示各組討論成果，同學分組匯報，教師總結。 

 學生運用多感官描寫及聯想進行詩歌仿作/創作活動，並

將作品上載至電子學習平台，鼓勵互相觀摩和分享，然

後進行同儕互評，激發寫作興趣。 

反思 

 須配合學校實際情況、科本特色和學生學習需要作周詳計劃，如試行

重點、學習內容、教學步驟、與家長溝通、培訓及支援等，並以小步

子開展。 

 教師宜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和特質，並配合學習內容，靈活運用合適

的電子學習策略和技巧，例如在電子學習平台布置寫作課業，或在說

話活動時進行錄音，鼓勵同學分享學習成果，促進同儕互動學習；又

或善用電子平台即時提供評估資料的優點，給予學生適切的回饋，讓

他們了解自己的強弱項。 

 內容和活動的設計，須結合中文科的特質，以促進學生學習，傳統有

效的語文學習基礎訓練，如寫字、朗讀，仍須繼續進行。運用資訊科

技促進學習只是其中一種學與教策略，須善用電子學習的優勢，也須

理解電子學習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