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化的閱讀活動 

以下為一所中學透過多元化的閱讀活動，有效推動學生閱讀，並促進他們

從閱讀中學習的經驗。 

背景 

 學校把推動「從閱讀中學習」定為全校關注項目，各科積極配合。 

 中國語文科因應本科的特點和學生的學習需要，設計多元的閱讀活動，

推動學生閱讀。 

理念 

 閱讀是語文學習非常重要的一環，教師須透過不同的活動，致力培養

學生的閱讀興趣、態度、習慣和能力，提升他們的語文素養。 

 每個學生都有其獨特性，他們各有不同的稟賦、喜好和背景，並有不

同的學習需要。提供多元化的閱讀活動，有助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多元化的閱讀活動 

中國語文科向來重視閱讀，教師除了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閱讀不同的文本，

還在課堂內外安排不同的閱讀活動，讓學生有足夠的閱讀經歷，以培養興

趣、態度和習慣，提升能力，拓寬視野，促進語文學習。 

 

 

 



 

 

閱讀活動舉隅：  

 

 

 

 

 

 

 

 

 

 

 

 

 

 

 

 

 

 

 

 

 

 

 

  

文本細讀 學校近年將優化讀文教學列為課程發展的焦

點，致力加強閱讀範疇學與教的規劃，當中包括推

動文本細讀，以增加閱讀的深度。教師引導學生閱

讀文質兼美的作品，往往先透過反復吟詠誦讀，讓

學生對文本有了感性的認識後，才再就內容、作法

等作理性的分析。教師表示，學生在體會作品的思

想感情和分析其深層意義時，或會面對不同的難

點，包括缺少某些必需的知識、經歷，因此會運用

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引導他們細讀文本，例如結合

作者生平、寫作背景和文體知識等資料作分析，連

繫生活經驗和已有知識體味作品意涵，以及代入

作者或作品中的角色去思考和感受。 

 加強閱讀範疇

學與教的規劃 

 靈活運用不同

策略和方法，

引導學生閱讀

文質兼美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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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課

為了加強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學校近年在

初中設閱讀課，教師以書籍作主要的學習材料，

設計不同的活動，推動學生閱讀。以中二級閱讀

課為例，教師曾經引導學生閱讀「指定讀本」《小

狼小狼》，讓他們認識蒙漢文化差異，了解狼的性

格特點，感受人與動物、動物與動物之間的情感，

並通過「人生交叉點」的活動，讓他們思考人類

和野生動物的相處之道；又向學生推薦《解憂雜

貨店》、《雨果的祕密》和《偷書賊》等作品及相

關電影，鼓勵學生閱讀原著和欣賞電影。教師又

嘗試與生物科合作，安排全級學生到禮堂上閱讀

課，兩科教師分別從文學和科學的角度，就蚊子、

螞蟻和杜鵑鳥等生物的某些行為、習性，援引相

關的文學作品和科學知識進行對談，並推薦文學

性、科學性和趣味性兼備的科普書籍，包括《苦

苓的森林祕語》、《成語動物學》和《自私的基因》

等，推動學生閱讀。 

 初中設閱讀課 

 旨在加強培養

學生的閱讀興

趣 

 以書籍作主要

的學習材料 



 

 

 

 

 

 

 

 

 

 

 

 

 

  

讀書會 教師舉辦不同主題、不同形式的讀書會，以

推動學生閱讀。例如有教師以興趣小組的形式，

在課後舉辦「茶道讀書會」。教師因為自己熱愛閱

讀，也喜愛茶道，於是嘗試將二者結合，期望學

生在享受閱讀的過程中，同時提高生活品味。她

與一群來自不同年級的學生，每周相聚，一邊品

茗，一邊聊書，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分享及交

流閱讀所得所感。 

另有教師在課堂安排「貓主題讀書會」：每組

有不同的貓主題書籍，供學生自由選擇，學生閱

讀後就某個任務，綜合閱讀所得，以及個人經驗

和已有知識，與組員交流討論；學生在課後繼續

閱讀所選書籍，製作「小書」，分享閱讀所得所感。

教師表示以「貓」作主題，除了因為貓是她和學

生日常談論的共同話題，也因為這個主題包含不

同的向度，可設計不同的閱讀任務，有助照顧學

生學習的多樣性，例如某些組別負責歸納貓的生

活習慣和性格特徵，某些組別講述貓的故事並抒

發感想或作反思，某些組別探討人與貓相處之

道，以至動物權益；此外，改以「小書」的模式

做閱讀報告，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學生都非常用

心製作自己的「專著」。 

教師指未來將持續舉辦不同主題的讀書會，

並以縱深細讀和增廣見聞為發展方向，以兼顧閱

讀的深度和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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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閱讀
學校持續推行「廣泛閱讀計劃」，以促進學生

閱讀。教師不時檢視計劃成效，並按需要作調適。

近年為了讓學生有更寬廣而均衡的閱讀經歷，除

了繼續讓學生自選圖書閱讀外，還增加「指定讀

本」。教師因應學生的閱讀興趣和學習需要，環繞

「經典」、「文化」和「生活」三項，為每級各選五

至六本「指定讀本」；另要求學生從自然科學、社

會和體藝等不同範疇，自選五本或以上圖書進行

閱讀。教師指這樣的安排有助學生建立閱讀習慣，

並促進他們廣泛閱讀，拓寬視野，建構知識，以及

在文學、文化等範疇有一定的積累。 

 持續推行「廣

泛閱讀計劃」 

 不時檢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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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閱讀

學校除了經常向學生推薦好書外，也鼓勵他

們閱讀報刊、雜誌和網絡資訊等生活化的材料，以

增廣見聞。學校為學生訂閱報刊，並設計不同的任

務，以培養閱讀習慣，促進學習，提升綜合運用語

文的能力，例如教師要求學生閱讀某則新聞後，代

入其中的某個人物或某項物件，以其身份角度，用

文字或說話敘述事件，並提出建議或抒發感受，以

加強他們的語境意識。 

 鼓勵他們閱讀

報刊、雜誌和

網絡資訊 

 培養閱讀習慣 

 提升綜合運用

語文的能力 

閱讀周會
中國語文科善用周會進行閱讀活動，讓學生

接觸不同類別的書籍，拓寬視野，以及感受閱讀

的樂趣。中國語文科負責的周會，或由教師推薦

好書，分享閱讀心得，當中包括配合學校年度主

題「堅毅求卓越」而舉辦「『讀』海無涯」周會，

邀請不同學科教師作嘉賓，共同為學生推薦好

書，包括《浮城 1.2.3：西西小說新析》（中國語

文科）、《四代香港人》（通識教育科）、《簡明香港

史》（中國歷史科）和《摘星少年陳易希》（綜合

科學科）；或安排作家、學者作專題演講，例如「有

趣的科普作品」、「我們看見貓．貓看見我們」，並

介紹相關的閱讀材料；或舉辦大型閱讀活動，例

如跟圖書館協作，參考電視遊戲節目而設計「閱

讀大作戰」，通過有趣的競賽活動推廣閱讀，增加

閱讀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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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課程閱讀 中國語文科抓緊機會與不同學科協作，在課

堂內外推動跨課程閱讀，為學生提供豐富而有效

益的閱讀經歷，讓他們連繫不同領域的知識，建

構新知，以及在不同知識領域中延展語文學習，

提升閱讀能力和人文素養。例如中國語文科與歷

史科均設「指定讀本」，教師發現部分作品同時配

合兩科課程，於是推動「一書兩讀」，讓學生融會

兩科所學：中國語文科教授「君子之道」單元的

《論語八則》和《論四端》後，扣連歷史科「指

定讀本」《我的幸福人生》和《美荷樓記》擬題，

要求學生評論書中人物言行，或以書中人物為

例，闡釋「君子」的特質，以深化所學；歷史科

教授「香港流行文化」時，連繫「指定讀本」《香

港舊事重提》，讓學生具體地了解香港昔日的流

行文化。又例如中國語文科與通識科以「香港社

會與文化」為主題，舉行跨課程閱讀活動「四代

香港人‧詞家有道」；兩科教師獻唱一系列以香港

社會為題的歌曲作引入，然後分析歌詞蘊含的文

化意涵，講述香港社會文化變遷，又從遣詞用字、

韻律和寫作手法等方面作賞析，最後推薦學生閱

讀《香港歌詞導賞》、《詞家有道》和《香港歌詞

八十談》等書籍。教師指這些活動氣氛輕鬆，學

生反應熱烈，而且活動內容配合協作科目的課

程，能深化課堂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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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

中國語文科帶學生參加友校舉辦的主題書展

和專題演講，又不時與圖書館合作，安排學生參加

校外不同機構所舉辦的閱讀活動，以增加閱讀的

趣味。例如鼓勵學生參加「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並在學校網頁和壁報板等平台，展示優秀作品，讓

學生通過比賽，互相觀摩；又邀請學生參加「有聲

好書」比賽，教師除了提供指導訓練外，還安排參

賽學生在校內演出，既可增加排練的機會，同時又

可推動其他學生閱讀。 

 參加友校舉辦

的主題書展和

專題演講 

 參加校外不同

機構所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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