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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教育局一直致力推動「從閱讀中學習」，通過學校、教師和家長同心協

力，營造良好的校園閱讀氛圍；學生能運用所學的閱讀策略，閱讀不同類型

的材料，如：圖畫書、橋樑書、少年小說、報章、電子書、網頁等。隨着近

年資訊科技發展，閱讀的材料、資源和形式更多元化，閱讀教學亦要與時並

進。 

 

跨課程閱讀是推動「從閱讀中學習」的一部分，也是課程發展的重要發

展方向。有學校從整體規劃推動跨課程閱讀，整合不同科目的學習內容，讓

學生融會貫通各學習領域的知識。有效連繫不同學科的學習經歷，既能激發

學生的閱讀興趣，又能鞏固閱讀策略的運用，深化所學，提升閱讀素養。 

 

本資源套共兩冊，包括《理念篇》及《實踐篇》，教師訂定閱讀目標時，

可先參考《理念篇》的閱讀理論，再按學生的學習需要，共同推動閱讀，包

括選擇閱讀材料，安排閱讀活動，以及商討協作模式等。《實踐篇》收錄 15

個學校的跨課程閱讀教學計劃及課堂教學案例，所有計劃及案例均由教師設

計，並在課堂進行教學實踐。部分教學計劃及案例是教師與專業導師及教育

局人員彼此協作規劃、設計和共同備課，並進行試教及課後交流檢視的合作

成果，甚具參考價值。 

 

 

如對本資源套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2 樓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中國語文教育）收 

傳真：2119 9075 

電郵：prichinese@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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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通學匯思：跨課程閱讀資源套（實踐篇）》能夠順利出版，實有賴張

永德博士及多所學校的協助和參與。 

 

張永德博士從事中國語文教育工作多年，主要研究範疇為兒童文學、閱

讀教學、跨課程閱讀的規劃與實踐等，近年多次為本局主持教師專業課程，

包括閱讀研討會、童書教學工作坊、閱讀與戲劇教育工作坊等，又擔任「協

作研究及發展（「種籽」）計劃：小學中國語文閱讀規劃與策略運用」顧問，

提供專業意見，參與觀課和評課及課後討論，進行個案分析，總結學校在推

動閱讀及跨課程閱讀的經驗和心得。本資源套是張博士對跨課程閱讀理論的

研究分析，同時搜集及整理學校在推動跨課程閱讀的實踐經驗，並結集成書。 

 

本組感謝以下參與學校及所有教師將理念付諸實踐，並慷慨提供學生課

業及課堂習作，與全港學校分享。 

 

 

參與學校（按學校名稱筆劃序）：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秀明小學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滬江小學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嘉諾撒聖心學校 

鴨脷洲街坊學校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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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昔日「不學詩，無以言」，假如今天「不閱讀」，又會怎樣呢？ 

 

現今社會發展迅速，資訊傳播的方式和速度日新月異。面向資訊爆炸的

時代，學習能力比學歷更為重要。知識主要由閱讀而來，而閱讀是學生獲取、

深化、交流知識的主要途徑。閱讀可以促進學生的思考，幫助學生認識自身

的生活、社會，以至全球不同的文化與思想，是與世界接軌的基礎管道。一

個不閱讀，或者不懂閱讀的人，將無法參與社會。 

 

香港自 2000 年開始全力推動課程改革，把「從閱讀中學習」列為課程

發展的關鍵項目，改變傳統以來把發展學生閱讀能力視為語文科教師的責

任，主張所有學科教師都是閱讀的教師，須幫助學生發展閱讀能力，並從中

獲取本科知識。從「學會閱讀」到「從閱讀中學習」，越來越多學者和教師

意識到生活裏的知識學習其實無分學科，鼓勵學科協作，通過主題規劃、閱

讀資源選取、策略教授，讓學生學會在學習過程中連繫不同學科的知識與技

能，通過交流、討論，建構新的知識架構。簡括來說，從學科本位閱讀到跨

學科閱讀，是跨課程閱讀發展的重要歷程。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編寫《通學匯思：跨課程閱讀資源

套》，目的是要為教師提供跨課程閱讀的理論參考和具備實踐基礎的閱讀指

導方法，以改變閱讀教學的規劃方式，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與閱讀興趣，幫助學生面向學習和生活的需要，成為參與社會的良好公民。

本資源套共兩冊，分為《理念篇》與《實踐篇》。二者既各自成冊，又緊密

連繫。《理念篇》是《實踐篇》的理論依據，《實踐篇》是《理念篇》的理

論引證。 

世界上沒有任何技能比閱讀更重要，因為所有必備的技能，都是根據

書寫的知識去培養。一個人如果不會閱讀，那他很難於社會立足，現代

所有複雜的工作都是由不同領域的專業結合起來，這些技能也是奠基

於知識。 

 

赫伊奇．呂蒂寧(Heikki Lyytinen)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讀寫計劃 2019-2023 年度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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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篇》主要介紹跨課程閱讀的策略應用與教學規劃，旨在為有意發

展跨課程閱讀的學校和教師提供一個參考架構，幫助前線工作者制訂校本的

跨課程閱讀課程。《理念篇》有系統地介紹閱讀的內涵和意義，詳述跨課程

閱讀的發展歷程、學理依據與實施架構。各章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 閱讀與閱讀素養： 

探討閱讀的重要性、閱讀的發展歷程，概述學者對閱讀能力與閱讀

素養的分析。 

 

 第二章 跨課程閱讀的理念： 

介紹跨課程閱讀的緣起與發展、跨課程閱讀的目的與重要性，以及

跨課程閱讀的學與教策略。 

 

 第三章 跨課程閱讀的規劃： 

詳細介紹學科本位閱讀與跨學科閱讀兩種模式的特點、閱讀資源的

選取與應用、閱讀活動的設計與評估取向。 

 

 第四章 跨課程閱讀的實施： 

探討促成校本跨課程閱讀規劃的重要因素，以及對跨課程閱讀的未

來展望。 

 

 附錄 閱讀資源推介： 

介紹推動跨課程閱讀時可參考的教育局資源。此外，《理念篇》引

述的兒童文學作品書目可參見《手不釋卷：小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

書籍目錄》。 

 

《實踐篇》為學校提供經教師實踐的跨課程閱讀教學案例，幫助教師掌

握如何選取與組合閱讀資源，靈活運用閱讀策略，以達成從閱讀中學習的目

的。《實踐篇》收錄 15 個案例，來自不同小學的跨課程閱讀教學，有的是

學校自發開展的，有的是學校與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共同規劃的，也

有的是學校與校外導師合作的成果，分別屬於學科本位閱讀和跨學科閱讀。

每個案例的編寫體例如下： 

 

 〔教學規劃〕： 

介紹學校推動閱讀的概況、課程管理人員與學科教師的協作角色，

以及制訂相關教學設計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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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說明〕： 

說明教學設計的適用年級、建議課時、學習重點及選取的閱讀資源。 

 

 〔教學流程〕： 

詳述教學過程及課堂活動的安排，解說特定閱讀策略的運用，並附

工作紙，讓教師了解學生學習的表現。 

 

 〔觀察人語〕： 

由專業導師就教學設計的指導過程、策略運用、資源選取與學生表

現等各方面進行分析，幫助教師掌握教學設計的特色。 

 

理念是課程的思想，實踐是課程的語言。沒有思想，課程架構無法成形；

沒有語言，課程內涵無法表達。有意發展跨課程閱讀的學校領導和教師可先

閱讀《理念篇》，認識跨課程閱讀的發展背景及基本理論，然後參考《實踐

篇》，了解其他學校的規劃過程和課堂實踐經驗，最後按校本情況發展跨課

程閱讀。 

 

期望在教師的共同努力下，學生成為會閱讀，並且愛閱讀的一代。 

 

 

 
（張永德） 

202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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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本位閲讀 

 

 

學科本位閱讀是跨課程閱讀的起點，學生需要具備閱讀本科資

源的策略與能力，才能從閱讀中學習廣泛的知識。學科本位閱讀

指導可以是單篇文本，也可以透過跨文本閱讀，發展學生比較、

評價和綜合的能力。（具體例子詳見案例一至五） 

 

學科本位閱讀的內容詳見《理念篇》第 36-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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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盡 責 ＊ 

 

 

 

 

為配合「從閱讀中學習」及校本生命教育課程二年級主題「盡責」，

中文科教師特意選取《小番茄的滋味》作為童書教學的素材，讓學生嘗試

深度閱讀，在享受閱讀圖畫書的樂趣之餘，同時向故事主人翁——「叔叔」

學習栽種小番茄的盡責態度，以及堅強面對困難和挫折，不輕言放棄的精

神，從而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 

 

課堂上，教師會讓學生在閱讀《小番茄的滋味》時，應用引領思維

閱讀、情節推測、角色代入及文本講論等策略，加深學生對圖畫書的理

解；又安排「書迷會」活動，鼓勵學生廣泛閱讀作者的其他著作。最後，

請學生結合學習所得和所感，給作者劉清彥寫信，分享個人的閱讀喜悅，

或與作者交流心得，並由教師把信寄給作者。 

 

 

                                                      

＊ 案例由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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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科：中文科 

級 別：小二 

主 題：盡責 

課 時：5 教節 

 

學習重點： 

1. 閲讀 

• 利用圖文線索等閱讀策略，推測情節發展，理解故事內容 

• 理解及運用關鍵詞語和句式 

• 運用 事六要素歸納內容 

• 參與「書迷會」活動，廣泛閱讀作家的其他作品 

• 享受閱讀的樂趣 

2. 寫作 

• 以「先說後寫」的方式，寫出讀後感 

3. 説話 

• 組織話語內容，有條理地複述故事和分享讀後感 

4. 品德情意 

• 培養盡責、謙讓及堅毅的精神 

 

閲讀資源： 

• 《小番茄的滋味》（劉清彥/文，鍾易真/圖），2016。 

 

• 延伸閱讀劉清彥的其他作品，如：《圖畫書的生命花園》、《凱凱的

大帽子》、《凱凱！你在哪裏？》、《小喜鵲和岩石山》等。  

設計說明 

《小番茄的滋味》是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圖畫書。作者從小男孩的

視角敍述叔叔的轉變。叔叔從城市回到家鄉，因不務正業，一直被看

扁，想不到會決心在貧瘠的鹽地上種植小番茄。他不怕辛苦，認真向

農夫討教，去農會上課，又請專家指導，並整天待在温室裏，要用對

土地友善的方式種植；即使遇到颱風侵襲、温室淹水，他仍然不放棄

栽種小番茄。最終，叔叔種出甜美無比的「玫瑰番茄」，得到大家的

認同與讚賞。更可貴的是，他還教其他農民一起種小番茄，又到學校

教小朋友栽種小番茄。在逆境中，重拾勇氣、堅持夢想、相信希望，

原來可以創造自己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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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一教節  

一、 引入  

展示番茄的圖片，提問學生它是甚麼東西？味道如何？

引入課題。 

連繫生活，引發學習

興趣。 
  

二、 發展  

1. 展示《小番茄的滋味》的封面（暫時隱藏書名），引領學

生觀察圖畫，猜想故事主角和內容。 

2. 展示書名，鼓勵學生以書名進一步聯想故事內容，如小

番茄的生長和味道等。 

學生應用引領思維

閱讀和觀察封面，猜

測故事大要。 

3. 師生共讀頁 1 至 2，教師朗讀文本內容後提問 

• 故事提及哪些人物？ 

• 叔叔回家那天，「我」為甚麼不敢走出房間？ 

教師範讀，幫助學生

專注文本閱讀。 

• 爸爸要叔叔回家做甚麼？ 

• 叔叔以前是個怎樣的人？文中哪些詞語或句子給你

提示？請與鄰座同學合作找出來。 

引導學生尋找關鍵

詞語或句子，理解主

角為人。 

4. 師生共讀頁 3 至 4，教師朗讀文本內容後提問  

• 這個村莊適合耕作嗎？為甚麼？ 

• 鄰居支持爸爸為叔叔蓋 室嗎？請分別從文字和圖

畫找出證明。 

• 你認為叔叔是個怎樣的人？ 

在語境中理解新詞，

或結合圖文尋找意

義，但不必深入解

說。 

5. 戲劇活動 

• 角色代入：如果你是叔叔，聽到旁人的批評，那刻會

有甚麼感受？ 

• 人生交叉點：如果你是叔叔，面對着眾人不友善的

對待和批評，土地又不適合耕作等困難，你會選擇

留下來種田嗎？為甚麼？ 

• 學生自由發言，教師就學生意見作即時回饋。 

 

代入角色，體會人物

心情，並思考如何做

抉擇。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利用「故事重點排序」方式，請學生複述故事內容。 

2. 阿達叔叔書迷會（一）：引導學生整理本節所學，齊來參

與書迷會，完成工作紙一。 

書迷會： 

「阿達叔叔」是作者劉

清彥的綽號。通過參

與書迷會，學生可以

和小組成員互動，促

進對故事內容的理

解，以及情意的感受。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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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 責 

工作紙一 

姓名：  班別：  日期：  

 

重温故事第 1 至 4 頁的內容，完成以下任務： 

 

任務一： 依據故事內容，你認為叔叔是個怎樣的人？把答案填

在圓圈中。 

 

 
 

任務二： 人生交叉點 

如果你是叔叔，面對着眾人的不友善對待和批評，土地又不適

合耕作等困難，你會選擇留下來種田嗎？為甚麼？ 

 

如果我是叔叔，我（*會 / 不會）留下來種田，因為  

  

  

* 圈出你的答案。  

叔叔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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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二、三教節  

一、 引入  

重 上節學過的故事內容要點。  

  

二、 發展  

1. 師生共讀頁 5 至 10，教師朗讀文本內容後，請學生說說 

• 叔叔有哪些「不一樣」的行為表現？ 

• 叔叔決心做甚麼事情？甚麼是「對土地友善的方

式」？ 

• 當叔叔開始耕作， 室起了甚麼變化？ 

• 你想到 室看看嗎？為甚麼？ 

引導學生應用圖文

線索理解故事內容

要點。 

2. 師生共讀頁 11 至 14 後，一同討論  

• 為甚麼叔叔說大學教授給他的是仙丹？ 

• 得到這仙丹後， 室起了些甚麼變化？ 

• 叔叔耕作努力嗎？你怎樣得知他是否努力？ 

隨文解釋重點詞語

和句式特點。 

3. 學生自行閱讀頁 15 至 18 前，教師提示留意「我」和家

中各人怎樣應付可怕的颱風 

• 這場可怕的颱風為叔叔的 室帶來怎樣的破壞？ 

• 叔叔最擔心甚麼情況發生？為甚麼？ 

• 為了防範 室積水，叔叔怎樣應付？ 

 

提供閱讀提示，協助

學生自主閱讀。 

4. 戲劇活動：分組設計人物對白 

• 學生四人一組討論和設計對白（阿公、爸爸要說服

想留守 室的叔叔回家睡覺），並進行角色扮演。 

• 抽樣邀請組別演出，教師和同學給予即時回饋。 

通過戲劇活動，引導

學生代入角色，體會

人物內心感受。 

5. 續看故事頁 19 至 20，請學生朗讀文本內容後說說 

• 大家怎樣同心協力保住淹了水的 室？ 

• 根據故事內容，你認為叔叔是個怎樣的人？ 

就學生的意見，教師

即時回饋，並記下人

物的特點。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利用「故事重點排序」方式，請學生複述故事內容。 

2. 阿達叔叔書迷會（二）：引導學生整理閱讀所得，完成工

作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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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 責 

工作紙二 

姓名：  班別：  日期：  

 

任務一： 請參考圖畫書中例句，完成句式仿作。 

1. 如果  

 就  
 

任務二： 依據故事第 1 至 20 頁的內容，你認為叔叔是個怎樣的

人？把答案填在圓圈中。 

     
 

 
 

任務三： 多想一步 

1. 叔叔的温室保得住嗎？為甚麼？小番茄會變得怎樣？ 

 叔叔的温室（*可以 / 不可以）保住，因為 ， 

 小番茄會變得 。 

2. 村民對叔叔的態度有改變嗎？為甚麼？ 

 村民對叔叔的態度（*有 / 沒有）改變，因為  

   

* 圈出你的答案。  

叔叔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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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四教節  

一、 引入  

1. 用「故事接龍」方式，請學生說出已讀的故事內容。 

2. 根據已完成的工作紙二，說說你認為叔叔的 室保得住

嗎？小番茄會變得怎樣？大家對叔叔的態度有改變嗎？

為甚麼？ 

鼓勵學生自由發言，

尤其是較為被動的

學生。 

  

二、 發展  

1. 學生自行閱讀頁 21 至 32 後，教師引導解答猜想和理解

故事發展。 

• 室的小番茄長得怎樣？村民對叔叔的態度有甚麼

改變？ 

• 小番茄有「全世界最甜美的滋味」，其實它還包含了

些甚麼？ 

• 小番茄的銷情怎樣？村民怎樣幫忙？ 

• 從叔叔最後成功種出甜美的小番茄，又教村民栽種

小番茄，可見他是個怎樣的人？ 

• 叔叔的努力除得到村民的認同外，更得到誰的讚

許？ 

 

重點提示：叔叔努力

的成果；村民態度的

改變等，並板書學生

意見，或給予即時回

饋，協助能力較弱學

生閱讀。 

• 為甚麼縣長的讚美和肯定這麼重要？ 

• 當「我」表示「長大以後，也要像叔叔一樣喔！」媽

媽只是摸摸「我」的頭，笑了，這代表媽媽對叔叔的

態度有甚麼改變？ 

引導學生思考文本

細節。 

2. 共同討論  

• 你認為是甚麼原因叔叔能夠成功種出「全世界最滋

味的番茄」？ 

利用思維圖，引導學

生多角度思考。 

 

 

 

 

 

 

 

 

以圖表列明相關重

點，協助學生理解內

容和主旨。 

• 請學生在便利貼上簡單寫寫個人意見，然後貼在黑

板上。教師選出特別的意見，並作口頭回饋。 

 

  

叔叔？ 家人？ 

村民？ 大學教授？ 

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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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引導學生填寫表格作為總結，使學生明白書中叔叔能成

功種出「全世界最滋味的番茄」，其實很不容易。 

 

 

他面對的困難 他的表現 

• 土質欠佳，不宜耕種 

• 村民冷嘲熱諷 

• 颱風來襲 

• 堅毅無比的意志 

• 堅持不懈的努力 

   

  
 

 

2. 阿達叔叔書迷會（三）：幫助學生鞏固本節所學，完成工

作紙三。 

3. 學生可觀看互聯網上的《小番茄的滋味》書介動畫，重

故事，完成工作紙三。 

4. 延伸閱讀：請學生到學校圖書館、圖書角或公共圖書館，

借閱阿達叔叔（劉清彥）的其他作品。 

提供閱讀資訊，鼓勵

自主閱讀，以書帶

書。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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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 責 

工作紙三 

姓名：  班別：  日期：  

 

任務一： 從下表選出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迫不及待  栽種  紅澄澄  友善  採收  讚不絕口  辦法 
 

1. 祖母是我家的大廚師，大家都對她做的蘿蔔糕     。 

2. 農夫正在田裏忙着     一個個      的草莓。 

3. 哥哥一回家，就          告訴爸媽他在音樂比

賽奪冠的好消息。 

4. 遇到任何困難，我們都要積極地想      解決，才會

成功。 
 

任務二： 請根據《小番茄的滋味》的故事內容，完成下列的表格。 

時間 不詳 

地點 一個靠海的                   

人物 我、叔叔、爸爸、媽媽等 

事

情 

起

因 

爸爸要叔叔             ，但眾人都不 

太看好蓋温室           耕作一事。 

經

過 

叔叔決心努力種田，他不但到處向人請教如何種田，晚

上還         ，後來用上大學教授研發的

「     」，不斷改良種       的方法。

可是一次可怕的颱風來襲，温室        了。 

結

果 

經叔叔不眠不休地努力，以及家人的同心協力，温室得

以保住了。後來，小番茄長得          ，

大家對叔叔的小番茄        。叔叔除了教村

民種小番茄外，還在學校蓋           ，

更得到縣長的讚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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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三： 説一説，寫一寫。 

 

1. 你覺得故事中哪個部分最吸引？為甚麼？ （請） 
 

□ 爸爸要叔叔回家種田 □ 叔叔種小番茄前的準備 

□ 叔叔努力鑽研改善 

栽種小番茄的方法 

□ 颱風來襲，叔叔和家人 

合力保住温室 

□ 小番茄長得果實纍纍 □ 小番茄大賣，大家讚不 

絕口 

□ （自選）  

 

 

我覺得故事中「 」最吸引， 

因為  

  

 

 

2. 你認為故事中哪個角色最值得你學習？為甚麼？ 
 

故事中的（* 叔叔 / 「我」 / 爸爸 /  ）最值得 

我學習，因為  

  

 

 

 

* 圈出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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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五教節  

一、 引入  

用「故事接龍」方式，請學生說說已讀的故事內容，並分

享工作紙三的任務三（閱讀感想）。 

同儕閱讀分享，表達

對作品的感受。 

  

二、 發展  

1. 給阿達叔叔的信 

• 讀過這本圖書，你有話要對阿達叔叔說嗎？ 

• 請完成工作紙四，給他寫一封信。 

• 利用簡報提示學生書信格式或內容，又或重 工作

紙一至三，想想要對阿達叔叔說甚麼。 

創設真實情境，讓學

生有明確的寫作對

象。 

  

三、 總結  

讀了這個故事，你學到了甚麼？ 總結閱讀所得，學生

自由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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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 責 

工作紙四 

姓名：  班別：  日期：  

 

想一想，寫一寫，你給阿達叔叔的信。 

 

 

親愛的        ： 

您好嗎？ 

我是香港一名小學生，最近在中文課上看了您的《  

 》。我覺得故事中「 」 

這部分最吸引，因為 。 

故事中的        最值得我學習，因為  

 。 

除了《小番茄的滋味》，我還在「阿達叔叔書迷會」看了您 

的  

 。 

我希望 。 

祝 

  

 

 小書迷 

 

        上 
 

   月   日 
 

  

終極大挑戰：給阿達叔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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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主題，優選閲讀資源 

配合學校以「盡責」為二年級生命教育的主題，中文科以培育堅毅、

謙讓等品德情意為學習重點，整合課本四篇課文，並選取劉清彥《小番茄

的滋味》作為閱讀材料，過程中幫助學生思考如何面對困難。《小番茄的

滋味》是真實故事，內容講述決心改過的叔叔，面對人和環境的種種挑戰，

立志栽種小番茄。 

課本所選四篇課文題材多樣化，具教育意義，但限於篇幅，說理比

較直接，相對來說思考空間稍有不足。《小番茄的滋味》全文 1300 多字，

較四篇課文總字數 600 字多，但情節豐富，有助提升小讀者的閱讀興趣。 

 

重視策略指導，關注知識學習 

由於圖書的篇幅較長，教學設計重視對小二學生適當引導，包括：

運用引領思維閱讀、圖文共讀等閱讀策略，為理解情節提供線索，引導

學生推想故事內容；又以朗讀文本作為理解的鷹架，引導學生在語境中

理解詞義；並以戲劇活動引導學生代入角色，體會人物內心感受。策略

運用兼顧學生的學習進程，先由教師範讀，繼而由學生朗讀，或安排學

生自行默讀文本，最後安排自主延伸閱讀，過程循序漸進，充分照顧學

生的學習需要。 

教學設計的另一個特點是通過大量的口語表達訓練，例如：故事接

龍、複述故事、小組討論、輪流說、戲劇活動、閱讀分享等，幫助學生掌

握故事情節和人物特點。教師又運用「列舉特點」的思維訓練策略，引

導學生分析主角在不同時候的個性與為人；又以「多角度思考」探討叔

叔成功種出甜美小番茄的原因等，有助學生發展閱讀思維。 

教學設計同時關注語文學習，採取「隨文施教」的手法，讓學生在

語境中學習重點詞語和句式。教師又運用記 六要素總結故事大要，增

強學生對故事結構的認識。最後一課教師安排學生給作者劉清彥寫信，

讓他們在真實情境中活學活用，並把信寄給作者。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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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吸引，學生享受學習 

「阿達叔叔書迷會」巧妙地結合不同教節的工作紙，引導學生整理

課堂學習所得，深入思考故事人物的問題，而書迷會的命名很吸引，可

以激發學生主動參與。「書迷會」附有延伸閱讀推薦，配合教師在課室

裏設置的書籍展覽，由學生自行選擇閱讀劉清彥的其他作品，做到「以

書帶書」，提高閱讀量，也豐富學生對作家的認識。 

 

 
 

整個教學設計由教師引導開始，逐步按學習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

空間，促進自主學習。從學生的學習表現和課業樣本來看，印證了只要

教師引導得宜，初小學生同樣能學習和應用基本的閱讀及思考策略，成

為自主的讀者和學習者。此外，當學生收到作者的回信及紀念品時，都

感到興奮莫名，這實在是一趟難忘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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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阿達叔叔的信 

 
  

課業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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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番茄的滋味》作者劉清彥的回信 

 



 

 

 

 

  



 

 

 

 



 

23 

案例二 家「嘉」「友」愛 ＊ 

 

 

 

 

配合學校的年度學習主題「家『嘉』『友』愛」，引領學生在「家」

在「嘉」（學校）都發揮「友愛互助，團結合作」的精神，中文科於五

年級選取題材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橋樑書《媽媽使用說明書》，讓學

生在閱讀過程中體會家人的愛與關懷，也學會如何向家人表達愛意。 

 

中文科主任與教師團隊一直致力發展校本閱讀課程，由 2016 年度

起開展「童夢飛翔」計劃，旨在提升學生的閱讀水平，讓學生感受作品

的情意。圖書館主任熟悉各類閱讀資源，在選書及延伸閱讀方面給予中

文科團隊重要的支援，透過彼此緊密合作，為學生提供最適切的閱讀資

源。近年，學校與校外導師合作推動童書教學，在高小教授橋樑書和長

篇作品已有一定經驗。是次教學，教師選取少年小說的橋樑書《媽媽使

用說明書》，目的在發展學生深度閱讀能力，促進自主閱讀，並培養學

生關懷、愛護和體恤家人的情意。 

 

  

                                                      
＊ 案例由嘉諾撒小學（新蒲崗）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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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科：中文科 

級 別：小五 

主 題：家「嘉」「友」愛 

課 時：8 教節 

 

 

學習重點： 

1. 運用觀察、推測、聯想、帶題閱讀法等閱讀策略，學習自主閱讀，掌

握故事關鍵內容 

2. 通過語言、行為的描寫了解人物性格 

3. 運用戲劇活動「牆上的角色」比對人物形象的轉變 

4. 組建閱讀社群，分享閱讀所思所感，學習關懷、愛護和體恤家人 

5. 通過寫作表達觀察和閱讀的成果 

 

 

閲讀資源： 

• 《媽媽使用說明書》（伊藤未來/文，伊藤真紀子/圖，原木櫻/譯），

2016。 

 
  

設計說明 

偉哲為了不讓媽媽整天嘮叨自己，從爸爸說「和媽媽相處要用

正確的方法」這番話得到啟發，決定寫一本《媽媽使用說明書》，

希望找出一些方法，以後可以好好「使用媽媽」：煮他愛吃的東西

的方法、不要一直叫他念書的方法、賴床也不會被罵的方法、不要

叫他打掃房間的方法…… 

前提是要好好觀察媽媽，了解她的脾性。偉哲一邊觀察媽媽，

一邊偷偷寫這本《媽媽使用說明書》的過程中，他重新認識了媽媽。

到底媽媽是個怎樣的媽媽呢？到底最後是誰「使用」了誰？誰又「控

制」了誰？你一定要翻到最後一頁，才會知道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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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一、二教節（第 1、2 章）  

一、 引入  

1. 請學生分享見過的「說明書」，它們有甚麼功用。 

2. 展示圖書封面，請學生說說對書名的聯想，或想提出的

問題。 

連繫生活，解說書名

關鍵詞。 

3. 閱讀內頁插圖，嘗試從圖畫理解男孩偉哲的一家，各個

成員之間的關係。猜猜偉哲喜歡自己的媽媽嗎？為甚

麼？ 

學生應用引領思維

閱讀，推測故事內

容，提高興趣。 

  

二、 發展  

1. 學生閱讀《媽媽使用說明書》頁 7 至 10，並完成工作紙，

印證之前的猜想。 

2. 請學生說說 

• 偉哲的作文寫得怎麼樣？1 至 10 分，你會打多少

分？會給他甚麼評語？ 

• 為甚麼在偉哲心目中，媽媽連一個優點也沒有？ 

運用視覺化閱讀策

略，以圖表整理內容

要點。 

• 換了是你，你會在作文裏說媽媽的不是嗎？為甚

麼？ 

• 為甚麼偉哲會寫這篇文章？ 

連繫生活，反思在相

同處境的感受和行

動。教師適時給予輔

導。 

3. 教師與學生共讀第 1 章（頁 11 至 17）後，引導學生分別

說說文中媽媽和爸爸的形象。 

 

4. 運用戲劇活動「牆上的角色」對比爸爸及媽媽的形象。 

• 準備畫有兩個簡單人形的大畫紙，貼在黑板上。 

• 根據文本內容，學生在便利貼寫下對指定人物形象

的相關描述，然後貼在人形旁邊。 

通過「牆上的角色」

活動，加深學生對人

物角色的理解。 

5. 引導學生綜合媽媽和爸爸的人物形象後，對比一下，媽

媽跟偉哲作文裏的形象是否一致。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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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6. 角色扮演：偉哲面對爸爸或媽媽時有甚麼不同？分組找

出相關人物的神態、行為或說話，並演繹出來。 

通過戲劇演繹，深化

理解。 

• 一至四組參考頁 14 至 16，扮演偉哲面對媽媽的態

度和說話。 

• 五至七組參考頁 12，扮演偉哲面對爸爸的態度和說

話。 

• 邀請小組演出後，請學生說說偉哲跟爸爸或媽媽的

關係怎樣。 

觀察內文插圖，把握

重要信息。 

7. 師生共讀第 1 章其餘部分（頁 18 至 23），思考以下問題 

• 為甚麼偉哲的作文只寫媽媽的不是？ 

• 要跟媽媽好好相處，爸爸給偉哲甚麼建議？ 

學生應用「帶題閱

讀」策略。 

8. 師生共讀第 2 章（頁 24 至 34）前，先翻到頁 29，觀察

插圖，說說偉哲的媽媽跟其他人有甚麼不同，並讓學生

帶着問題閱讀此章。 

• 參觀的過程中，媽媽有何表現？心情如何？ 

• 偉哲筆下的媽媽是怎樣的？ 

• 為甚麼這一章叫《最糟糕的教學參觀日》？ 

引導學生留意細節，

並代入角色思考。 

9. 共同討論：為甚麼偉哲覺得小和的媽媽最好？偉哲表示

羨慕時，為甚麼小和沒答話？如果你是偉哲，會如何面

對這樣的母子關係？ 

引導學生歸納，比較

自己與主角的看法。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引導學生總結 

• 對比頁 29 的插圖及「牆上的角色」活動，媽媽的形

象是否一致？ 

• 你對偉哲媽媽有甚麼評價？你的看法跟偉哲的想法

有差別嗎？為甚麼會有差別？ 

提供閱讀提示，促進

自主閱讀。 

2. 回家閱讀圖書第 3 至 5 章（頁 35 至 71），並完成閱讀筆

記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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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嘉」「友」愛 

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請閲讀《媽媽使用説明書》第 7 至 10 頁的內容，然後完成下表。 

偉哲心目中的媽媽 

整體描述  

優  點  

缺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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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嘉」「友」愛 

閲讀筆記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 細心閲讀《媽媽使用説明書》第 3 至 5 章（頁 35-81），並在橫線上

填寫適當的字詞。 
 

第 3 章：《媽媽的使用方法》 

1. 小和媽媽稱讚偉哲的三件事：（頁 38-39） 

(1) 小和的      不見了，他陪小和一直找； 

(2) 女同學營養午餐吃不下，他會悄悄地      ； 

(3) 同學惹老師生氣，他會      ，緩和氣氛。 

2. 爸爸説要令媽媽心情好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斷     她。（頁 40） 

3. 晚餐時，偉哲使用這方法，使媽媽由原來煮       變成他喜

歡吃的          。（頁 42-44） 
 

第 4 章：《大人喜歡困難的事情》 

1. 偉哲家吃的早餐是白飯、        、煎蛋和醬菜；而他希望

吃的早餐是吐司、柳橙汁和        。（頁 50-51） 

2. 偉哲在家中的抽屜找到許多電器的説明書，最後他選了      

説明書，作《媽媽使用説明書》的參考。（頁 56） 

3. 偉哲的《媽媽使用説明書》共四項：各部位名稱、        、 

        、使用方法。（頁 59） 

4. 偉哲的筆記本上畫了一個     ，並在頭上畫上像      

般的頭髮，再加上手腳，裝作媽媽。（頁 60） 

5. 媽媽的基本功能：煮飯、洗衣服、洗碗、打掃、買東西和叫    

起床；媽媽的特別功能：             ；媽媽的便利

功能：             。（頁 62-65） 

6. 媽媽的保養方式是        保養的。（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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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不要一直叫我念書的方法》 

1. 偉哲一開始列出了    項希望媽媽幫他做的事情。（頁 71-72） 

2. 偉哲在筆記本上寫出的兩個使用説明是： 

(1)                    ； 

(2)                    。（頁 74-77） 

3. 偉哲的《媽媽使用説明書》包括：基本篇、       及 

         。（頁 74-75） 

 

 

二、 參考「偉哲希望媽媽幫他做的事情」，寫出兩件你最希望媽媽幫你做

的事情，並説明原因。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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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節（第 3、4、5 章）  

一、 引入  

學生互相查閱「閱讀筆記工作紙」，不論答案異同，都可

交流和分享看法。 

鼓勵同儕交流。 

  

二、 發展  

1. 以問答比賽方式，考查學生對故事內容的了解。 

2. 簡報展示比賽的三部分：第一、二部分題目由教師隨機

邀請，每組作答的機會均等。學生可以翻開書本或工作

紙尋找答案，但答題時限為 10 秒鐘。 

• 「判斷題」：按故事內容，看題後回答是或不是 

• 「選擇題」：按故事內容，選擇正確答案 

• 「搶答題」：看到問題後，最快舉手的可作答 

通過比賽提高學習

興趣。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請學生跟組員分享閱讀筆記工作紙題二「最希望媽媽幫

你做的兩件事情」。最後由教師抽樣請學生向全班分享。 

2. 回家閱讀圖書第 6 至 7 章（頁 82 至 113）。 

連繫學生生活，促進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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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四教節（第 6、7 章）  

一、 引入  

1. 就課前閱讀圖書第 6 至 7 章內容，請學生說說  

• 小和看了偉哲的《媽媽使用說明書》後，覺得怎樣？ 

• 小和後來也寫了他的《媽媽使用說明書》，偉哲看後

覺得怎樣？ 

• 為甚麼偉哲覺得「小和的媽媽很了不起，小和卻露

出一臉像是吃到苦瓜的表情」？ 

跟進學生的預習。 

  

二、 發展  

1. 小組活動：通過「牆上的角色」活動，對比在小和及偉哲

的眼中，小和媽媽的形象的分別。 

通過活動，加深學生

對人物角色的理解。 

• 學生可根據本章或之前章節的內容，寫下對指定人

物形象的相關描述。 

• 請學生把便利貼貼在用畫紙剪成的人形旁邊。 

 

引導學生留心書中

細節。 

2. 討論：小和與偉哲的看法相同嗎？為甚麼？小和對自己

媽媽有不同看法，其實在第 2 章早有暗示，你能找出來

嗎？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引導學生整理閱讀所得：喜歡偉哲的媽媽或是小和的媽

媽，為甚麼？ 

2. 閱讀第 8 章（頁 114 至 120）：看看對於工作中的媽媽，

偉哲有何評價？ 

協助學生深化思考。 

  

第五、六教節（第 8 章）  

一、 引入  

1. 回顧第 7 章（頁 112），為甚麼偉哲的「腦袋突然轟的

一聲巨響」？你認為他在想甚麼？ 

 

2. 此章名稱為《在全佳超市打工的媽媽》，請學生說說 

• 為甚麼偉哲會走到全佳超市——媽媽工作的地方？ 

深入思考本章的關

鍵內容。 



 

32 

教學步驟 說明 
  

• 你認為了解工作時的媽媽，對於偉哲寫作《媽媽使

用說明書》有何幫助？ 

  

二、 發展  

1. 請學生觀察第 8 章（頁 119）插圖中偉哲媽媽的外表和神

情，將之與頁 29 的媽媽插圖對比，並通過「牆上的角色」

活動，比較媽媽的前後形象。 

通過活動，讓學生比

較人物形象的差別。 

2. 請學生說說，為甚麼偉哲寫下額外的第 11 項「做錯事也

不會被罵的方法」後，他心裏感到不安。 

引導學生留意細節。 

3. 小組討論：重 偉哲所寫「說明書」的三項，分析媽媽

平日對偉哲嚴加管束的原因，以及偉哲如何應付。每組

只負責一項，並把討論結果寫在小組討論工作紙上。 

第 8 項：「賴床也不會被罵的方法」 

第 9 項：「不要一直催我快點的方法」 

第 10 項：「不要叫我打掃房間的方法」 

通過小組交流分析

事情的因果關係。 

4. 學生檢視於早前寫下希望媽媽為自己做的事情，反思自

己與偉哲有分別嗎？ 

從文本到讀者，引導

學生反思自己的生

活。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引導學生總結  

• 你認為這一章對於故事情節的推進有何作用？ 

• 如果說這一章是全書的轉捩點，你同意嗎？為甚

麼？ 

深入思考作品的結

構特色。 

2. 閱讀圖書第 9 和 10 章（頁 126 至 147），選一個自己最

感動的情節，畫一幅插圖，並完成預習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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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嘉」「友」愛 

小組討論工作紙 

組別：  日期：  

 

就偉哲的《媽媽使用說明書》，嘗試從媽媽的角度分析她管束偉哲的原

因，然後寫一寫偉哲的應付方法。（每組只須討論其中一項） 

第 8 項：賴床也不會被罵的方法 

媽媽管束偉哲的事情和原因 

偉哲的應付方法 

第 9 項：不要一直催我快點的方法 

媽媽管束偉哲的事情和原因 

偉哲的應付方法 

第 10 項：不要叫我打掃房間的方法 

媽媽管束偉哲的事情和原因 

偉哲的應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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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嘉」「友」愛 

預習工作紙：「感動一刻」 

姓名：  班別：  日期：  

 

1. 細閲《媽媽使用説明書》第 9 和 10 章（第 126 至 147 頁），選一個

自己最感動的情節，在下面方框內畫一幅插圖。 

 
 

 

2. 簡略説明所選情節內容和讓你感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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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教節（第 9、10 章）  

一、 引入  

1. 四人一組，互相分享預習時自選的最感動情節。 

2. 抽樣邀請小組代表向全班匯報，並展示繪畫的插圖。 

學生分享閱讀所得，

促進自學。 

  

二、 發展  

1. 戲劇活動：請學生再閱讀頁 132 至 133 的情節，深入思

考角色的內心感受，並運用「定格」策略進行戲劇表演。 

• 請學生就頁 132「偉哲摔破了高腳杯」的特定場面，

想一想：偉哲當時想跟媽媽說些甚麼？他為甚麼流

眼淚？他是不是在應用《媽媽使用說明書》中的第

11 項策略？為甚麼？ 

• 抽樣邀請學生演出頁 132 至 133 的情節。 

運用「定格」策略，

深化學生對人物內

心感受的思考。 

2. 劇情分析： 

• 媽媽說的話和抱住偉哲的行動，令偉哲想起小時候

的甚麼事？ 

• 媽媽這個擁抱，令偉哲對她的想法有甚麼改變？ 

分析情節發展與人

物個性轉變的關係。 

3. 小組討論：第 10 章提及偉哲覺得媽媽變了，但爸爸說偉

哲自己也變了，究竟兩人的改變有甚麼連繫？ 

 

  

三、 小結  

1. 引導分析：作者藉情節演進描述人物心理變化，通過前

後呼應的情節造成「對比」，突顯人物的「成長」及改

變。 

 

2. 引導領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可以改變人際關係；請學

生說說曾否有這樣的經驗或見過類似的情況。 

連繫生活深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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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教節（第 11 章）  

一、 引入  

1. 「媽媽，惹不起啊！」你同意這句話嗎？ 

2. 試回想你曾惹怒了媽媽的一件事。那是甚麼事？結果怎

樣？ 

利用本章的關鍵句

引入，連繫學生生

活，增強學習動機。 

  

二、 發展  

1. 學生帶着以下問題，自行閱讀頁 148 至 160。 

• 為甚麼偉哲有「媽媽，惹不起啊！」的感歎呢？ 

• 為甚麼偉哲說媽媽果然是「使用我和爸爸」的高手

呢？ 

學生帶着問題閱讀，

深入思考內容。 

2. 閱讀後分組討論，分享看法。 

• 偉哲和媽媽從開始到後來是如何改變的？ 

 

• 你覺得偉哲爸爸是個怎樣的人？他是故事的重要角

色嗎？ 

• 為甚麼作者要安排小和及他媽媽的出現？ 

• 如有時間，可自由討論其他話題。 

引導學生分析作者

就情節與角色的鋪

排，培養賞析能力。 

  

三、 總結  

你認為作者想告訴讀者的是甚麼？分享你的看法。 鼓勵自由發表意見，

分享閱讀所得。 

  

四、 延伸活動  

1. 觀察活動：選定觀察你的媽媽或任何一位家人，就一件

經常或突然發生的事情，留心她或他有甚麼反應？會說

甚麼話？表情怎樣？填一填「家人觀察紀錄表」。 

把閱讀所得連繫生

活，應用所學。通過

寫作反映觀察或閱

讀的成果。 

2. 創作自由選：自選以下一題寫作，字數不限。 

• 就你觀察所得，以《多功能的 XX》為題，作文一篇。 

• 參考剛讀過的圖書，試寫《XXX 使用說明書》。 

 

3. 「家『嘉』『友』愛」大行動 

• 請於未來一星期，在「愛的存摺」上寫下家人對你，

或你對家人表達愛和關心的事情，以及你的感想。 

• 配合學校主題「家嘉友愛」，給一位家庭成員、老

師或同學送上一張「愛的支票」，表達你的愛意和

關心。 

配合學校年度學習

主題，把情意學習轉

化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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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嘉」「友」愛 

家人觀察紀錄表 

姓名：  班別：  日期：  

 

試選一件經常或突然發生的事情，例如：爸爸加班不回家吃飯 /我測驗不

及格 /弟弟生病了……留心媽媽（或任何一位家人）有甚麼行動？她 /他

會説甚麼話？會有怎樣的表情？ 

 

事情 例：弟弟生病了 

    

觀察項目 觀察重點 我的發現與感受 

行動 她 / 他在做甚麼？為誰而

做？家裏其他人在做甚麼？ 

 

 

語言 她 / 他會説甚麼話？對誰

説？對方有甚麼回應？ 

 

 

心情 她 /他有甚麼表情？情緒有

甚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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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嘉」「友」愛 

愛的存摺 

姓名：  班別：  日期：  

 

收入：請記下未來一周內，家人對你表達愛和關心的事情，同時寫下你的

感想。 

日期 事項 來自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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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嘉」「友」愛 

愛的支票 

姓名：  班別：  日期：  

 

配合主題「家『嘉』『友』愛」，請把這張支票送給一位家庭成員、

老師或同學，表達你對他 /她的愛和關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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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主題 

這是個以學校為本位的教學設計。學校的年度學習主題是「家『嘉』

『友』愛」，「家」和「嘉」分別代表家庭和學校（嘉諾撒），「友」則

指友情，泛指對同學的愛護。中文科教師團隊選取橋樑書《媽媽使用說明

書》，以家庭的愛為主軸，結合中文本科的學習，通過閱讀引導學生深入

思考家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自主閲讀 

此教學設計以發展學生閱讀能力及培育關愛家人的情意為主。從類

型看，《媽媽使用說明書》屬小說類的橋樑書，全書共分11章，約有 4 萬

字，內文附以插圖。基於此書篇幅較長的特點，教學設計採用「教師導讀

學生自主閱讀」的策略，先由教師引導閱讀，示範如何把握閱讀重點，

進而運用「帶題閱讀法」，引導學生從在課堂上自行閱讀一個章節到回家

閱讀幾個章節，幫助學生逐步建立自主閱讀的能力和習慣。 

 

 

深度閲讀 

配合橋樑書文圖結合的特點，教師要求學生閱讀文字、觀察圖畫，探

求文本意義，過程中配合戲劇演出、問答比賽、小組討論等活動，變化學

習方式、深化內容理解、調節學習節奏。教學設計重視學生的思考與課堂

參與，其中戲劇策略「牆上的角色」貫串於不同教節，幫助學生通過分析

「媽媽 爸爸」和「家裏的媽媽 工作中的媽媽」，逐步了解故事

進程中偉哲媽媽的個性特點；又通過比較「小和眼中自己的媽媽 偉

哲眼中的小和媽媽」，讓學生了解原來同一個人在不同人的眼中，觀感可

以完全不一樣。總的來說，教師通過《媽媽使用說明書》引導學生運用閱

讀策略閱讀整本少年小說，並深入理解情節與人物關係。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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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感悟 

從閱讀《媽媽使用說明書》的過程中，教師引領學生把握故事主

線，思考自己與家人的關係，重視學生的情意感悟，經常把故事情節

連繫生活，促進學生反思，又設計「家人觀察」、「愛的存摺」、「愛

的支票」等活動，讓學生從閱讀中的所思所感轉化為行動，在生活中

實踐出來，學會感受家人的愛和對家人表達愛與關懷。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整體學習活動設計多樣化，有靜態的筆記閱讀、動態的課堂戲劇；

有個人的「感動一刻」、小組的「牆上的角色」活動等，並讓學生選擇

不同的作文題目自由創作，切合不同學習風格學生的需要，照顧學生的

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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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數學家斐波那契  

 

 

 

 

學校致力推動閱讀，持續推行「故事爸媽」計劃，由家長義工在早

讀時段為初小學生分享圖書，安排教師恆常地在早會分享圖書，又提供

學科本位的閱讀指導，由圖書課配合各科課程，編排閱讀教學進度。例

如因應數學課程以「培養學生構思、探究、推理、傳意、建立以數學方式

解決問題，以及從美學和文化的角度欣賞數學的能力」（課程發展議會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的課程宗旨，指

導學生配合數學科的學習，閱讀有關數學家的書籍，提高學生學習數學

的興趣，以及輔助數學科學與教的實施。 

 

本教學設計以數學家斐波那契(Fibonacci)的生平作引入，配合一個

有趣的觀察，了解兔子的繁殖情況，讓學生明白到數學與自然界的關

係，並藉閱讀圖書學習依規律作推論，從「斐波那契數列」呈現自然界

的「巧合」，有利學生從中欣賞和感受數學的美；同時，通過探討一個數

列中項與項的關係，讓學生學習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外，亦學習數學家做

研究的認真與堅毅精神，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促進全人發展。 

 

 

  

                                                      
 案例由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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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科：數學科 

級 別：小五 

主 題：數學家斐波那契 

課 時：2 教節 

 

 

學習重點： 

1. 認識意大利數學家斐波那契及其數列理論 

2. 觀看視頻，學習摘錄要點 

3. 複習閱讀和分析圖表 

4. 培養堅毅的精神 

5. 透過斐波那契數列，欣賞自然界的美 

 

 

閲讀資源： 

1. 請自行在互聯網利用「斐波那契」/「斐波納契」、「神奇的斐波那

契黃金比例」等關鍵詞，搜尋意大利數學家斐波那契的生平，或「斐

波那契的猜想」、「斐波那契數列(Fibonacci sequence)」等網頁或視

頻片段，供學生閱讀或瀏覽。 

2. 請留意有關網頁或視頻片段的來源，有否包含不適當的廣告和信息

等。 

 

  

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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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一、二教節（第 1、2 章）  

一、 引入  

1. 教師簡略介紹意大利數學家斐波那契的生平事蹟。 

2. 播放介紹斐波那契的短片，提示學生一邊觀看，一邊記

下要點。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提供文字、短片等閱

讀資源。 

  

二、 發展  

1. 展示斐波那契在《計算之書》內提出的「兔子繁殖問題」，

並請學生仔細閱讀圖表。 

 

（詳見工作紙） 

視覺化閱讀訓練。 

2. 提問  

• 兔子出生後第幾個月就可生育小兔子？ 

• 每次會生多少隻小兔子？ 

• 為何每次生出的一對小兔子都是一雄一雌？ 

• 試根據圖表所顯示的規律，畫出第 6 個月共有多少

對兔子。 

過程中，教師需講解

「數列」和「項」的

意思。 

3. 全班討論：讓學生分享他們如何根據規律完成圖表。 

4. 猜想：透過觀察圖表內兔子的數量（對），安排學生二人

一組猜想和討論這個數列的項與項之間的關係。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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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5. 推論：根據猜測，請學生推測第 12 個月的兔子數量。 

6. 學生完成工作紙上的思考問題 1、2、3。 

  

三、 小結  

1. 與學生重 怎樣推測數列。 

2. 教師總結：大家剛才所經歷的「觀察」、「討論」、「猜

想」、「歸納」和「推論」，往往是數學家發現一些數學

理論的過程，當中或會經歷多次的失敗，只有重新再嘗

試，堅持到底，就能建構相關的知識或理論。 

 

  

四、 延伸閲讀  

1. 教師提供斐波那契的猜想和斐波那契數列的相關網址或

關鍵字，讓學生在互聯網繼續搜尋相關的知識，完成工

作紙上的思考問題 4 至 6。 

• 究竟斐波那契的猜想和我們的猜想是否相同？ 

• 根據斐波那契數列的規律，可以怎樣找出第 15 個和

第 20 個斐波那契數(Fibonacci number)呢？ 

• 斐波那契數列除呈現在兔子繁殖問題上外，還有哪

些自然界例子與這個數列有關？ 

拓展延伸，鼓勵自主

閱讀。 

2. 請學生準備與小組成員談談延伸閱讀的心得或感想。 鼓勵學生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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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家斐波那契 

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意大利數學家斐波那契 (Fibonacci) 

 

斐波那契於公元 1175 年在意大利的比薩出生，是中世紀最有名的數

學家。 

 

斐波那契的父親是一位商人。他小時候已經

開始協助父親工作，因此學會了阿拉伯數字。他

認為阿拉伯數字比羅馬數字更好用，於是便前往

地中海一帶，向當時著名的阿拉伯數學家學習，

約於公元 1200 年回國。1202 年，27 歲的斐波那

契將所學寫進《計算之書》(Liber Abaci)內，透過

在記帳、重量計算、利息、匯率和其他的應用，顯

示了新的數字系統的實用價值，大大影響了歐洲

人的思想。 

 

 

 

斐波那契數列 (Fibonacci sequence) 

 

在《計算之書》中，斐波那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 

一對兔子出生以後，經過兩個月就發育成熟，能生育另一對一雄一雌

的小兔子，而且以後每個月都恰好能再生育一雄一雌的一對小兔子。如果

開始時養了初生小兔子一對，那麼，一年後會共有兔子多少對？（提示：

假設這期間兔子都不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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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題： 

 

1. 試在上表中，畫出第 6 個月共有多少對兔子； 

第 6 個月共有     對兔子。 

 

2. 你對這個數列有甚麼猜想？ 

試把這個數列的項與項之間的關係寫出來。 

 
 

3. 到第 12 個月時，會有多少對兔子？ 

請根據你的推測，將每個月的兔子總（對）數寫成一個數列： 

1 、 1 、 2 、 3 、 5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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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試利用互聯網，搜尋斐波那契的猜想。 

用互聯網，搜尋「斐波那契」/「斐波納契」、「神奇的斐波那契

黃金比例」等資料。 

 

 

5. 試根據斐波那契數列的規律，找出第 15 個和第 20 個斐波那契數： 

第 15 個斐波那契數是    。 

第 20 個斐波那契數是    。 

 

 

6. 斐波那契數列除應用在兔子繁殖問題上外，還有哪些自然界例子與

這個數列有關？試在下面貼上有關的照片或圖畫，並略加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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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文本閲讀中發現數學 

此教學設計重點在引導學生認識數學家斐波那契的生平事蹟及其

數列理論。數列理論其實非常複雜，教師選取了適切的閱讀材料，通過

不同的閱讀資源，運用所學的閱讀策略，以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幫助

他們從閱讀中建構數學概念。 

首先是教師為學生提供短文、圖表和視頻等多元閱讀資源，照顧學

生不同的學習風格。其次是教師選取文字簡明的短文、有趣的兔子繁殖

圖表和簡易的動畫，深入淺出地說明深奧的理論。過程中，學生通過觀

察、討論和推論，像數學家一樣探究數學問題，發展運算能力。兔子繁

殖圖表是視覺化閱讀的好例子。學生須根據已提供的兔子繁殖示意圖，

進行邏輯思考，推算確實的兔子數量（對），完成習作。 

 

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明白數學家追求學問、發現數學理論，其實

是經歷不斷的思考和討論，多番的嘗試和失敗，才能成功，藉此說明相

對於知識和能力，追求學問的態度同樣重要，並培養堅毅的精神。 

 

在自主閲讀中豐富知識 

延伸閱讀部分，除提供指定的資源外，教師也指示學生利用「關鍵

詞」搜尋網上資料，培養自主學習精神，拓展閱讀範圍。學生通過自主

閱讀，增進和深化學習，例如：認識斐波那契的「黃金比例」學說，並

從中發現數學理論與大自然的美的契合。此教學設計正好說明了「學生

有效的自主閱讀，是從教師有效的引導開始」這個觀點。

觀察人語 

多元閱讀資源 

短文 

視頻 

圖表 

從閱讀中學習 

-生平事蹟 

-數列理論 

-學習態度 

延伸閱讀資源 

網上 

資源 

學生運用 

關鍵詞搜尋 

教師提供 
從閱讀中學習 

其他與這個數列 

有關的自然界例子 

通過數學發現 

大自然的美 

數學家斐波那契（Fibonacci） 



 

 

 

  



 

 

 

 



 

55 

案例四 小小理財家 ＊ 

 

 

 

 

教師通過全方位學習周，選取兩本合適的圖畫書引導學生認識金錢

來源和合理消費，讓孩子知道賺錢背後是辛勞的付出，運用金錢也得合

於情理，幫助學生在「智商」、「情商」之外，發展「財商」，做個小

小理財家。 

 

學與教過程中，教師通過引領思維閱讀策略，引導學生按圖意猜測

和推論，又運用戲劇活動，引導學生深入思考故事內容和主角的思想感

情。學校一直重視培訓家長義工協助推動閱讀，這次特別邀請家長義工

在課堂上帶領戲劇活動「人生交叉點」，讓家長與教師同場觀摩，促進

家校合作。 

 

  

                                                      
＊ 案例由秀明小學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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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科：中文科 

級 別：小二 

主 題：小小理財家 

任 教：中文科教師（家長義工協助） 

課 時：3 教節 

 

學習重點： 

1. 運用閱讀策略：觀察圖畫、按圖意猜測、依理據推論，理解閱讀材料

的內容和要旨 

2. 通過戲劇活動「人生交叉點」，思考角色的選擇和背後的理由 

3. 分辨「想要」和「需要」，思考金錢的用途 

4. 認識付出才能得到成果 

 

閲讀資源： 

1. 《哎呀，錢不能亂花》（紙飛機主編），2014。 

 

2. 《哇哦，錢是這樣來的》（紙飛機主編），2014。 

 
  

設計說明 

冬冬想用零用錢買一盒新蠟筆。可是，當他從商店回來的時候，

手裏多了許多東西，卻沒有蠟筆。原來，冬冬只顧着買玩具，把買蠟

筆的事忘了。小白兔、小烏龜和小螃蟹責怪冬冬亂花錢。這一次，大

家決定陪冬冬去商店。當冬冬又被貨架上的玩具吸引時，朋友一同嘗

試阻止他再亂花錢。最後，冬冬會怎樣做呢？ 

冬冬和朋友們想送嬸嬸一份禮物，他們看中了一個彩虹貝殼髮

夾，但髮夾要 30 元，他們沒錢，想着哪裏可找到錢來買髮夾呢？錢

從哪裏來？眾人七嘴八舌地爭論不休，後來看到大鼻子玩具店貼有一

則「招聘啟事」，才知道錢是這樣來的。他們最後給嬸嬸買了禮物，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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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課前活動  

由小五學生擔任理財大使，帶領小二學生進行課前活動，藉互

動遊戲認識貨幣的種類，了解金錢是父母辛勞工作賺取的，從

而學習珍惜和謹慎用錢。 

由校外機構提供的

支援服務。 

  

  

閲讀活動（一）：《哎呀，錢不能亂花》  

一、 引入  

1. 展示圖畫書《哎呀，錢不能亂花》封面，引導學生觀察圖

畫，介紹故事主要人物「冬冬」。 

2. 提示學生結合封面和書名猜測：冬冬原本想買哪些東

西？你認為他最後買了甚麼？為甚麼？ 

3. 師生共讀故事：冬冬和朋友最近迷上了畫畫，他要給大

家買新的蠟筆。冬冬來到大黑熊生活便利店，好多玩具

和食品正在大平賣，他想一口氣把這些東西都買下來，

心想朋友看到這些好東西一定會很高興。 

為配合學生學習，學

校教學時轉配繁體

字以簡報展示圖書

文字內容。 

運用引領思維閱讀

策略，引導學生觀察

圖畫和閱讀文字，理

解故事內容。 

  

二、 發展  

1. 請學生思考和選擇，如果自己是冬冬，會怎樣做呢？ 

選擇 A：盡用手上的錢，把喜歡的東西全買回家； 

選擇 B：這次是來買蠟筆的，不買其他東西。 

布置「人生交叉點」

活動，讓學生代入角

色做選擇，並深思其

中的理由。 

2. 「人生交叉點」活動 

• 把課室分成 A、B 區，學生可按自己的選擇走到 A

或 B 區。 

• 隨機訪問 A 或 B 區內學生 2 至 4 位，請他們說說選

擇站到該區的原因。 

這個環節可由家長

義工協助帶領。 

3. 續看故事，請學生說說故事內容或猜想情節發展。 

• 冬冬選擇把所有喜歡的東西都買回家，並放在桌上

展示給朋友們看。 

• 猜一猜小白兔和小烏龜會有甚麼反應呢？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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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4. 續看故事，請學生說說故事內容或猜想情節發展。 

• 朋友都不同意冬冬的做法，再湊些錢，跟他一起去

買蠟筆，確保他不再亂花錢。路上，冬冬又抵受不

住玩具的吸引，想要去買。 

• 猜一猜冬冬最後會怎樣做？買喜歡的玩具還是蠟

筆？ 

因應對冬冬個性的

了解及情節發展，引

導學生推測故事內

容。 

5. 師生共讀故事，請學生說說故事的結局和主旨。 

• 在朋友的提醒下，冬冬終於買到了一盒價格便宜，

看起來又很不錯的彩虹牌蠟筆。 

• 大家從這個故事學到了甚麼？ 

引導學生分享自己

的發現，理解故事主

旨。 

  

三、 小結  

引導學生明白：即使有足夠的錢，我們也要分清楚甚麼

是「想要」和「需要」，這樣花錢才合理。 

 

  

  

閲讀活動（二）：《哇哦，錢是這樣來的》  

一、 引入  

展示圖畫書《哇哦，錢是這樣來的》，請學生說說這封面

圖畫想告訴我們甚麼？ 

為配合學生學習，學

校教學時轉配繁體

字以簡報展示圖書

文字內容。 

 

觀察封面圖畫，了解

故事重要信息。 

  

二、 發展  

1. 師生共讀故事：冬冬和朋友們想送笑瞇瞇嬸嬸一份禮物。

他們看中了一個彩虹貝殼髮夾，但髮夾要 30 元，他們沒

有錢買髮夾。 

 

2. 布置「想辦法，九宮格」活動，讓學生想想賺取金錢的方

法。 

• 運用投影片製作一個九宮格（面是數字，底是故事

發展插圖）。 

通過遊戲連繫生活，

讓學生思考賺取金

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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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 每說出一個賺錢的方法，便可打開一格九宮格；合

力想到九個辦法後，便可看到故事結局。 

3. 續看故事，請學生複述內容，猜想情節發展和結局。 

• 朋友四人各有想法，誰都不服誰，決定各自去籌錢，

黃昏時在商場外集合，看誰籌到最多錢。 

 

• 猜猜誰會找到買禮物的錢呢？為甚麼？ 

• 最後，他們用甚麼方法賺錢，給嬸嬸買禮物？ 

 

• 他們四人要工作多久，才湊到足夠金錢買髮夾給嬸

嬸？ 

 

 

計算快而準的組別，可得小禮物一份。 通過比賽增加學習

趣味。 

  

三、 總結  

1. 引導學生說說讀了這個故事，學到了甚麼。 

2. 請學生就讀過的兩本圖書，說說怎樣運用金錢才合理。 

3. 教師補充：成人要工作換取金錢報酬。小學生當然不能

打工賺錢，那麼我們可以怎樣做，才能在「有需要時」有

錢可用呢？ 

引導學生理解故事

主旨，分享自己的發

現，並明白儲蓄的重

要。 

  

四、 延伸活動：善用「利是錢」大行動  

1. 請學生在小小理財家工作紙「我的記帳表」上，列明自己

使用「利是錢」的情況，包括購物、捐助，或其他用途

（如：儲蓄）。 

2. 完成後，請學生與組員分享自己的記帳表。 

結合生活情境，讓學

生實踐學習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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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理財家 

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假如你可以自由使用農曆新年收到的紅包$100，你會怎樣用？請填

寫以下「我的記帳表」。 

文具店 玩具店 零食店 

 

香味橡皮 

$16 
 

熊寶寶 

玩具 

$60  

巧克力 

$15 

 

木顏色筆 

$20 
 

層層疊 

遊戲 

$25  

點心麫 

$10 

 

特色鉛筆 

$12 
 

玩具 

小兔 

$30  

薯片 

$15 

 

白膠漿 

$15 
 

遙控 

直升機 

$80  

爆谷 

$30 

 

記事本 

$25 
 

變身 

機械人 

$100  

棒棒糖 

$12 

捐助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援助世界各地弱勢兒童 

$20-$100 

捐助 

「愛護動物協會」 

救助被遺棄的小動物 

$20-$100 

 

「我的記帳表」 

項目 收入（+） 支出（-） 結算 

利是錢 $100   

  

  

  

完成後，你可以和老師、同學分享自己的記帳表，看誰最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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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主題，跨文本閲讀 

此教學設計以「小小理財家」為主題，切合初小學生的生活與學習

需要，讓他們了解金錢從何而來、認識如何善用金錢，學習做個合理、

精明的消費者。 

此教學設計選取兩本以理財為主題的圖畫書《哎呀，錢不能亂花》

和《哇哦，錢是這樣來的》，安排學生進行跨文本閱讀，引導學生綜合

兩本圖畫書的信息，建構對合理消費的概念和知識，並表達個人對善用

金錢的想法。教師善用兩本圖畫書的特點，包含豐富的跨學科元素：善

用金錢（常識）、解題及運算（數學）、理解與評價（語文），有效幫

助學生從多文本閱讀中學習。 

 

 

策略運用得宜，活動形式多樣 

教師通過引領思維閱讀引導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又透過戲劇策略

「人生交叉點」、「九宮格」遊戲等活動，讓學生連繫或反思生活。理

財不單需要有正確態度，也要有良好的運算能力，教師讓學生閱讀冬冬

和朋友想打工賺時薪的情節，請學生演算結果，是從閱讀中進行跨學科

學習的好例子。加上求得正確答案的運算方式不止一個，同學間可以交

流、補充，增加課堂的互動性，提高學習的趣味。 

教學設計着重創設模擬情境，讓學生自主運用「利是錢」，實踐學

習所得，體現跨課程閱讀中對知識應用和態度培養的重視。從學生的「記

帳表」所見，學生的消費選擇合理，即使會購買零食、文具、玩具等，

但大多能做到量入為出，也有學生展現關愛精神，捐助有需要的人和機

構。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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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通力合作，共同推動閲讀 

學校一直為家長提供講故事的培訓，讓他們到校擔任「故事爸

媽」，與低年級學生共讀圖書。是次課堂教學，教師邀請家長義工協

助帶領戲劇活動，再一次體現家校合作推動閱讀。家長參與課堂指導

活動，對學生來說，可以帶來學習的新鮮感；對家長來說，是實踐所

學的好機會；對教師來說，也是建構教學觀摩平台的好機會，有助促

進教師和家長互相了解，為持續合作推動閱讀打好穩固基礎。 

 

哎呀， 

錢不能亂花 

文本討論 遊戲：九宮格 

小小 

理財家 

戲劇： 

人生交叉點 

圖文閱讀 
善用利是錢 

大行動 

數學運算 

哇哦， 

錢是這樣來的 

學校教師 
規劃 

課堂教學 

家長義工 
協助 

帶領活動 

培訓 

親子閱讀、故事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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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秦始皇和萬里長城  

 

 

 

 

中文科以發展學生的語文能力為重點，注重字、詞、句、段、篇的教

學，同時教授學生引領思維閱讀、猜測詞義等閱讀策略。 

 

教師教授《秦始皇和萬里長城》時，會以「已知、想知、新知」(K-

W-L)閱讀策略為切入點，結合高階思維訓練方法，培養學生做筆記的自

學能力。此外，教師配合課文，向學生推薦閱讀《為什麼萬里長城那麼有

名？》圖畫書，讓學生了解萬里長城為後世所重視的原因；亦同時要求學

生自行搜集有關秦始皇的資料，拓寬閱讀面。 

 

課後延伸閱讀活動方面，中文科會與常識科和圖書組合作安排跨課

程閱讀，以培養學生持續閱讀的興趣，實踐課堂學習所得。 

 

  

                                                      
 案例由滬江小學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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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科：中文科 

級 別：小五 

主 題：秦始皇和萬里長城 

課 時：3 教節 

 

學習重點： 

1. 運用「已知、想知、新知」(K-W-L)閱讀策略，加深對閱讀材料的 

理解 

2. 認識秦始皇和萬里長城在歷史上的地位，學習多角度思考 

3. 培養客觀評價人物或事件的態度 

 

閲讀資源： 

1. 課文《秦始皇和萬里長城》 

2. 其他關於秦始皇的資料（學生自行搜集） 

3. 推薦閱讀：《為什麼萬里長城那麼有名？》（王還真/文，吳楚璿/

圖），2012。 

 
  

設計說明 

萬里長城那麼有名，到底誰的功勞最大？ 

 是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還是帶兵打敗匈奴的大將軍蒙恬？ 

 是修築內外長城的漢武帝？還是為長城寫詩的王維和王之渙？ 

 是修建山海關的朱元璋？還是抗日時期創作《長城謠》而振奮民

心的作曲和填詞家？ 

 是從外太空看見長城的太空人？還是將長城列為世界遺產的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 

 

本書依建造萬里長城的歷史時間順序，從跨時代不同人物的角

度，介紹萬里長城的歷史意義與知識，內容涵蓋歷史、文學、軍事和

科技，益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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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一、 引入  

1. 展示課題《秦始皇和萬里長城》，請學生想一想  

• 把對這個課題的所知，寫在閱讀策略學習單「已知」

的欄目內，然後跟組員說說。 

 

確定「已知」(K)。 

• 再想想自己希望從這篇課文學到甚麼，寫在閱讀策

略學習單「想知」的欄目內，並跟組員說說。 

 

簡述「想知」(W)。 

  

二、 發展  

1. 學生默讀課文，一邊閱讀，一邊做筆記。  

• 記下重點詞語；跟組員交流所選詞語，並嘗試釋詞。 辨析關鍵詞語。 

• 請學生在重要內容下加底線；如屬舉例，可加

（   ）表示，然後在組內分享，互相補充。 

學做筆記，並分辨觀

點和例子。 

2. 理解課文內容大意後，教師引導學生概括 

（一） 各段段意 

(1) 指出萬里長城是廣為後世注目的重大建設； 

(2) 引述倡建長城的秦始皇統一中原的史實； 

(3) 說明秦始皇興建長城的由來； 

(4) 指出興建長城所用的龐大人力和物力； 

(5) 說明長城的作用和意義； 

(6) 指出長城的建成，有賴秦始皇重視邊防的智

慧和萬千老百姓極大的付出。 

（二） 作者對興建長城的看法（課文末段） 

（三） 本文主旨 

 

3. 深化「K-W-L」策略的應用  

• 請學生先跟組員說說從課文裏學到了甚麼，然後寫

在閱讀策略學習單的「新知」欄目內。 

• 比較「新知」與「想知」兩項目，是否完全配合。 

確定「新知」(L)。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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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 若「想知」的仍未解答，請利用平板電腦上網自行尋

找答案。 

• 請學生於組內分享網上搜尋「想知」的結果，完成閱

讀策略學習單。 

讓學生按學習需要

自行搜集資料，解答

「想知」。 

4. 師生共同討論，引導學生  

• 綜合《秦始皇和萬里長城》一文，以及網上搜尋的閱

讀資料，分析秦始皇的個性特點，完成工作紙一。 

• 代入不同的身份，說說對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的意

見，完成工作紙二。 

運用不同角度的思

考方式，評價歷史名

人及其影響。 

  

三、 總結及課業布置  

1. 引導學生明白人們對秦始皇的評價不一，有人肯定他的

貢獻，有人否定他的施政。根據課文和搜集的資料，分析

這位歷史人物的功過，並說說你的個人看法。 

2. 教師補充：評價歷史人物不是容易的事，需要認真閱讀

大量的資料和文獻，才能作出客觀、全面的評價。 

3. 回家完成工作紙三。 

綜合閱讀資料，嘗試

評價歷史人物。 

  

四、 延伸閲讀  

1. 推薦閱讀：如對秦始皇和萬里長城有興趣的話，可到圖

書館借閱《為什麼萬里長城那麼有名？》圖畫書，通過作

者跨越時空的多角度描述，必定能增進你對萬里長城的

認識。 

 

2. 請選取一個中國歷史朝代，如：漢代、唐代、宋代或明

代，閱讀相關的歷史圖書或瀏覽網頁，了解你有興趣的

歷史事件和人物，完成延伸閱讀報告。 

擴展閱讀範圍，應用

所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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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和萬里長城 

閲讀策略學習單（「已知、想知、新知」） 

姓名：  班別：  日期：  

 

當閲讀一篇文章或進行主題探究時，大家可以利用「已知、想知、新知」

(K-W-L)策略，協助學習︰ 

1. 先回憶自己對於主題已具備的知識（已知）。 

2. 再思考自己還有疑問的地方（想知）。 

3. 閲讀後，再仔細想想學會了的內容（新知）。 

 

課題︰秦始皇和萬里長城 

已知「K」 

對於課題，我已經知

道的事項 

想知「W」 

對於課題，我還想了解

的事項 

新知「L」 

對於課題，我學到的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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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和萬里長城 

工作紙一 

姓名：  班別：  日期：  

 

(1) 綜合《秦始皇和萬里長城》一文和網上閲讀資料，在下面的圓圈內，

寫一寫秦始皇的個性特點。 

 
 

(2) 多想一步︰ 

就以上列舉的秦始皇個性特點，你認為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負面

的？請填在下列空格內。 

 

 

 

 

  

正面 負面 

秦始皇的個性特點 

兩面思考 

特徵列舉 

秦始皇的個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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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和萬里長城 

工作紙二 

姓名：  班別：  日期：  

 

對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以下的人會有甚麼想法？試代入他們的身份，

把他們會表達的意見，寫在適當位置上。 

 

 

 

 

 

 

 

 
 

  

民工和家屬 

秦始皇 

修築萬里長城 

朝中大臣 

邊境居民 

防衞大將軍 

現代建築師 

現代歷史學家 

多方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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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和萬里長城 

工作紙三 

姓名：  班別：  日期：  

 

（甲） 請跟同學討論秦始皇的以下施政，請圈出適當的答案，並寫一寫你

的意見。 

1. 他統一中國。 

  

功績/過失 

2. 他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

家。 

  

功績/過失 

3. 他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統一道路系統。 

  

功績/過失 

4. 他修建了萬里長城和世界上首條人工運河靈渠。 

  

功績/過失 

5. 他開展了一系列重大的工程，如築秦陵、建阿房宮等。 

  

功績/過失 

 

 

 

參考網址︰ 

燦爛的中國文明（中國文化研究院）——秦始皇 

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years/1906 

（網頁來源：中國文化研究院 18.1.2023） 

 

 

 

其他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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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秦始皇可説是一個具爭議性的歷史人物，歷代史學家對他評價不

一；有人肯定他的貢獻，有人否定他的施政。 

 

綜合（甲）部的資料或其他參考資料，你對秦始皇有何看法？ 

請寫出不少於兩個事例來評價他。 

 

 
 

 
  

根據以上的資料，我認為秦始皇 功大於過 / 過大於功 / 功過相抵 

（請圈出你的選擇），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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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和萬里長城 

延伸閲讀報告 

姓名：  班別：  日期：  

 

（甲） 請選取一個中國歷史的朝代，如：漢代、唐代、宋代或明代，閲讀

相關歷史圖書或瀏覽網頁，完成下表。 
 

（一） 圖書資料︰ 

(1) 書名：  

編者或作者：  

出版社：  

(2) 書名：  

編者或作者：  

出版社：  

 

（二） 參考網址︰ 

網頁名稱 網址 

  

 

（乙） 請分享你所搜集和整理的資料。 
 

我選取了    代 

 

請寫出這個朝代，令你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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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歷史人物分析 

 

（一） 請從這個朝代，選取一位人物，簡略地寫一寫他 /她的功和過。 

 

 

 

   
 

（二） 試用事例説明你對以上歷史人物的評價。 

 

人物 

  

功績 

  

  

  

  

  

過失 

  

  

  

  

  

我認為        是一個          的人，因為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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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策略主導，學生自主學習 

此教學設計體現了學習者為中心的特點，每個環節的安排，均以學生

為主角。整體以閱讀策略主導，開始時運用「K-W-L」策略，引導學生確

定對課題的「已知」和「想知」，定下閱讀方向，讓學生知悉學習目標。

到完成課文理解後，學生就掌握的「新知」，比較閱讀預期與閱讀成果，

並進一步搜尋其他資料補充，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學生自行確定文章的重點詞語、運用畫線策略做筆記，改變教師講

授的主導學習方式，此舉有助學生建構知識，培養自學精神和能力。評

論歷史人物和事件時，運用列舉特徵、兩面思考、多方觀點等思維訓練，

啟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 
 

 

從跨文本閲讀中學習，發展多元能力 

此教學設計要求學生大量閱讀，從課文到自行搜尋補充資料，促進學

生從不同內容、觀點的閱讀資源中，獲取更多更豐富的知識，學習面不斷

擴大，增進學生對秦始皇的性格和管治方式的認識。過程中，學生學會搜

集資料、與人交流、書面表達個人意見。 

 

教師推薦閱讀的《為什麼萬里長城那麼有名？》，從跨時代不同人

物的角度介紹長城的意義，與課堂活動的「多方觀點」緊密配合，增進

學生對長城的認識。在一定數量的資料參照下，學生對歷史人物的評價

才能顯得有理有據，並且懂得遷移所學，在延伸閱讀時把評價準則應用

到其他的歷史人物上，發展慎思明辨的能力。 

觀察人語 

推薦閱讀 

更全面認識秦始皇 

的性格與管治 

其他朝代 

課文 

統一中原 

興建萬里長城 

補充材料 

統一文字、貨幣、

度量衡，道路系統 

興建靈渠、阿房宮 

焚書坑儒 

延伸閱讀 

兩本書一個網頁 

分析歷史事件 

評價人物 

學習 

遷移 

秦始皇 

《為什麼萬里長城 

 那麼有名？》 

豐富對長城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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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閲讀 

 

 

跨學科閱讀是不同學科按學生學習需要，互相協作，推動閱讀。

跨學科閱讀的模式多樣，延展的幅度可以從最小的兩個科目協

作到全校各科參與，常見的規劃模式包括多學科協作、跨學科

協作、跨學科統整及橫貫學科統整。（具體例子詳見案例六至十

五） 

 

跨學科閱讀的內容詳見《理念篇》第 60-76 頁 

 

 

 

  

多學科協作 
共同課題，分科

各自教學 

橫貫學科統整 
超越學科界線，透過真

實情境的活動學習 

跨學科統整 
跨學科協作的擴大版，

大多數學科都會參與 

跨學科協作 
不同學科訂定共同學習

主題，協調教學 

均衡、多元 

閱讀資源 

學習閱讀 

• 文本理解 

• 閱讀策略 

• 閱讀方法 

從閱讀中學習 

• 學科知識 

• 思考方法 

• 態度、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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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 今天是沙鈴表演會 
＊
 

 

 

 

 

《綿綿狗的一天：今天是沙鈴表演會》的故事雖然簡單，但圖畫精美，

也運用了大量的擬聲詞，既具備語文科的學習元素，同時又可以配合音樂

科的學習。 

 

學校的中文科及音樂科嘗試把擬聲詞學習與敲擊樂器的音色結合，

除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外，也讓學生感受文字的聲韻和律動美。教師還

安排學生自選一種敲擊樂器，配上擬聲詞，創作四拍子的節奏句，最後請

學生即場演奏，為課堂學習畫上愉快的休止符。 

 

  

                                                      
＊ 案例由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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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科：中文科、音樂科 

級 別：小二 

主 題：今天是沙鈴表演會 

課 時：6 教節 

 

 

學習重點： 

中文科 

1. 學習和運用閱讀策略：觀察圖畫、推測圖意 

2. 認識及運用擬聲詞，模擬動物或事物的聲音 

3. 培養認真做事及互助互勵的精神 

 

音樂科 

1. 認識及演奏四拍子的節奏句 

2. 辨別敲擊樂器的音色、力度的變化，並運用簡單音樂術語來描述其特

色 

3. 創作四拍子的節奏句，利用敲擊樂器準確地演奏自創作品 

4. 培養學生持之以恆的堅毅精神 

 

 

閲讀資源： 

《綿綿狗的一天：今天是沙鈴表演會》（樋勝朋巳/文．圖，陳珊珊/譯），

2015。 

 

 

  

設計說明 

綿綿狗和好朋友鳥窩頭與捲捲毛一起組成「沙鈴俱樂部」，他們經常

在綿綿狗的家中舉辦沙鈴表演會。為了要表演一段難度非常高的節奏，綿

綿狗每天很認真地練習，但到上台表演時，卻不小心絆倒了！幸好得到好

朋友的鼓勵與安慰，綿綿狗勇敢地再次踏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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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一、二教節（中文科）  

一、 引入  

展示沙鈴（香港一般稱作「沙槌」），請學生說說它是甚

麼東西，引入課題。 

藉實物提高學習興

趣。 

  

二、 發展  

1. 展示圖畫書的封面，請學生細心觀察圖畫，猜想故事主

角和內容，包括主角表演的心情或遭遇。 

引領思維閱讀：觀察

封面，猜想內容。 

2. 共同閱讀故事，一起分享、討論。  

• 故事有哪幾個角色？他們打算做甚麼？ 

• 鳥窩頭和捲捲毛在上午表演過後，綿綿狗為他們做

了甚麼？ 

• 為甚麼綿綿狗表演時，鳥窩頭和捲捲毛會睡着了？ 

• 綿綿狗的表演怎樣？他的心情怎樣？ 

認識故事的兩個基

本元素：人物、事情。 

• 鳥窩頭和捲捲毛怎樣鼓勵綿綿狗？如果你是綿綿狗

的朋友，你會怎樣安慰他？ 

• 綿綿狗最後表演成功嗎？為甚麼？ 

情意教育：培養學生

的同理心。 

  

三、 小結  

引導學生說出故事中最有趣或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並說

一說從故事學到了甚麼。 

鞏固學生對故事的

理解，分享個人感受

和發現。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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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三、四教節（中文科、音樂科）  

一、 引入  

1. 請學生朗讀圖畫書頁 4 至 7，並說說綿綿狗的表演，重

已學內容，並指出綿綿狗的表演難度高，在於 

(1) 節拍很快； 

(2) 頭要左右不停轉來轉去； 

(3) 手腳要同時一起動。 

2. 集體模擬綿綿狗表演的節拍。 

朗讀文本，感知內

容。 

  

二、 發展  

1. 認識擬聲詞  

• 展示圖畫書頁 4 至 5，請學生說說綿綿狗上下揮動沙

鈴時，發出甚麼聲音。 

• 板書「沙（恰），嗚」，教師解說：這是模擬沙鈴發

出聲音的詞語，叫擬聲詞，又叫象聲詞。擬聲詞也可

以模擬動物或其他事物的聲音，例如小狗怎樣叫？小

孩哭聲…… 

• 教師邊提問，邊板書擬聲詞，如下。 

小狗吠聲 汪汪 

小孩哭聲 嗚嗚 

風聲 呼呼 

時鐘 滴答滴答 
 

（教師留意圖畫書

所用的「恰」是普通

話擬聲詞） 

2. 深化擬聲詞的認識  

• 如果綿綿狗想改用其他敲擊樂器表演，這些樂器會發

出甚麼聲音？又可以用哪些擬聲詞去形容呢？ 

• 預備三角鐵（香港一般稱作「三角」）、刮瓜、馬鈴

等樂器，教師敲擊這些樂器以引導學生認識叮叮、呱

呱、刮刮等擬聲詞。 

• 請學生逐一敲擊樂器，並說出相關擬聲詞。 

樂器 相關擬聲詞 

三角鐵 叮叮 噹噹 …… 

鈴鼓 逢逢 鈴鈴 …… 

刮瓜 刮刮 呱呱 …… 

馬鈴 啷啷 鈴鈴 …… 
 

通過活動體驗敲擊

樂器的聲音變化，

學習不同的擬聲

詞。 

  

三、 小結  

1. 引導學生口頭示範課堂上學過的動物或樂器所發出的聲

音，並嘗試寫出來。 

2. 這些詞語叫甚麼詞？還有其他例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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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五、六教節（音樂科、中文科）  

一、 引入  

大家還記得綿綿狗的表演嗎？我們也來一次敲擊樂器的

表演好嗎？ 

 

  

二、 發展  

1. 學生分組前，講解活動要求：小組自選一款敲擊樂器，寫

一寫這樂器會發出的聲音，完成活動工作紙第一題。 

在真實情境運用擬

聲詞。 

2. 小組創作活動  

在開始做工作紙第二題前，請學生留意圖畫書： 

A. 頁 5 和 12 擬聲詞的文字排列方式有甚麼特別？ 

P.5 恰 嗚 恰恰 嗚 

P.12 恰 恰 恰恰 恰 恰 恰啪 

（分隔的距離有不同，表示節奏快慢） 

B. 頁 16 和 17 擬聲詞的字體有甚麼特別？ 

P.16 
  

P.17   

（字體由大至小，表示力度強弱的變化） 

• 教師提示學生：文字的分隔距離代表不同的節奏型、

字體的大小代表力度強弱的變化。 

從文字的排列，分

別認識不同的節奏

型及力度強弱的變

化。 

• 請學生根據綿綿狗和朋友表演的節拍，利用以下的節

奏型創作四拍子的節奏句，並寫下創作作品的名稱，

完成活動工作紙。 

 

掌握節拍特點，配

合擬聲詞，創作歌

曲。 

  

三、 總結  

1. 請學生分享創作的作品。教師引導學生就作品的不同節奏

型，力度強弱的變化，以及與作品名稱的關連作同儕互評，

並給予回饋。 

2. 請學生分組演奏其作品，並根據既定的準則進行自我及同

儕評估。 

進行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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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沙鈴表演會 

活動工作紙 

組別：  日期：  

 

（一） 你們選了甚麼樂器？請在下面的方格畫出來。 

 

 

 

你們選的樂器會發出甚麼聲音？請在下面的方格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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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試貼上節奏型，創作四拍子的四小節節奏句，並寫上形容

樂器聲音的擬聲詞，以及利用擬聲詞字型的大小，以表示

力度的變化。 

 

我們作品的名稱是：             。 

 

 

    

節奏型 

 

擬聲詞     

 

    

擬聲詞     

 

    

擬聲詞     

 

    

擬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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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題 

 

除了 、 、 這些節奏型外，試運用你所認識的節奏型續寫兩小

節的節奏句，並配上適當的擬聲詞，以及利用擬聲詞字型的大

小，表示力度的變化。 

 

 
 

 

擬聲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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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知識點，兩個學科的無縫合作 

 

跨課程閱讀的主題可以有很多變化。此教學設計正好示範一個知識

點如何連繫不同學科的學習。 

 

教師選取一本包含多學科元素的圖畫書《綿綿狗的一天：今天是沙

鈴表演會》，把一個語文知識點——擬聲詞，連繫中文科和音樂科的學

習。翻閱圖畫書，學生首先認識沙鈴這種敲擊樂器，接着知道「沙（恰），

嗚」是擬聲詞，用以模擬揮動沙鈴發出的聲音，然後通過練習認識擬聲

詞的分類，再運用先前所學的擬聲詞來描述其他敲擊樂器的聲音效果。 

 

 

 

學生的學習全程由一位兼教兩科的教師教授，過程中沒有明顯的學

科界線，卻又包含豐富的中文科和音樂科學習元素。要達至無縫銜接，關

鍵在於教師選取的閱讀材料和學習主題。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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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知識點，多樣化的學習 

 

教師因勢利導介紹其他種類的敲擊樂器，除了加深學生對擬聲詞的

認識和運用，還為稍後的創作活動做準備。此外，學生通過閱讀文字的排

列方式，自行發現主角的演奏蘊含了不同的節奏，也有聲量的大小，有助

他們分組創作及演奏自己的作品。 

 

教學設計的焦點活動是學生創作「四拍子的四小節節奏句，並寫上

形容樂器的擬聲詞，以及利用擬聲詞字型的大小，表示力度的變化」。

這個活動既結合學生的音樂知識和語文知識，又讓學生發揮創意。創

作後，教師安排學生分組表演，促進同學之間的交流、增加課堂的互動

性，也提高學習的趣味，更重要是讓學生體會圖畫書故事主角的心情。 

 

 

從課堂實錄和課業樣本所見，教師善用圖畫書的內容，引導學生從

閱讀中發現知識，為學生提供了一段愉快的語文和音樂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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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創作活動課堂實錄 

課業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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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 關愛他人．將心比心  

 

 

 

 

學校向來重視培育學生的品德，本教學設計連繫中文科和德育組的

學習，共同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意。 

 

圖畫書多是通過精美插圖和簡潔文字，表達所蘊含的寓意和道理，

不會直接說教，所以學生更樂於閱讀，並會潛移默化地學習書中人物的

正確價值觀和態度。因此，教師選取了插圖生動可愛、故事內容有趣而

又貼近學生生活的圖畫書作為閱讀資源，不但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還

能讓學生代入人物的角色，感同身受。 

 

教師選取的圖畫書《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包含豐富的語文元

素，既可以進行閱讀訓練，又可以發展寫作能力，而且內容充滿濃厚的

人情味，有助培育學生的同理心，學習關愛他人。 

 

  

                                                      
 案例由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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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中文科、德育組 

級 別：小三 

主 題：關愛他人．將心比心 

課 時：8 教節 

 

學習重點： 

中文科 

1. 運用閱讀策略，理解故事內容，發現細節 

2. 改寫故事片段和句子，把人物的說話、動作和感受寫得更具體 

 

德育組 

1. 培養學生的同理心，理解和關注他人的處境和需要 

2. 培育學生以親切和關懷的態度與身邊的人相處，並能關心不同人和

動物的福祉 

 

 

閲讀資源： 

• 《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菲利普．史戴/文，艾琳．史戴/圖，

柯倩華/譯），2012。 

 

• 一則生活困難待助的新聞剪報 

設計說明 

麥基先生是動物園的管理員，每天細心照料園裏的動物。他視

動物為朋友，會陪大象下棋、跟烏龜賽跑、安靜地坐在企鵝旁邊、借

手帕給犀牛、給貓頭鷹念故事…… 

有一天，麥基先生生病了，從不缺勤的他也得請假。動物擔心得

不得了，於是他們出發到麥基先生的家，以最温情的方式跟麥基先

生度過原本難熬的一天。麥基先生病倒了，卻讓讀者看到一段人和

動物的真摯友情，看到人間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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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一至三教節  

一、 引入  

1. 你試過請假嗎？為甚麼要請假？ 連繫自身生活經驗，

推想主角的情況。 

2. 展示圖畫書封面和書名，請學生推測故事內容。 引領思維閱讀策略。 
  

二、 發展  

1. 師生共讀頁 1 至 19，請學生說說 

• 麥基先生在動物園的工作很忙，但他總會找時間做

甚麼？ 

• 大象下每一步棋之前都要想了又想，為甚麼麥基先

生仍然願意和大象下棋？ 

 

• 麥基先生不會嫌棄大象下棋慢，反而很耐心地等待，

他的行為有甚麼值得欣賞的地方？ 

• 為甚麼烏龜和麥基先生賽跑，從來沒輸過？麥基先

生為甚麼要這樣做？ 

• 為甚麼麥基先生要安靜地坐在企鵝旁邊？你認為麥

基先生做得對嗎？為甚麼？ 

• 假如朋友生病了在流鼻水，你願意借手帕給他嗎？

為甚麼？麥基先生為甚麼願意為犀牛這樣做？ 

品德情意教育：培養

學生的同理心。 

2. 師生共讀頁 20 至 30，提問後請學生完成工作紙。 

• 麥基先生病了，動物決定怎樣做？為甚麼他們會這

樣做？ 

• 動物們來到麥基先生的家，為他做了甚麼？為甚麼

他們會這樣做？ 

• 完成工作紙一 

連繫已讀內容作推

論。 

  

三、 小結  

1. 讀過《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的故事，你們學到了甚

麼？ 
 

2. 教師引導學生找出故事主旨，並明白我們要學會關懷身

邊的人。 

鞏固學生的學習和

情意發展。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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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他人．將心比心 

《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 工作紙一 

姓名：  班別：  日期：  

 

請把動物們為麥基先生所做的事，寫在表格內的適當位置上。 

動物  為麥基先生做的事 

 

大象 

  
 

  

 

  
 

烏龜 

  

 

  
 

  

 

企鵝 

  
 

  

 

  
 

犀牛 

  

 

  
 

  

 

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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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四至六教節  

一、 引入  

重 故事和上節所學。  

  

二、 發展  

1. 默讀以下小段，請學生說說  

 

 

從閱讀中學習：發展

學生的評價能力。 

• 這段文字寫得好嗎？ 

• 段落裏「可怕」出現了多少次？為甚麼要這樣寫？ 

• 如果要把段落寫得更好，可以再加些甚麼嗎？ 

 

2. 連繫已閱讀圖書，學習具體化描寫 

• 學生朗讀頁 11，說說哪些地方描寫了麥基先生的動

作、感受、說話？ 

 

• 展示一些生病孩子的圖畫（見寫作工作紙二），請學

生分組討論，從圖中人物的表情、動作，猜想他/她

有甚麼不適，或當時的感受、會說的話等。 

• 抽樣邀請各組代表匯報討論所得。 

觀察圖畫，理解圖

意，運用所學寫作。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引導學生說出要把人物寫得具體，就要寫出人物的表情、

動作、說話和感受。 

2. 按人物圖畫和提示，完成寫作工作紙二。 

培育學生關愛他人

的品德情意。 

  

 

  

媽媽常在晚上出門，我一個人待在家裏，非常害怕。

晚上看家，實在可怕，非常非常的可怕。這種可怕

是文章所寫不出來的。啊！晚上看家，太可怕了，

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可怕，可怕，真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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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他人．將心比心 

《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 寫作工作紙二 

姓名：  班別：  日期：  

 

細心觀察圖中的人物，選定其中一位，寫一寫他/她的表情、動作、説話

和感受。 

 
 

 
  

1. 圖中的人物怎麼了？（          ） 

2. 試從人物的表情、動作，猜想他的感受和想説的話，具體寫一寫他

的情況。 

 

 

1. 圖中的人物怎麼了？（          ） 

2. 試從人物的表情、動作，猜想她的感受和想説的話，具體寫一寫她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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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七至八教節  

一、 引入  

1. 假如自己是麥基先生，看到動物都來探望你，請學生說

說心裏有甚麼感想？為甚麼？ 

2. 教師補充：對他人表達關心，先要明白他的處境和需要，

才能為對方送上更大的支持。 

代入角色思考。 

  

  

二、 發展  

1. 請學生閱讀一則關於一名男童因病住院（或其他生活困

難待助）的新聞剪報。提示學生可運用記 六要素或其

他策略，理解新聞內容。 

應用閱讀策略。 

2. 師生討論新聞剪報：男孩生病，他的身體會有甚麼反應？

男孩要住院，當時心情會怎樣？他會有甚麼需要？ 

 

3. 試給男孩寫一張慰問卡，表達對他的關心。 因應對方的情況，想

想慰問卡的內容。 

  

三、 總結  

1. 學生分享寫作成果。 

2. 同儕互評，教師給予回饋。 

品德情意教育： 

培養同理心，明白他

人的需要，關愛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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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培育，不一樣的取向 

培育學生的品德情意是學校教育其中一個重點，而怎樣進行品德教

育是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傳統和較容易處理的教育方式是觀念的灌輸

（說教式：我們應該怎樣做）和行為的規範（監察式：大家有沒有這樣

做），此教學設計則展示了另一種取向：培養「為他人設想」的觀念，

採取「易地而處、設身處地」的思考方式。 

 

教師以「關愛」和「同理心」為主題，連繫中文科和德育學習，成

功的關鍵是選取了合適的閱讀資源。圖畫書《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

是文學作品，述說了個體與他人的雙向關係，為學生提供「生活事件」，

讓學生從故事語境中學會應該如何與人相處、體貼他人的需要，以及明

白個人關愛行動的意義。「男孩因病住院」的新聞報道是真實材料

(authentic materials)，可以讓學生知道在生活裏確實有其他人需要我們關

心，並且思考自己可以怎樣做。 

 

 

 

品德培育是個結合認知、情感和實踐，並着重反思的學習過程，教

學設計通過選取合適的閱讀材料，讓學生從閱讀中學習。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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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學習，環環緊扣 

教學設計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把握了《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的

語文元素，從閱讀到寫作，學與教過程緊密相連。 

 

閱讀方面，教師引導學生運用多種閱讀策略，理解故事內容重點，

並通過角色代入、共同討論、分享感受等活動，幫助學生領會故事中人

物之間的體貼與關懷，培養同理心。寫作方面，教師指導學生在語境中

學習內容改寫和具體化描寫，又引導學生因應真實對象的需要寫慰問

卡。 

 

 

 

除了讀寫活動相互配合外，各教學活動與主題「關愛和同理心」緊

密呼應，從學生課業樣本所見，既是學習語文，又能發展學生的品德情

意，體現中文科和德育組的跨科組合作，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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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甲 

 

 
 明白對方的感受，利用文字和圖畫鼓勵男孩。 

 

 

學生乙 

 

  送上祝福，又能代入對方處境，表現了對男孩的同理心。 

課業樣本 慰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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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八 想像與創意  

 

 

 

 

為配合學校的「自主學習校本支援計劃」，教師聚焦推行跨課程閱

讀，藉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以四年級為試點，由中文科和數學

科協作，選取無字圖畫書《旅程》作為共同閱讀材料，因應該書特點，訂

定兩科的學習重點和內容，設計跨課程閱讀活動，最後由圖書館主任負

責做總結，向學生推介與學科相關的圖書作為延伸閱讀，達到從閱讀中

學習的目的。 

第 1 至 3 節 

中文 

第 4 至 5 節 

數學 

第 6 至 7 節 

中文 

第 8 節 

數學 

第 9 節 

圖書 

閱讀 圖形 

拼砌 

圖形 

分割 

創意寫作 圖形拼砌/ 

分割活動 

閱讀 

從學生學習角度來看，此設計既能培養閱讀興趣、促進學生自主閱

讀能力；通過閱讀建構及深化有關學科知識，又能增加知識遷移，應用

所學的機會，體現跨課程閱讀的優點。教師以《旅程》為核心教材，通過

科任教師（中文、數學科）的教學設計，為學生創設情境，開拓閱讀及學

習空間，讓學生有意識地反思，促進自主學習。同時，教師透過共同備

課、觀課和評課，不但提高同儕協作的能力，更深入了解閱讀如何促進

學生的學習，在教師專業發展上有所裨益。 

  

                                                      
 案例由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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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中文科、數學科、圖書組 

級 別：小四 

主 題：想像與創意 

課 時：9 教節（中文科 5 節、數學科 3 節、圖書課 1 節） 

 

學習重點： 

中文科 

1. 運用觀察圖畫、推測情節發展等策略，分析故事人物的處境和想法 

2. 通過戲劇活動，運用說話表達人物感受、想法 

3. 發揮想像和創意，以圖文創作虛擬的旅程 

4. 培養聯想、想像及解難能力 

5. 學習關懷身邊的人，並在生活中實踐 

數學科 

1. 理解情節內容，學習主角的創意與機智 

2. 觀察圖形，自由聯想 

3. 能辨認七巧板各圖形的名稱 

4. 利用七巧板拼砌圖形，並進行分割 

5. 依指示分割平面圖形 

圖書組 

1. 分析作者傳達的信息 

2. 認識無字圖畫書的特點 

 

閲讀資源： 

《旅程》（作者：艾隆．貝克），2014。 

 
  

設計說明 

這是一本充滿奇趣的無字圖畫書。女孩沒有玩伴，也沒有家人的陪

伴，她用紅色蠟筆畫了一扇門，開展了一段充滿想像、冒險的奇幻旅程。

女孩用紅筆創造出不同的圖形，這些圖形可以變成河道上通行的小船、

空中翱翔的熱氣球和飛天氈，幫助女孩一次又一次逃離險境。旅程中，女

孩展現了無比的智慧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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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一教節（中文科）  

一、 引入  

1. 學生演示「開心、難過、苦悶、無奈」等表情，讓同學猜

一猜。 

2. 教師指出要表達內心感情，不一定要用說話直接表達，

表情或肢體動作都可以發揮溝通及信息傳遞的作用。 

配合無字圖畫書的

特點，讓學生明白要

細心觀察人物和事

物。 

  

二、 發展  

1. 師生共讀圖畫書頁 4，觀察女孩的表情和動作，請學生想

一道關於女孩的問題，如：為甚麼小女孩會獨自一個人？

她當時有甚麼感受？ 

2. 學生閱讀頁 1 至 3，了解小女孩的處境，然後說說如果自

己是那個小女孩，會怎樣排解寂寞和孤單？ 

暫時不要展示封面。 

 

學生自擬問題，推測

故事內容。 

3. 師生共讀頁 5，驗證之前的推測，再請學生代入小女孩的

身份，說說當時想起甚麼？ 

4. 戲劇定格：請學生扮演小女孩看着紅色蠟筆時的神情姿

態，並自擬一句心中所想說的話。 

代入人物角色的心

態和情感，推測人物

的想法和行動。 

5. 學生自讀頁 6 至 14，以小女孩身份，說說故事的內容和

發展： 

• 你手上的紅色蠟筆有甚麼用？ 

• 當一打開門看見森林的景象時，你說了甚麼話？ 

• 你會用甚麼詞語來形容這趟旅程？ 

• 猜猜這本書的名稱？ 

 

6. 觀察頁 15 的圖畫，猜想小女孩怎樣解決危機。 根據圖畫線索推測

故事的發展。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你有沒有經歷過像小女孩一樣的孤單和寂寞？ 

2. 當你感到寂寞時，你會做甚麼？ 

3. 如果你是小女孩，你怎樣稱呼紅色蠟筆？會用它來做甚

麼事？ 

連繫生活經驗，鞏固

對故事和主角的理

解。 

4. 完成工作紙一（工作紙 (A)供一般能力學生使用；

工作紙 (B)供能力較高學生使用）。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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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創意 

《旅程》 工作紙一 (A) 

姓名：  班別：  日期：  

 

1. 你在甚麼時候會感到孤單和寂寞？你會怎樣解悶？ 

  

  
 

 

2. 如果你是《旅程》中的小女孩，你會給那枝紅色蠟筆起一個名字嗎？

為甚麼？ 

我 會 / 不會 （圈出答案） 給紅色蠟筆起名 ，因為 

  

  
 

 

3. 在你已閲讀《旅程》的內容中，選一個最難忘的情景，並繪畫在方格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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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創意 

《旅程》 工作紙一 (B) 

姓名：  班別：  日期：  

 

1. 你曾感到孤單和寂寞嗎？為甚麼？ 

  

  

 

 

2. 你有甚麼解悶方法？ 

  

  

 

 

3. 如果你是《旅程》中的小女孩，你會給那枝紅色蠟筆起一個名字嗎？

為甚麼？ 

我 會 / 不會 （圈出答案） 給紅色蠟筆起名 ，因為 

  

  

 

 

4. 在你已閲讀《旅程》的內容中，哪一個情景最難忘？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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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二教節（中文科）  

一、 引入  

請學生重看《旅程》頁 15，代入小女孩身份，說說會怎

樣解救當時的危機。 

 

  

二、 發展  

1. 跟鄰座同學協作，在畫紙上用紅色顏色筆，隨意畫一個

圖形，然後加以擴展，繪畫成一件日用品。 

 

2. 自讀頁 16 至 28 後，以接龍方式說說故事內容，包括小

女孩被困於吊在半空的籠中，但神奇紅色蠟筆丟了，她

該怎麼辦。 

教師適時給予引導，

或請同學補充意見。 

3. 戲劇定格：請學生扮演被困在籠中的小女孩，設計一句

說話，表達她當時的心情和想法。 

通過活動促進思考。 

4. 小組共讀頁 29 至 30，請學生 

• 模仿小女孩的動作，但要配上說話或心中的想法。 

• 推測故事發展：小女孩怎樣逃離鐵籠呢？她會繪畫

甚麼圖形？圖形會變成甚麼東西以助她脫險？ 

根據畫面推想人物

的內心感受，並以說

話表達。 

5. 小組共讀頁 31 至 32，一起驗證推測。 綜合情節，理順故事

發展。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你認為小女孩在旅程中的經歷，哪件事件最令你難忘？

為甚麼？ 

2. 假如你是小女孩，希望紫色鳥帶你到哪裏去？那個地方

的環境是怎樣的？ 

鞏固所學，也推測故

事情節發展。 

3. 完成工作紙二（工作紙 (A)供一般能力學生使用；

工作紙 (B)供能力較高學生使用）。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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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創意 

《旅程》 工作紙二 (A) 

姓名：  班別：  日期：  

 

 

1. 如果你是小女孩，想紫色鳥帶你到哪裏去？在方格內畫出那個地方，

並填上顏色。 

 

 

 

 

2. 為甚麼你想到這個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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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創意 

《旅程》 工作紙二 (B) 

姓名：  班別：  日期：  

 

 

1. 如果你是小女孩，想紫色鳥帶你到哪裏去？為甚麼？ 

  

  

 

2. 你想到的地方是怎樣呢？先以文字寫一寫，然後在方格內畫出那個

地方，並填上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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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三教節（中文科）  

一、 引入  

請學生分別說說希望紫色鳥帶他們去的地方。  

  

二、 發展  

提示學生要細心觀察圖畫，理解圖意和故事發展。 

1. 自讀頁 33 至 34，口頭描述由圖畫看到的故事情節後，

二人一組創作對白：一人扮演小女孩，一人扮演紫色

鳥，設計對白以表達他們當時的心情及想法；然後分組

演出。 

2. 自讀頁 35 至 36，說說小女孩和紫色鳥分別看見甚麼；

小女孩和紫色鳥穿過那扇紫色門的先後次序。 

感知圖畫傳達的信

息，感受角色的內心

想法。 

3. 小組分享：如果你是小女孩，你會選擇先穿過紫色的

門，還是讓紫色鳥先穿過呢？為甚麼？ 

4. 按頁 35 至 36 內容，二人一組設計對白：一人扮演小女

孩，一人扮演紫色鳥，說出對對方的印象和感覺，以及

他們當時的心情及想法，然後分組演出。 

分享個人想法。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你認為小女孩旅程的經歷中，哪件事件最令你難忘？為

甚麼？ 

2. 如果你是小女孩，你希望紫色門後會是個怎樣的地方？

你會繼續這個旅程嗎？ 

3. 完成工作紙三。 

鞏固所學，也推測故

事情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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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創意 

《旅程》 工作紙三 

姓名：  班別：  日期：  

 

1. 當小女孩穿過紫色門後，她會有甚麼表情？為甚麼？ 

請在空格內畫出小女孩的表情，然後在橫線上寫一寫原因。 

 
小女孩看見  

  

  

  

 

2. 在《旅程》一書中，小女孩怎樣利用她的紅色蠟筆呢？ 

請在方格的括號內寫上答案。 

  1. 她畫了一個半圓形和長方形，變成了一個拱門。  

 從房間裏  到達樹林， 

 

  2. 她畫了一個三角形，變成了一艘（       ）。  

 走過斷橋  進入堡壘， 

 

  3. 她畫了一個（    ）形，變成了（     ）。  

 流向瀑布  飛到天上， 

 

  4. （                   ）  

 後來被困在籠中  來到紫色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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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四教節（數學科）  

一、 引入  

請學生簡述中文課堂所學，重 圖畫書《旅程》的內容。 連繫中文課堂所學，

為本節學習定位。 

  

二、 發展  

活動一  

• 學生重讀《旅程》頁 15 至 16（小女孩繪畫了一個圓

形，然後化成熱氣球脫險），說說假如自己處身其

中，會用蠟筆繪畫甚麼來解困。 

• 派發每位學生一套七巧板，請他們用七巧板拼砌想

到的「逃生物品」，然後分享及匯報。 

利用故事情境，引入

數學的學習，並作為

活動二的熱身。 

活動二 
 

1. 觀察跨頁的圖畫；請學生說說當中的小女孩、紫色鳥、

大樹或其他東西，並回憶小女孩和紫色鳥的對白，說說

小女孩的心情和感受。 

運用視覺化閱讀策

略，深入理解內容重

點。 

2. 分組活動：  

• 4 人一組，派發大畫紙 1 張，活動工作紙各 1 張，

四色手工紙各 1 張。 

 

• 把手工紙剪開七塊，成為紙版的七巧板，砌出小

鳥、城堡、小女孩和大樹等，貼在大畫紙上。 

緊扣數學科的學習

重點。 

• 較快完成分組活動的學生，可獲多 1 張顏色手工

紙，按故事的發展自由拼砌圖形，並以簡單文字說

明。 

按學生的能力給予

提示卡或任務，照顧

學習差異。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學生分組展示作品，匯報及分享；教師適時給予回饋，

引導學生總結本節所學。 

綜合和鞏固學習。 

2. 利用手工紙再自行拼砌與《旅程》故事相關的圖形。 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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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五教節（數學科）  

一、 引入  

展示各組的作品，抽樣邀請學生再作簡介。  

  

二、 發展  

1. 觀察《旅程》頁 35 的圖畫，請學生回憶小女孩當時的經

歷和心情。 

• 先簡單寫下她推開門後，看到、聽到的事物或感受。 

• 跟同學分享各自的記錄。 

• 引導學生說出多動腦筋才能解決難題。 

代入處境想像，並作

簡單記錄。 

2. 解難活動一  

• 小女孩的朋友遇到難題；他們吃剩兩塊 PIZZA，大

家認為下面 A、B 兩個盒子，哪一個適合盛載這兩

塊薄餅呢？ 

觀察圖形，解決問

題。 

 

  
 

 

提示：兩個盒子的形狀一樣嗎？兩個盒子的大小一

樣嗎？ 

 

參考答案： 

 

• 教師派發課堂活動工作紙一，請學生用紅筆以 8 個

正方形為單位，分割成兩個相同的圖形。 

• 學生完成後，與組員分享成果。 

 

3. 解難活動二  

• 女孩的朋友又遇到難題，今次要分割不規則的圖形。 

• 教師派發課堂活動工作紙二，先與學生一起完成題

一的圖形分割，然後請同學按「條件限制」，完成餘

下的圖形分割，再公開分享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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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4. 解難活動三  

• 教師先示範把六邊形蛋糕平均分為 6 份。 連繫生活應用知識。 

• 派發課堂活動工作紙三，安排組別的不同任務。 

(1) 二人一組，把六邊形蛋糕平均分為 12 份。 

(2) 二人一組，把六邊形蛋糕平均分為 8 份。 

(3) 二人一組，把六邊形蛋糕平均分為 3 份。 

• 學生分享答案。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能力較佳者完成 (1)

至(3)題；較弱者只需

完成第(1)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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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創意 

數學科 課堂活動工作紙一 

姓名：  班別：  日期：  

 

用紅筆把以下的正方形，各分割成兩個相同的圖形。 

 
 

 

 

附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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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創意 

數學科 課堂活動工作紙二 

姓名：  班別：  日期：  

 

 
不規則圖形 條件限制 你的創意 

 

用紅筆把左圖分割成

一個平行四邊形和一

個梯形。 

請用藍筆寫出你的想法 

 

用紅筆把左圖分割成

三個平行四邊形。 

請用藍筆寫出你的想法 

 

用紅筆把左圖分割成

兩個梯形和一個長方

形。 

請用藍筆寫出你的想法 

 

用紅筆把左圖分割成

兩個直角三角形和一

個長方形。 

請用藍筆寫出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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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創意 

數學科 課堂活動工作紙三 

姓名：  班別：  日期：  

 

1. 試用紅筆把六邊形蛋糕平均分割成 12 等份。 

 

 

 

2. 試用紅筆把六邊形蛋糕平均分割成 8 個梯形。 

 

 

 

3. 試用紅筆把六邊形蛋糕平均分割成 3 個形狀和大小都相同的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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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六、七教節（中文科）  

一、 引入  

1. 重 《旅程》內容，請學生說說圖畫書中故事的時間、

人物、地點和事情。 

• 小女孩利用紅色蠟筆變出了多少種物品？ 

• 小女孩離開房間後，到過哪些地方？ 

• 小女孩最後去到紫色門前，這扇紫色門令你想起甚

麼事物？ 

重温所學，為寫故事

作鋪墊。 

  

二、 發展  

1. 請學生想像自己到了另一個時空，哪是甚麼地方？和誰

一起？遇上了甚麼人？發生了甚麼事？ 

2. 完成寫作工作紙甲部，然後組內分享。 

 

3. 就寫作工作紙乙部，進行分組討論。由一個地點轉移到

另一個地點時，要留意以下條件限制。 

• 必須利用紅色蠟筆作為轉換地方的法寶。 

• 必須用紅色蠟筆畫出一個或多個圖形，然後變化成

可利用的工具或物品。 

• 學生分組匯報。 

設置條件限制，增加

挑戰性，提高學習趣

味。 

  

三、 課業布置  

故事創作：請學生參考寫作工作紙所記下的重點，寫一

篇短文，記述自己穿過紫色門後的遭遇及感受，可加插

圖。 

利用既有學習成果，

再加整理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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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創意 

《旅程》 寫作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甲、 假設你是小女孩，當你打開紫色門後，發現自己到了…… 

1. 時間/空間：  

2. 人物：我 

(1)   

(2)   

3. 事情：  

  

  

4. 感受：  

  

 

乙、 小組討論：在方格內寫上圖形、工具或用品名稱，並在括號內寫上

地點。 

 

 
  

 

畫了 

(1. ) (2. )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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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八教節（數學科）  

一、 引入  

重 《旅程》頁 35 的圖畫，請學生說說拿着紅色蠟筆的

小女孩，跟拿着紫色蠟筆的小男孩，會開啟一段怎麼樣

的數學之旅。 

連繫中文課堂所學，

為本節學習定位。 

  

二、 發展  

請「數學博士」引領我們去尋找不同的圖形朋友吧。 加入虛擬角色，引發

學習興趣。 

1. 活動一：出來吧！我的朋友——長方形 
 

• 數學博士提問：四扇正方形窗戶正在找朋友，四個

小正方形正好拼成一個甚麼圖形？如何用一條直線

分割正方形，並用剪下來的圖形拼成一個長方形？ 

• 學生分組討論，然後口頭匯報。 

• 驗證：請學生用鉛筆畫一條直線，分割正方形手工

紙；把剪下來的圖形拼砌長方形。 

引導學生運用解題

—推測—驗證的策

略解答數學問題。 

• 學生展示作品及口頭匯報。 學生分享學習成果。 

2. 活動二：出來吧！我的朋友——平行四邊形 

• 數學博士想找到更多的圖形朋友。請學生用一條直

線分割長方形，並用剪下來的圖形拼成一個平行四

邊形。 

• 學生分組討論，然後口頭匯報。 

• 驗證：學生用鉛筆畫一條直線分割長方形的手工

紙，把剪下來的圖形拼砌成平行四邊形，然後貼在

工作紙上，並寫下圖形的名稱。 

• 學生展示作品及口頭匯報。 

 

3. 活動三：出來吧！我的朋友——三角形 

• 數學博士決定增加難度，用兩條直線分割長方形，

並用剪下來的圖形拼成一個三角形。 

• 學生分組討論，然後口頭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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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 請學生驗證數學博士的新猜想：經過長方形一條邊

的中點，畫一條直線，把長方形分割成兩個梯形。

學生必須把小梯形分割成兩個三角形。 

提升難度，增加學習

的趣味。 

• 驗證：學生依指示用鉛筆畫兩條直線分割長方形的

手工紙，把剪下來的圖形拼砌成三角形，然後貼在

活動工作紙上，並寫下圖形的名稱。 

• 學生展示作品及口頭匯報。 

可按學生的能力給

予提示或指導。 

  

三、 總結  

數學世界真是變化無窮啊！四個小正方形，可以變成

一個大的正方形，經過分割與拼砌，可以變成平行四

邊形、三角形，它們全是在神奇的數學之旅找到的朋

友，希望同學享受這趟神奇之旅。 

引導學生總結數學

科的學習。 

  

 

  



 

127 

想像與創意 

數學科 活動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 出來吧！我的朋友——平行四邊形。 

在長方形的手工紙上用鉛筆畫出一條直線，令它分割成兩個圖形。

把它們剪下來，拼砌成一個平行四邊形，然後貼在方框內： 

我把長方形分割成：    個      形 

以下是我拼砌的平行四邊形： 

 
 

 

二、 出來吧！我的朋友——三角形。 

在長方形紙上用鉛筆畫出兩條直線，並把它們剪下來，拼砌成一個

三角形，然後貼在方框內： 

我把長方形分割成：     個      形 

     個      形 

以下是我拼砌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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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九教節（圖書課）  

一、 引入  

請學生複述圖畫書《旅程》的內容大意和結局。  

  

二、 發展  

細看頁 35 至 39 後，請學生分享。  

1. 小女孩穿過紫色門後，發現紫色鳥帶她來到一個怎麼樣

的地方？她遇見甚麼人？ 

2. 這個地方跟之前小女孩經歷的地方有甚麼不同？ 

3. 小女孩現在還感到孤單嗎？她跟男孩一起做甚麼？ 

4. 他們繪畫的兩個圓形，可以變成甚麼？ 

5. 小女孩和男孩會乘單車到哪裏去呢？ 

按圖意推論，培養感

知能力，並利用開放

的結局自由構想。 

  

三、 總結  

請先自行想一想，然後與組員分享想法。  

1. 作者希望透過本故事給讀者傳遞甚麼信息？ 理解作者的寫作意

圖。 

2. 無字圖畫書有甚麼特點？你喜歡無字圖畫書嗎？為甚

麼？ 

分享對無字圖畫書

的個人想法。 

  

四、 延伸閲讀  

1. 中文科延伸閱讀 

請學生借閱一本有關歷奇、冒險的故事書或小說，一周

後在圖書課口頭分享故事內容。 

 

2. 數學科延伸閱讀 

圖書館主任安排學生借閱一本有關數學或數學智力遊戲

的圖書，由數學科教師跟進「數學閱讀小報告」。 

配合科目安排延伸

閱讀，持續發展閱讀

興趣，提升閱讀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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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閲讀資源 

這是一個多學科協作的例子。中文科和數學科緊密合作進行課堂教

學，圖書課則作總結補充及支援延伸閱讀。此教學設計的特色是中文及數

學科共同閱讀一本無字圖畫書《旅程》，閱讀的關鍵在於視覺運用，學生

須具備對圖畫、圖形高度的觀察和感知能力。從語文學習角度來看，此圖

書的意義在故事的奇幻情節，學生可以通過觀察人物情態、場景氣氛，開

展無限想像，發展口語和書面表達能力。從數學學習角度來看，書中主角

利用繪畫的圖形演化成不同工具，一次又一次脫離險境，學生可以從閱讀

中認識圖形的拼砌與分割。對於圖書課，此書是與學生討論無字圖畫書特

點的好機會。 

 

學科緊密合作 

中文及數學科善用《旅程》的特點，以探索科本的學習為切入點。兩

個學科接力完成一至八節的圖畫書教學，最後由圖書館主任做總結。科組

雖然負責不同教節，但互相緊密合作。中文與數學科各有學習重點，共通

點都是從視覺化閱讀出發。中文科重視圖畫感知，數學科重視圖形觀察。

兩個學科的學習點互相呼應，例如：學生運用口語（中文科）描述拼砌的

圖形（數學科）；又或者學生利用彩色紙張砌出場景中人與物的圖形（數

學科），用文字 述故事內容（中文科）。在圖書課安排中文和數學科的

延伸閱讀，對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和持續發展閱讀能力有很大幫助。 

 
  

觀察人語 

專題 

延伸閱讀 

閱讀策略指導 

 引領思維策略 

 推測與驗證 

 戲劇策略 

其他語文元素教學 

 口語表達 

 句子寫作 

 創意寫作 

…… 

閱讀策略指導 

 觀察與想像 

 視覺化 

圖書課 

 分析故事結局 

 無字圖畫書特點 

本科知識 

 圖形拼砌 

 圖形分割 

…… 

專業支授 

 採購圖書 

 展覽與推廣 

 布置延伸閱讀 

中文科 數學科 圖書組 

共同 

閱讀資源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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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深化學習 

研習《旅程》的過程中，學生有多樣化的學習活動，例如：中文科

的戲劇定格、對白創作、小組討論與分享、創意寫作等，可以深化情意

感悟、促進思維發展。數學科以觀察圖形為基礎，要求學生進行數學解

難，又通過實踐操作，嘗試拼砌與分割圖形，從做中學。 

 

通過兩科教師的引導，學生同時學習和運用觀察、猜測、聯想、想

像、推論、引證、連繫及自擬問題等不同的閱讀策略，深化閱讀。學習

活動形式多樣化，策略運用合宜，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調度他們

的思維，增進知識。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促進自主學習 

此教學設計的工作紙，既是習作，也是進展性評估的一環。中文科

的工作紙設計備有兩款，分別適合一般語文能力和能力較高的學生，讓

不同能力學生各自發揮所長。數學科的習作也設有提示，學生可自由選

擇是否運用；課堂上較快完成習作的學生，可以做進一步的活動。各種

安排切合不同學習風格學生的需要，做到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教學設計亦鼓勵自主學習。中文科請學生自擬問題，安排小組合作

討論與創作，學生的自主空間很大。數學科設計圖形拼砌與分割活動，

學生可以通過嘗試與分享，發現完成任務可以有多種方法，進而分辨哪

個方法較佳，並說明原因，充分反映自主建構學習的特點。此外，學生

按自己的學習需要決定是否運用提示，有助增進對個人學習進程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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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九 中國歷史人物  

 

 

 

 

學校重視推動從閱讀中學習，從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入手，規劃校本

課程以培養學生語文和思維能力，並期望學生通過廣泛閱讀，拓展視

野，豐富知識。中文科發展「共讀一本書」的校本閱讀課程，以三、四

及五年級為試點，進行閱讀規劃，讓教師指導學生閱讀的技巧，加入自

主學習元素，發展自主學習能力。其後，學校更聚焦推展跨課程閱讀。 

 

中文科教師配合單元教學「以篇帶書」，為三、四及五年級學生選

取圖書作為學習材料，包括寓言故事、橋樑書，小說（中國古典小說、

鄉土小說、翻譯小說），藉以拓寬學生的閱讀面，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學校規劃課程時，除了着重選取閱讀素材外，更結合閱讀策略及思維訓

練，透過多元化學習活動，發展學生的語文和思維能力。 

 

學校在五年級發展跨課程閱讀，以「中國歷史人物」為主題，提升

學生的閱讀深度和廣度，促進學生「從閱讀中學習」。由課程統籌主

任、中文和常識科等科主任、圖書館主任及科任教師攜手合作，統整各

科學習，讓學生綜合應用中文和常識科、電腦和圖書課所汲取的知識

及學習策略，並透過「跨課程閱讀成果分享日」，以不同形式展示學習

成果。 

 

  

                                                      
 案例由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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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中文科、常識科、電腦科、圖書組 

級 別：小五 

主 題：中國歷史人物 

課 時：共 20 節 

（常識科 5 節、中文科 8 節、圖書課 3 節、電腦科 2 節、 

成果分享會 2 節） 

 

 

學習重點： 

中文科 

1. 運用閱讀策略理解文章內容，評價人物的性格和行為 

2. 認識劇本的特點 

3. 學習總分說明、分項說明等說明事理的方法 

4. 學習欣賞別人的長處、勇於承認錯誤 

5. 培養堅持理想、努力不懈的態度 

 

常識科 

1. 認識不同朝代歷史人物的事蹟及貢獻 

2. 分析領袖須具備的條件 

3. 分辨虛構情節和歷史事實 

4. 列表比較人物的異同 

5. 運用多角度思考進行分析 

 

電腦科 

1. 製作與應用電腦簡報，包括製作統計圖表、建立超連結、插播影片 

2. 掌握搜尋器的使用方法 

 

  

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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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組 

1. 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了解中國歷史人物的性格優點，作為學習榜樣 

2. 從多元化的閱讀材料，掌握「貢獻」一詞的含義 

3. 利用讀書會提高閱讀興趣，增進自主學習能力，反思閱讀所得 

 

 

閲讀資源： 

中文科 

 《廉頗和藺相如（上）、（下）》（課文） 

 《秦始皇和萬里長城》（課文） 

 《李時珍和本草綱目》（課文） 

 

常識科 

 歷史檔案館單元《細數古代風雲人物》（課文） 

 歷史名人動畫：鄭和、李時珍、張騫 

 

圖書組 

 主題圖書：中國歷史人物故事，以及與中華文化相關的圖書 

 

其他 

 與中國歷史人物主題相關的網上閱讀材料、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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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常識科  

歷史檔案館單元：第 2 課《細數古代風雲人物》（共 5 教節） 

（限於篇幅，只列舉教學大綱） 

 

  

一、 認識中國各朝代的順序  

根據教科書的資料，順序排列中國歷史的朝代，完成預

習工作紙。 

 

  

（教師可因應學生情況及課時，靈活選用第二至六項的內容）  

  

二、 認識漢武帝及唐太宗的治國政策和貢獻  

1. 閱讀關於漢武帝和唐太宗的資料，認識二人的治國政策

和貢獻，嘗試分析傑出領導人所具備的條件。 

 

2. 以表格形式比較以上中國歷史人物在治國政策和貢獻上

的異同。 

思維策略指導，比較

異同。 

  

三、 認識張騫和鄭和出使的歷史  

1. 閱讀張騫和鄭和的資料，認識二人出使他國的目的和貢

獻。 

 

2. 列表比較二人出使情況的異同。  

3. 小組討論：比較張騫和鄭和出使的情況和貢獻，並完成

工作紙一。 

深化思維策略。 

4. 擔任親善大使：草擬計劃書，挑選一份具中華文化特色

的物品，送給外籍人士，並介紹物品的特色。 

 

  

四、 認識玄奘取佛經的事蹟及貢獻  

1. 閱讀玄奘求取佛經的故事，找出和查證《西遊記》中虛構

的情節。 

2. 討論和探究：分辨虛構情節和歷史事實。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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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認識華佗和李時珍的貢獻  

1. 閱讀華佗和李時珍的資料，討論二人對中國醫學的貢獻。 

2. 上網搜集資料，介紹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 

連繫現實生活。 

  

六、 總結及延伸學習  

1. 投映朝代列表（如下），請學生在時間線上的方格內，填

上所屬朝代的歷史人物。 

協助學生整理知識，

總結所學。 

 

華佗 玄奘 漢武帝 張騫 李時珍 唐太宗 鄭和 

 

 

 

上 

古 

夏 商 周 秦 漢 魏 

晋 

南 

北 

朝 

隋 唐 五 

代 

十 

國 

宋 元 明 清 現 

代 

 

 

 

 

 

2. 中國歷史上曾出現不少著名的皇帝，試比較他們的功績，

然後選出你最欣賞的一位，並完成工作紙二。 

自主閱讀，深化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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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人物 

常識科 預習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以下的描述與哪位中國歷史人物有關？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填在圓圈

內。 

 

1.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皇帝 

 

2. 開拓了中國通往外地的陸路或海路交通 

 

3. 到天竺求取佛經，並致力翻譯經文 

 

4. 對中國醫學具傑出的貢獻 

 

 

A 漢武帝 

 

B 華佗 

 

C 唐太宗 

 

D 鄭和 

 

E 李時珍 

 

F 玄奘 

 

G 張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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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人物 

常識科 歷史檔案館工作紙一 

姓名：  班別：  日期：  

 

試比較張騫出使西域和鄭和出使西洋各國的情況，在  填上適當的答

案。 

 
 

 

 採用 交通。 出使方法  採用 交通。 

 到達最遠的地方： 

  

到達地方  到達最遠的地方： 

  

 由中國傳到西域的東西： 

  

  促進中國和

外地交流 

 由中國傳到西洋的東西： 

  

  

 由西域傳入中國的東西： 

  

  

 由西洋傳入中國的東西： 

  

  

 
 

 
  

張騫 鄭和 

總結異同 

相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140 

中國歷史人物 

常識科工作紙二 

姓名：  班別：  日期：  

 

中國歷史上曾出現不少著名的皇帝，試就他們的功績，選出你最欣賞的

一位，並解釋原因。 

 

（一） 完成下表，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填寫在適當位置內，答案可重

複使用。 

主要功績 

A 積極招攬人才 B 派兵驅逐匈奴 C 修築長城 D 設立國子監，

開辦專科教育 

E 攻打東突厥，

與吐蕃和親 

F 統一文字 G 開設太學 H 統一貨幣 

I 鼓勵耕作，減少徵稅 J 修建道路 K 發展農業，開通渠道 

 

中國皇帝 秦始皇 漢武帝 唐太宗 

所屬 

朝代 
   

主要 

功績 
   

 

（二） 你最欣賞以上哪位皇帝？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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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中文科（第一、二教節） 

課文《廉頗和藺相如（上）》 

 

  

課前預習  

學生預習課文和觀看視頻短片「完璧歸趙」與「負荊請罪」，

並完成預習工作紙。 

 

  

一、 引入  

請學生簡述常識科曾學習的一位中國歷史人物，說說他

或她值得後人景仰之處。 

連繫常識科的學習

內容，提取已有知

識。 

  

二、 發展  

1. 通過跟進預習和課堂活動，學生理解課文內容大意後，

請他們說說本文的體裁特點。 

• 這課文在形式上有甚麼特別之處？ 

• 板書重點：劇本是為了演出戲劇而寫作的文體；舞

台提示、人物台詞等，都是劇本特有的元素。 

通過閱讀文本認識

劇本的體裁特點。 

2. 請學生速讀以重 課文，師生討論。  

• 為甚麼藺相如要忍讓廉頗？廉頗有甚麼反應？ 

• 官員甲、乙對藺相如的態度前後有甚麼轉變？為甚

麼會這樣？他倆在課文中起着甚麼作用？ 

• 當官員甲、乙把藺相如的想法告訴廉頗時，廉頗有

甚麼反應？為甚麼？ 

認識角色設置的作

用。 

3. 邀請學生扮演官員甲、乙和廉頗，演繹當時情境。 

4. 分組討論較喜歡藺相如還是廉頗，說出原因，完成工作

紙一。 

代入角色，深化理

解。 

  

三、 小結  

1. 引導學生歸納主旨：藉藺相如忍讓廉頗的故事，使人明

白做人應有廣闊的胸襟，處事應以大局為重的道理。 

 

2. 每個人都有長處。你認為懂得欣賞別人的長處，對自己

有甚麼幫助？ 

連繫生活，深入思考

課文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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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人物 

廉頗和藺相如（上） 中文科 預習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1. 觀看「完璧歸趙」和「負荊請罪」故事，記下重點，稍後與同學分享

內容。 

 

 

2. 朗讀：給家人或同學朗讀這兩篇課文最精彩的部分 

 

家人/同學簽名：  

 

 

3. 這兩篇課文的體裁是  。 

 

 

4. 如果你是皇帝，你會起用藺相如還是廉頗輔助君主管理國家？為甚

麼？ 

我會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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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人物 

廉頗和藺相如（上） 中文科 工作紙一 

組別：  日期：  

 

温氏圖： 

1. 廉頗和藺相如的性格，有哪些相同或不同之處？ 

2. 分組討論你們較喜歡誰？為甚麼？並完成下面的記錄。 

 

 

 

 

我們較喜歡 。因為他   

 

   ， 

 

可見他是一個  的人。 

 

  

藺相如 廉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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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中文科（第三教節） 

課文《廉頗和藺相如（下）》 

 

  

一、 引入  

學生先默讀課文的前半部（內容從略），要留心劇本的舞

台提示。教師提問 

• 這幕劇發生在甚麼時間和地點？當中有甚麼角色？ 

• 文中的舞台提示有甚麼作用？試從課文中找出相關

的例子說明。 

鞏固學生對舞台提

示的認識。 

  

二、 發展  

1. 默讀課文的後半部，理解內容大意。  

• 藺相如所說的「小事」和「正事」分別是指甚麼？ 

• 廉頗說要跪上三天三夜，為甚麼最後快快站起來？ 

• 廉頗為甚麼要用負荊請罪的方式向藺相如認錯？ 

「小事」指廉頗對藺

相如的無禮對待；

「正事」指他們同心

協力，効忠趙國。 

2. 人物分析  

• 課文中可見廉頗的性格是怎樣的？試舉例說明。 

• 劇中的藺相如又是個怎樣的人？ 

通過人物言行分析

人物性格。 

  

三、 小結  

1. 請學生按「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表格從略）的故

事結構，綜合分析《廉頗和藺相如》上下篇的組織結構。 

2. 整個劇本的中心思想是甚麼？ 

3. 我們要向別人認錯，可以用甚麼方法？ 

理解文本主旨：勇於

認錯和承擔責任；對

於別人的過錯，要寬

大為懷，不記前嫌。 

  

四、 延伸寫作  

1. 廉頗願意負荊請罪，向藺相如道歉。如果要改寫劇本的

結局，廉頗還可以用甚麼方法表現認錯的誠意？ 

2. 改寫時須運用最少三項舞台提示。 

3. 完成小練筆工作紙。 

創意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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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人物 

廉頗和藺相如（下） 中文科 小練筆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廉頗願意負荊請罪，向藺相如表現認錯的誠意。請按以下要求改寫劇

本的結局： 

 廉頗可以用甚麼方法表現認錯的誠意？ 

 最少要有三項舞台提示。 

 
  

第二幕 

時間： 當天晚上 

地點： 藺相如家 

人物： 藺相如、廉頗、藺相如侍從 

（幕開時，藺相如正在案前批閲文稿，侍從在一旁囉囉嗦嗦） 

侍 從： ……您不能總讓那老頭子…… 

相 如： （認真地）沒規矩！要稱「老將軍」！ 

侍 從： 是！……那老將軍，人家以為您欠了他甚麼，又以為您是怕

了他呢！ 

相 如： 你今天是囉嗦第幾回了？你不嫌累嗎！ 

（外面傳來廉頗與人爭吵的聲音） 

 ：   

 ：   

    

    

    

    

    

（幕下） 



 

146 

教學步驟 說明 
  

中文科：《秦始皇和萬里長城》（共 3 教節）  

（限於篇幅，只列舉教學大綱）  

  

一、 展示萬里長城的圖片  

先請學生說說對萬里長城的認識和感覺，然後小組討

論，寫一寫「K-W-L」的「已知」(K)和「想知」(W)。 

運用閱讀策略 

「K-W-L」。 

  

二、 整體感知課文，理解篇章內容  

1. 自由輕聲朗讀課文，邊讀邊找出「想知」的答案。  

2. 理解重點詞語，以及「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出處和含義。 

3. 認識過渡句，並分析第四至六段的段意。 

 

  

三、 文章深究  

1. 分組討論秦始皇的建設對現代文明的影響。 

• 學生從秦始皇統一的車道、貨幣、法律、文字、度

量衡中，自選一項，分析對人民生活帶來的利與弊。 

2. 複習說明方法：數字說明。 

 

  

四、 評價秦始皇  

1. 雖然秦始皇的建設對當時和後世有相當貢獻，但有沒有

產生負面影響？ 

2.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閱讀補充資料，二人一組運用兩面思

考的方法，討論秦始皇的功過。學生分組匯報，說出秦

始皇的「功」和「過」。 

深化思維策略的運

用。 

  

五、 總結、延伸學習及預習   

1. 歷史人物往往有功也有過。請學生到圖書館或上網閱讀

有關秦始皇的歷史事蹟，並留意後人對他的評價。 

2. 預習課文《李時珍和本草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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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中文科：《李時珍和本草綱目》（共 2 教節）  

（限於篇幅，只列舉教學大綱）  

  

一、 引入  

學生分享看中醫、吃中藥的經驗，引入課題。 連繫生活經驗。 

  

二、 發展  

1. 自由朗讀課文後，跟進預習，並通過課堂活動引導學生

掌握課文大意和主旨等項。 

 

• 李時珍兒時的遭遇跟他習醫有甚麼關係？ 

• 除了閱讀藥書和做筆記外，李時珍還經歷了哪些事

情和困難，才完成《本草綱目》的編寫？ 

• 《本草綱目》被譽為「東方醫學巨著」，李時珍有

這樣的成就，跟他的性格有甚麼關係？ 

應用思維策略：特徵

列舉。 

2. 小組討論：就課文《李時珍和本草綱目》，分享自己的

「已知、想知、新知」。 

深化「K-W-L」策略

的運用。 

  

三、 總結及延伸閲讀  

1. 整理組內的「已知、想知、新知」，並上載到內聯網彼

此分享。 

 

2. 請學生到圖書館或上網閱讀有關李時珍《本草綱目》或

中國醫藥的書籍。 

結合資訊科技，自主

閱讀，深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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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跨課程閲讀：中文科、圖書組 

名人與創造：讀書會（第一教節） 

 

  

一、 引入  

請學生簡介一位中國歷史人物的事蹟。 連繫常識和中文科

的學習，提取已有知

識。 

  

二、 課堂活動  

1. 掌握課文《秦始皇和萬里長城》內容。 

2. 派發有關秦始皇的補充閱讀資料，說說當中反映秦始皇的

甚麼性格特徵。 

3. 回顧常識課學習的唐太宗、漢武帝等歷史人物，說說還有

甚麼「想知」；由教師板書學生的「想知」項目。 

 

  

三、 自由閲讀  

1. 派發由公共圖書館借閱的圖書，請學生運用「已知、想

知、新知」策略，了解歷史人物的事蹟。 

善用社區閱讀資源。 

2. 編配閱讀相同歷史名人圖書的學生同組，自由交流。 

• 分享新的發現，如：人物遇到甚麼困難？他怎樣解

決？反映出哪些性格特徵？ 

小組閱讀交流。 

• 如果你遇到類似的情況，會有何反應？ 

• 分享在歷史名人身上學到了甚麼。 

學生反思自己的性

格和待人接物的態

度。 
 

四、 小結及延伸閲讀  

1. 選取一位你最喜愛的中國歷史人物，扼要講述他或她的

故事。 

 

2. 在圖書館或互聯網，尋找相關歷史人物的生平和成就，

為讀書會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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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跨課程閲讀：中文科、圖書組 

名人與創造：讀書會（第二教節） 

 

  

一、 引入  

介紹一位中國歷史人物，引發學習興趣。  

  

二、 小組分享  

1. 輪流分享中國歷史人物的故事，並說明為甚麼會選取他

或她的這些生平事件。 

2. 同儕互評：選出最欣賞的中國歷史人物。 

小組閱讀分享，讓學

生明白評價歷史人

物的重點：貢獻。 

  

三、 探討甚麼是「貢獻」  

1. 常識科曾學習漢武帝、鄭和及李時珍等中國歷史人物，

說說他們曾作出的「貢獻」。 

 

2. 引導學生歸納「貢獻」的意義 

• 出於良好動機，並造福他人，影響深遠。 

• 對大部分人來說，有正面的感受。 

引導學生綜合各人

意見，分析「貢獻」

的意義。 

  

四、 訂定「我的貢獻」  

1. 這些歷史人物的貢獻與我們現在的生活有甚麼關係？

他們有甚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2. 作為小學生，你對家庭可以有甚麼貢獻？將來在社會又

能作出甚麼貢獻？ 

3. 邀請學生分享自己的想法。 

連繫學生生活，把閱

讀所得轉化為行動。 

  

五、 小結及延伸閲讀  

1. 在小組中選出一位中國歷史人物，用「已知、想知、新

知」策略，搜集、整理和修訂資科，記下歷史人物的生

平事蹟和成就，以及值得學習的地方。 

2. 如有需要，學生可繼續上網搜集相關人物的資料，為下

節的小組分享作好準備。 

提示學生可從社會、

國家、世界等不同層

面思考人物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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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名人與創造：讀書會（第三教節）  

  

一、 引入  

展示學生的課業樣本，教師就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和成

就，以及值得學習的地方等，示範分享。 

 

  

二、 小組分享  

分組匯報後，學生先互評，教師適時給予回饋。  

  

三、 總結  

教師引導學生說說「K-W-L」策略的特點和應用心得，

並鼓勵學生運用這策略閱讀其他類別的書籍，包括科普

作品。 

 

  

四、 創作及延伸  

1. 配合跨課程閱讀主題「中國歷史人物」，請學生整理閱讀

所得，並以話劇、簡報或選舉論壇等不同形式作匯報。 

• 話劇：先完成劇本創作，然後演出 

• 簡報製作：參考歷史人物「檔案學習單」，並依據電

腦科所學製作簡報 

• 選舉論壇：參考歷史人物「選舉論壇學習單」 

綜合各科的閱讀指

導，運用電腦科所

學，以多元方式展示

學習成果。 

2. 學生分享學習成果。 

3. 教師或同儕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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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人物 

檔案學習單 

班別：   組別：第  組 

 

姓名：李時珍（生卒年份      ~      ） 

身處朝代：  

職業：  

性格：（請圈出答案） 

有領導才能 / 有勇氣 / 目光遠大 / 有自信 / 目標堅定 / 

知人善任 / 謙虛 / 果斷 / 有愛心 / 忠心愛國 /  

重要事蹟：  

   

其他：  

 

 

閲讀有關《本草綱目》的資料，記下可用作日常保健的草藥。 

 

頁數 保健草藥/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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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人物 

選舉論壇學習單 

班別：   組別：第  組 

 

 

姓名： （生卒年份      ~      ） 

綽號/別稱：  

身處朝代：  

職業：  

性格：  

適合當領袖的原因：（請圈出答案） 

 有領導才能 / 有勇氣 / 目光遠大 / 有自信 /  

 目標堅定 / 知人善任 / 謙虛 / 果斷 / 有愛心 /  

 忠心愛國 /  

其他：  

 

年份 政績 / 貢獻 影響 

   

   

   

  

歷史人物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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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協作，循序深化學習 

此教學設計以「中國歷史人物」為主題，由中文科、常識科及圖書

組共同規劃閱讀資源，電腦科指導學生運用資訊科技整理資料，製作簡

報。 

 

常識科先讓學生認識中國歷史上有不同朝代的概念，然後介紹在不

同領域，如政治、醫藥、宗教等有成就的歷史名人、比較帝皇管治方式

的異同、分析古今領導人須具備的條件，學習從概括到聚焦，為學生在

其他學科的學習做好鋪墊。中文科選取三篇不同體裁的課文，引導學生

認識幾位重要歷史人物的事蹟和貢獻，並增進他們對劇本結構和舞台提

示，以及說明文結構和表達手法的認識。中文科與圖書組合作策劃跨學

科讀書會，引導學生思考如何以歷史人物的「貢獻」來做評價。從常識

科到中文科到讀書會，教學設計為學生編排了一個從宏觀到微觀的學習

歷程，體現從閱讀中學習的特點，逐步豐富和深化學生的知識。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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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自主閲讀，策略與能力發展並重 

自主閱讀在學習過程中是備受重視的一環。學生閱讀的類型多樣

化，包括動畫、圖書、網上資源，既能擴展閱讀範圍，又能提高閱讀興

趣。學習過程中，各科的教學設計貫徹閱讀策略的指導，學生可以反覆

運用，強化鞏固。語文運用的訓練形式多元化，口頭與書寫表達並重，

其中改寫劇本結局，既可讓學生發揮創意，亦可訓練文字表達的技巧和

能力。 

 

科組 / 活動 常識科 中文科 跨學科讀書會 閲讀成果分享會 

自主閲讀 歷史名人 

網上動畫 

自選延伸閱讀

圖書 

自選主題圖書 資料搜集： 

歷史名人補充資料 

策略運用 比較 比較、多角度

思考、「K-

W-L」 

「K-W-L」、

連繫、多角度

思考 

筆記、摘要 

語文運用 討論、報告 改寫劇本結局 

討論、報告 

小組交流、 

討論、報告 

劇本創作＋戲劇演

出名人檔案 

 

閲讀成果分享活動形式多元，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圖書館主任在協作活動中，運用社區資源，預先安排從公共圖書館

團體借閱圖書館資料服務(block loan service)，為讀書會提供足夠的圖書，

做到學生一人一書，方便交流討論，意義重大。 

 

閱讀成果分享會的構思讓同級學生可以互相觀摩閱讀所得，是讀書

會的「擴大版」。分享會以戲劇、報告和論壇的形式進行，饒有趣味，

讓學生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能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興趣和能力。

從現場觀察所見，學生投入學習活動，利用資訊科技輔助，進行匯報。 

 



 

 

 

 

  



 

 

 

 

 



 

157 

案例十 活在資訊中  

 

 

 

 

學校重視閱讀，中文科發展校本閱讀課程，引入橋樑書、少年小說

等多元化的閱讀材料。除了教授閱讀策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之外，

教師也透過不同的閱讀活動與學生互動，分享閱讀的樂趣。 

 

學校加強科組聯繫和協作，推行跨課程閱讀，由中文科、常識科和

圖書組通力合作，讓學生獲得豐富的知識和不同的學習經歷。中文、常

識和圖書組教師共同訂定五年級的學習主題「活在資訊中」，選定合適

的圖畫書《超人氣新聞比賽》和閱讀材料，由中文和常識科教師共同施

教，圖書館主任則負責讀報指導，並提供延伸閱讀書目，讓學生進行跨

學科讀書會，從而培養正確使用多媒體資訊的態度和習慣。 

 

教師團隊透過共同備課，設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讓學生投入學

習。教師靈活地運用圖畫書和真實語料等多樣的閱讀資源，提升學生

的閱讀興趣，拓寬閱讀面，提升閱讀的深度，發展推論、想像及慎思明

辨能力。 

 

  

                                                      
 案例由滬江小學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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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中文科、常識科、圖書組 

級 別：小五 

主 題：活在資訊中 

課 時：共 11 節（中文科 6 節、常識科 4 節、圖書課 1 節） 

 

 

學習重點： 

中文科 

1. 閱讀 

• 觀察圖畫與文字，運用不同閱讀策略，理解故事大意及中心思想 

• 評價人物的性格和行為 

2. 說話 

• 有條理地表達個人意見 

• 模仿人物說話的語氣和表達方法 

3. 寫作 

• 按寫作需要確定寫作的內容 

• 選擇能突出重點的素材續寫故事的結局 

• 確定對象，使用合適的格式和用語寫道歉信 

4. 思維：培養多角度思考能力、慎思明辨、創造性思考能力 

5. 品德情意： 培養知錯能改的精神和態度，勇於面對自己的過失， 

 向人道歉 
 

常識科 

1. 認識資訊素養的重要性，學習分辨媒體資訊發佈的目的、含意及真

偽 

2. 認識「內容農場」和網絡存在的虛假資訊，小心辨別資訊的真偽 

3. 學習讚好、轉發或分享資訊前，評估其真實性，培養正確使用資訊

媒體的態度 
 

圖書組 

1. 認識報章新聞的編排特點和閱讀方法 

2. 明白新聞報道立場必須中肯，與事實相符  

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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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資源： 

中文科 

《超人氣新聞比賽》（文：陳默默，圖：何怡萱），2017。 

 

 

常識科 

• 新聞剪報「城隧發生車禍」（來自三份報章的同一則新聞消息） 

• 教育多媒體「網絡資訊真定假」 

• 視訊短片：「網絡偽術」、「甚麼是新資訊素養？」（香港青年協

會．資訊素養教育網） 

• 社交媒體資訊「熱的苦瓜水可以救你一輩子？」 

 

跨學科讀書會 

《老鼠記者：新聞鼠真假大戰》（謝利連摩．史提頓著，鄧婷譯），2012。 

 
  

電視台舉辦超人氣新聞比賽，動物記者希望自己手中的新聞是獨家、轟

動又吸引觀眾。參加者各出奇招，有人與藝人朋友自製約會新聞、有人在網

上搜集照片剪輯成專題、有人不辭勞苦親身採訪。獅子接到圓圓工廠員工指

出廠方售賣過期牛奶，消息傳開後，相關店鋪生意大受影響。超人氣新聞票

選活動開始時，獅子接到一通電話，原來那是一宗不實事件！ 

《鼠民公報》面對前所未有的經營危機！這份報紙即將被新辦的《老鼠

日報》取代，原來《老鼠日報》刊登了很多吸引大眾的頭條新聞，而《鼠民

公報》對這些轟動新聞隻字未提！鼠民對《鼠民公報》失去信心。幸好，謝

利連摩發現隱藏在新聞背後的祕密，他運用記者獨特的專業判斷，抽絲剝繭

地找尋事實的真相，挽救瀕臨倒閉的《鼠民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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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課（一教節）  

一、 引入  

請學生說說有否閱讀報紙的習慣、喜歡看報紙的哪些內

容和原因。 

 

  

二、 發展  

1. 展示一則新聞剪報的標題，請學生推想報道內容。  

• 標題有甚麼作用？讀者會得到甚麼信息？ 認識報章新聞的表

達形式：標題、內容、

圖片。 

2. 師生共讀這則新聞，一同討論。  

• 新聞內容與標題配合嗎？哪些是重要的資料？請用

六何法整理出來。 

• 新聞的圖片有甚麼作用？ 

• 新聞中有沒有記者的個人意見？在報道中加入個人

意見合適嗎？ 

應用六何法解讀 

新聞。 

3. 分組閱讀另一則新聞   

• 試用六何法分析新聞內容。 

• 新聞標題寫得準確嗎？有需要修改嗎？ 

• 分辨新聞內容中哪些是事實？哪些是意見？ 

• 報道的觀點是否中肯、持平？為甚麼？ 

遷移學習，完成 

任務。 

  

三、 總結  

1. 引導學生總結讀報的基本方法：先看標題，再看內容；

閱讀時要留意哪些是事實，哪些是意見。 

2. 報章報道要符合事實，盡量客觀和中肯。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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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第一、二節）  

一、 引入  

1. 跟進預習：請與鄰座同學分享預習工作紙上的剪報、讀

後感想和意見。 

鼓勵自學。 

2. 想認識報館和記者的工作嗎？介紹大家看一本書  

• 展示《超人氣新聞比賽》的封面，請學生說說書名

中哪個詞語最吸引人注意；「超人氣」是甚麼意思？ 

應用引領思維閱讀

策略。 

• 展示前環襯頁，請學生猜測故事內容。  

(1) 圖畫中的動物想做甚麼？ 

(2) 留意牆上的遺失啟事，甚麼東西不見了？ 

 

3. 請學生細心觀察封面，並連繫書名和前環襯頁一起思

考，推測《超人氣新聞比賽》的內容。 

 

  

二、 發展  

1. 展示圖書頁 1，請同學說說香蕉新聞台舉行的活動和特

色，以及優勝者的獎勵。 

2. 師生共讀頁 2 至 12 後，提供故事圖式框架的表格（略），

請學生記下不同動物記者，為了勝出比賽所做的事。 

 

3. 分組討論  

• 如果你是獅子，收到員工「爆料」，你會怎樣做？ 

• 如果你是小貓熊，配合採訪主題，你會向教練和球

員提出哪些問題？ 

• 就黑熊追捕狐狸事件，分別代入黑熊、狐狸和老

牛，談談事件的經過和各自的感受。 

代入角色，思考自己

在情境中的反應和

感受。 

• 狐狸一直在做甚麼？他的出現對故事情節發展有何

作用？ 

分析角色設置對故

事的意義。 

4. 個案分析：圓圓工廠將過期牛奶加工，當作新鮮牛奶出

售的消息，即時、中或長期會為社會帶來甚麼影響？先

在工作紙上寫寫自己的意見，然後再分享交流。 

 

  

三、 小結和課業布置  

1. 哪位記者取得新聞資料的途徑最可靠？ 

2. 你最喜歡哪位動物記者？為甚麼？ 

3. 回家閱讀圖書頁 13 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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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資訊中 

中文科 預習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1) 在方格內貼上近日你最關注的一則新聞剪報。寫一寫這則新聞的內

容重點，以及你選擇這則新聞的原因和看法。 

 
 

 

(2) 試就你所選取的新聞，填寫下表： 

我選擇這則新聞，是因為  

  

我覺得  

  

  

 

標題：  

日期：  新聞來源：  

內容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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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資訊中 

中文科 討論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圓圓工廠將過期牛奶當作新鮮牛奶出售的消息，對社會有何影響？ 

 

 

 
 

 

 

 

 
 

  

長期 

中期 

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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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第三、四節）  

一、 引入  

說說動物記者所報道的新聞，哪則最令你印象深刻，為

甚麼？ 

 

  

二、 發展  

1. 師生共讀頁 13 至 18，理解內容和關鍵詞後，引導學生

深究內容。 

• 為甚麼疑似售賣過期牛奶的新聞最受注目？ 

• 「受歡迎」的新聞等同「重要」的新聞嗎？ 

 

• 比較頁 15 至 16 與頁 17 至 18 的圖畫，說說搖搖杯

飲料店的生意為甚麼變了？你會用甚麼詞語形容搖

搖杯飲料店生意的變化？ 

• 在這件事上，傳媒極具影響力，你同意嗎？ 

學生運用已知詞彙

描述當前景象。 

2. 瀏覽頁 19 至 20，引導學生結合圖文分析情節。 

• 獅子收到電話，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 獅子聽電話時的表情是怎樣的？為何他會擦擦額頭

上的汗？你認為獅子會怎樣處理這件事？ 

• 猜猜狐狸會跟黑熊警長說甚麼？ 

 

3. 瀏覽頁 21 至 25，想像人物的心態、情感和行為等，跟同

學分享。 

• 圓圓牛奶工廠受到甚麼影響？作為負責任的傳媒，

應怎樣處理事情？ 

• 召開記者會後，牛奶工廠的問題就能解決嗎？何以

見得？ 

• 市民大眾最關注哪件事情？為甚麼？ 

• 讀完工廠負責人給獅子寫的信後，你有甚麼感受？ 

• 故事最後一句「這個謠言的受害者可能比你想像的

要多很多，實在讓人感到非常難過。」究竟會有甚

麼人受到影響？ 

可用頭腦激盪的方

式提示學生與事件

相關的人，如：工廠

老闆、工人、運輸工

人、養牛的人、門市

老闆、員工、喜歡喝

牛奶的人、其他市

民…… 

4. 閱讀《超人氣新聞比賽》的後環襯頁，師生共同討論。 

• 海報上的獅子在做甚麼動作？這代表了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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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前環襯頁，獅子的神態表情有甚麼變化？為甚

麼？ 

• 為甚麼狐狸會出現在海報裏？ 

  

三、 總結及課業布置  

1. 你認為新聞要「超人氣」嗎？新聞的價值在哪裏？  

2. 記者應該抱持甚麼立場報道新聞呢？讀者又應如何讀新

聞？ 

 

3. 寫作課業：學生自選以下一份課業，除用文字外，還可

以用錄音、拍攝短片或製作小書等方式，完成課業。 

• 續寫故事：試為《超人氣新聞比賽》續寫故事，情

節發展和結局須合情理。 

• 代入書中人物說故事：《超人氣新聞比賽》中有不

同個性的角色，試代入其中一個角色，從他的角度

來 述這個故事。你可能會發現同一件事情，從不

同身份去看，會有不同的想法或意思。 

• 道歉信：獅子知道自己做錯了，決定向公眾道歉。

試以獅子的身份寫一封道歉信。 

不同課業以照顧學

生的多樣性，並提高

學習趣味，鼓勵自主

學習。 

4. 學生把完成的課業，上載到校內的網上學習平台，並利

用教師提供的評估準則進行互評。 

善用資訊科技進行

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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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第一、二節）  

  

課前準備  

1. 派發來自不同報章同一主題「城隧發生車禍」的剪報三

則，請學生留意新聞的標題、內容和觀點立場。 

2. 請學生到網上學習平台，觀看教師上載的短片「網絡資

訊真定假」，並摘錄要點。（資訊來源：教育局教育多

媒體 > 網絡資訊真定假 18.1.2023） 

培養學生預習能力和

習慣。 

  

一、 引入  

學生說說較常接觸到的大眾傳播媒體，如報章、通訊程

式、互聯網等，分享使用的情況。 

連繫和分享個人經驗。 

  

二、 發展  

1. 分組討論課前閱讀的三則新聞剪報  

• 不同報章報道相同事件的內容一致嗎？報道焦點

和立場有分別嗎？ 

• 政府部門的初步調查結果是怎樣的？跟你推測導

致車禍發生的真相一樣嗎？ 

• 哪一份報章的報道立場比較中肯，與事實相符？ 

利用圖書課和中文科

所學，分析不同報章的

報道。 

2. 探究短片「網絡資訊真定假」的內容： 

• 陳老師用哪個古人的故事教導學生謠言的可怕

呢？ 

• 小霞在網路上遇到甚麼困難？她有甚麼感受？最

後怎樣解決呢？ 

須小心分辨從互聯網

接收到的資訊，正確使

用社交媒體資訊和表

達意見。 

• 陳老師認為用甚麼方法可以判別網絡資訊的真

假？你又有甚麼好建議呢？ 

 

3. 學生觀看資訊短片「網絡偽術」（香港教育城 > 少年

teen 空 > 網絡偽術）（資訊來源：香港青年協會媒體

輔 導 中 心 BeNetWise － 新 媒 體 素 養 教 育 計 劃 

18.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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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組討論片段內容 

• 有圖、有短片、有文字是否就是真實的資訊呢？ 

• 甚麼是「內容農場」？會對社會帶來甚麼不良影響

嗎？ 

• 有甚麼方法可以判別資訊的真偽？ 

認識網絡存在虛假資

訊，要小心判別資訊的

真偽。 

5. 閱讀深究 

• 《超人氣新聞比賽》故事中，有一位記者的報道方

式與「內容農場」相近，你知道是誰嗎？ 

• 試說明理由支持你的看法。 

 

  

三、 小結  

1. 故事中的動物記者可以怎樣避免發生「內容農場」的事

情呢？ 

連結中文科圖畫書的

動物記者的處事方法。 

2. 引導學生以 USER 四部曲，檢視媒體訊息的真假 

• 搜尋資訊︰問一問 (Understand) 

• 辨識資訊︰查一查 (Search) 

• 分析資訊︰評一評 (Evaluation) 

• 使用及創造資訊︰回一回 (Respond) 

從故事情境中學習，認

識 USER 四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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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第三、四節）  

  

一、 引入  

重  USER 四部曲的重點。  

  

二、 發展  

1. 學生閱讀以下資料，分組討論這是否「內容農場」的新

聞？為甚麼？ 

遷移和應用所學。 

 

 

• 教師引導學生分享在網絡瀏覽新聞時的注意事

項，強調閱讀網絡新聞時應有的態度。 

 

2. 連繫已有知識，讓學生應用所學。  

• 在《超人氣新聞比賽》一書中，哪則新聞被大量點

閱和轉貼？ 

• 為甚麼市民大量點閱和轉貼這新聞？這對社會各

界帶來甚麼影響？ 

連結中文科的閱讀。 

• 舉辦《超人氣新聞比賽》的香蕉新聞台，是一個具

有公信力的平台嗎？何以見得？ 

發展學生分析、評價能

力。 

• 請學生閱讀網絡資訊「熱的苦瓜水可以救你一輩

子？」說說會否轉發這則資訊給家人、朋友？為甚

麼？ 

以生活實例訓練學生

慎思明辨的能力。 

3. 觀看短片「甚麼是新媒體素養？」後，分組討論。

（medialiteracy.hk 媒體素養教育網 > 新媒體解碼 > 

甚麼是新媒體素養？）（資訊來源：香港青年協會、

優質教育基金：媒體素養教育網 18.1.2023） 

• 片段中為甚麼說大家都是記者、編輯、作家、製

片人呢？ 

• 網上資訊良莠不齊，會帶來甚麼問題？ 

認識日常生活裏存在

着虛假資訊。 

Pokémon Go 遊戲登陸香港 引發安全及滋擾問題 

 

在全球極受歡迎的手機遊戲 Pokémon Go 將於 7 月底登

陸香港。遊戲運用擴增實境(AR)技術，讓玩家在真實環

境捕捉虛擬小精靈，吸引大量市民出外，並在公園等公

共地方聚集。人群聚集不但造成道路阻塞，也會留下大

量垃圾，影響交通及衞生。遊戲開發公司建議玩家不要

進入警署、醫院或學校等地方捕捉小精靈，以免對他人

造成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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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辨識媒體資訊的真偽和優劣？  

• 一個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要習慣思考哪四個問題

呢？ 

明白資訊素養的重要

性。 

  

三、 總結  

1. 在瞬息萬變的年代，當面對不同的資訊時，大家應秉持

甚麼態度？ 

2. 現代人除了從社交平台、討論區或其他潮流媒體接收

到不同的資訊外，每個人也可以是媒體的創建者，與其

他網友一起轉發、互傳、評論及再創作，所以要了解創

建者的共享責任，推動資訊媒體的正面發展。 

 

  

四、 自選延伸課業  

1. 學生自行瀏覽教育局「聰明 e 主人」電子學習資源套

的動畫故事。（香港教育城 > 少年 teen 空 > 聰明 

e 主人」電子學習資源套）（資訊來源：香港教育城 

18.1.2023） 

• 說說收到別人轉發訊息的處理方法。 

• 故事中媽媽與晶晶應否轉發訊息？轉發訊息會引

致甚麼後果？轉發訊息前，應該先做些甚麼？ 

不同課業以照顧學生

的學習多樣性，讓學生

按性向及能力，選擇展

示學習成果。 

2. 班報設計 

• 學生 4 人一組，自訂主題，因應校園見聞及班內發

生的事情，設計一份班報。 

• 提供 A3 紙張，提示標題、插圖設計等。 

 

  

五、 延伸活動：「小眼睛．看世界」讀書會  

1. 學生 4 人一組，閱讀《世界中的孩子-》。每位組

員各自選擇當中一個世界議題，進行閱讀。 

《世界中的孩子》（1-4 冊）（凱里．羅伯茲/文；漢

娜尼．凱/圖；郭恩惠/譯），2018。 

– 《世界中的孩子為甚麼會有貧窮與飢餓？》 

– 《世界中的孩子為甚麼會有難民與移民？》 

– 《世界中的孩子為甚麼會有種族歧視與偏  

見？》 

– 《世界中的孩子為甚麼會有國際衝突？》 

從閱讀中認識世界議

題。 

2. 就所選圖書和議題，在報章或網絡找尋相關的新聞報

道，剪輯下來，寫下個人感想。完成後先在組內分享，

再記錄研習成果。 

通過媒體閱讀，擴闊

視野，自主學習，關注

世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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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跨學科讀書會（兩教節，於中文課進行）  
  

課前準備  

閱讀《老鼠記者．新聞鼠真假大戰》，可參考「閱讀筆記」，

邊讀邊思考故事的內容和情節。 

學生自主閱讀。 

  

一、 課堂讀書會  

就已讀的《老鼠記者．新聞鼠真假大戰》，讓學生分組

聊書，並按「閱讀筆記」的提示（第 1 至 8 題是基本理

解題，指定閱讀分享；第 9 至 18 題是高階思維問題，自

選閱讀分享），完成以下任務。 

1. 閱讀任務（一）：人物大追縱 

• 自由組合 

• 說出《鼠民公報》和《老鼠日報》的關鍵人物及角色。 

提供不同層次的題

目，有助學生在理解

的基礎上，自選更具

挑戰性的問題，發展

高層次思維。 

2. 閱讀任務（二）：小福爾摩斯探案 

• 自由組合，利用閱讀線索完成任務，並於組內分享。 

• 教師巡視各組情況，抽樣邀請學生公開分享。 

 

3. 閱讀任務（三）：小組聊書  

• 學生重新分組，每一組包含來自不同組別的同學。 

• 整理之前分組所得的意見，與新組員再作分享。 

不同的分組方式，照

顧學生多樣性。 

4. 閱讀任務（四）：與書中人物對話 

• 學生從下面自選一項任務，完成分享。 

(1) 選出一位書中人物，給他寫一句提醒 / 建議 / 

鼓勵 / 讚賞的話。 

(2) 如果你遇見作者，你想跟他說甚麼？ 

 

  

二、 自選延展閲讀活動  

鼓勵學生參與圖書組舉辦的主題書展 

1. 從「活在資訊中」跨課程閱讀自學存摺書目中自選圖書

借閱，於小組內分享印象最深刻的情節或內容。 

2. 分享後，每組選出一本圖書，以戲劇或錄音廣播演繹書

中最精彩的情節。 

深入認識研習主題

「活在資訊中」，綜

合各科的知識，發展

自主學習能力。 

  

三、 持續閲讀活動  

學生參照「活在資訊中」跨課程閱讀自學存摺 

1. 自訂閱讀計劃，包括目標、時間分配等。 

2. 自我檢測閱讀計劃編排和相關策略運用。 

3. 按個人興趣，從書單的「圖書推介」和「網頁推介」選取

閱讀材料，自覺地到學校或公共圖書館借閱。 

4. 自選完成「閱讀心得」或「閱讀評估」的其中一項。 

這是個人閱讀活動，

教師可因應時間，彈

性安排個性化閱讀，

發展自主閱讀與學

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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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資訊中 

《老鼠記者．新聞鼠真假大戰》閲讀筆記 

姓名：  班別：  日期：  

 

小組聊書 

分享焦點：1-8 題為指定分享題目，9-18 題為自選分享題目 

 
  

1. 《鼠民公報》「昨天深夜，在妙鼠城地下發現一個保存了史前岩畫

的古老洞穴。」（頁 15）這新聞是真還是假的？為甚麼？ 

2. 戴墨鏡的神祕女鼠是誰？她和史前岩畫的古老洞穴有甚麼關係？ 

3. 《老鼠日報》「深夜時分，乳酪工廠被洗劫一空！」（頁 69）這新

聞是真的嗎？為甚麼？ 

4. 《老鼠日報》「夜深鼠靜時，自由鼠神像手中的乳酪被盜！」（頁

109）這新聞是真的嗎？為甚麼？ 

5. 《鼠民公報》的獨家新聞（頁 112）是甚麼？這新聞是真的嗎？為

甚麼？ 

6. 你認為《老鼠日報》報道新聞的手法如何？他們用甚麼方法吸引

讀者？ 

7. 如果你是《鼠民公報》的謝利連摩．史提頓，你會怎樣做？ 

8. 故事中誰是最後的勝利者？為甚麼他獲勝呢？ 

9. 小説中哪個人物令你印象最為深刻？或者最欣賞？為甚麼？ 

10. 請從小説選出一個人物，問他一個「假如」/「怎麼樣」/「為甚麼」

問題？ 

11. 你最想代入書中哪一個人物呢？為甚麼？ 

12. 書中哪一個情節最吸引你？為甚麼？ 

13. 看完這小説後，你最想跟同學分享甚麼？ 

14. 你喜歡《老鼠記者》系列的書嗎？你有讀過《老鼠記者》系列的哪

些作品？請跟同學分享。 

15. 你會跟誰推介這本書？為甚麼？ 

16. 你讀過跟這本書內容相似的書嗎？請跟同學分享。 

17. 如果讓你改寫書中的結局，你會怎樣寫呢？ 

18. 這個故事對你有何啟發、感想或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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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主題，跨學科協作 

現今社會已進入資訊爆炸的年代，對學生來說，使用現代化媒體是

日常生活和學習的重要部分。要有效獲取、分辨和運用資訊，需要具備

資訊素養。中文科、常識科和圖書組通過共同規劃「活在資訊中」的主

題學習，培養學生資訊素養，懂得辨別資訊真偽。 

 

三個科組建構的學習重點緊密相連，層層遞進，幫助學生認識現代

媒體的發佈與傳播，從而建立正確使用資訊的態度。圖書組先利用新聞

剪報引導學生認識報章新聞的特點，介紹閱讀報章的方法，並指出新聞

報道應有的原則。接着中文科通過圖畫書《超人氣新聞比賽》，培養學

生慎思明辨，懂得分辨資訊的真偽。最後常識科運用大量網上實例，指

出具備資訊素養的重要，並教導學生如何運用 USER 四部曲正確處理

媒體資訊。整個學習過程包含知識、能力和態度的發展，學習面由小而

大，規劃精密。 

 

 

有效規劃閲讀資源，體現跨課程閲讀精神 

此教學設計採用多元化的閱讀資源。圖書組以新聞剪報做素材，中

文科重點閱讀圖畫書，常識科則以網絡資訊及多媒體材料為主要研習對

象。這些閱讀材料不單是本科的研習內容，同時又是另一個學科的閱讀

觀察人語 

各科組學習重點 

資訊

素養

學習

重點 

圖書組 中文科 常識科 

 認識報章新聞的

編排特點和閱讀

方法 

 明白新聞報道須

真實、客觀、中

肯 

 培養多角度思

考、明辨慎思、

創造性思考的能

力 

 培養學生獨立思

考，分辨資訊的

真偽 

 認識甚麼是資訊

素養 

 分辨資訊發佈的

目的、含意及真

偽 

 培養媒體素養，

具備正確使用資

訊媒體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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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例如：圖書組以新聞剪報為素材，中文科則以剪報活動承接；中

文科以圖畫書《超人氣新聞比賽》為重點教材，常識科在教授發佈虛假

資訊的「內容農場」後，又請學生以圖畫書中的個案作分析，讓學生應

用所學知識。跨學科讀書會選取《老鼠記者：新聞鼠真假大戰》，在內

容題材上緊密扣連「活在資訊中」的主題，全面配合科組的學習重點，

深化學生對傳媒工作者操守要求的認識，明白分辨多媒體資訊真偽的重

要。延伸活動「跨課程閱讀自學存摺」，由圖書組提供書目及推薦網

頁，幫助學生進一步擴闊閱讀範圍，使能從閱讀中獲取更多知識。這種

科組之間閱讀資源相互扣連的規劃方式，突顯閱讀材料超越學科界線，

體現跨課程閱讀的精神。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促進自主學習 

學習與評估的方式越多元化，越能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此教學設

計讓學生閱讀印刷體及電子媒體等不同類型的文本。閱讀傳統紙本之

外，學生也須利用平板電腦、學校內聯網進行學習。學習方式有個人閱

讀、小組討論、讀書會等，照顧學生在社交與能力發展的需要。課業設

計涵蓋讀、寫、聽、說能力的訓練，其中有指定的，也有自選的（如寫

作課業），教師也安排分層課業（如讀書會的討論問題），讓不同能力、

興趣不同的學生均有發揮機會。評估方面，有個人自評、內聯網上學生

互評，切合不同學習課業的設計特色。無論是學習與評估的設計，均能

促進學生自學，讓學生清楚學習的要求和自身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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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一 科學探索  

 

 

 

 

學校重視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習慣，設有閱讀推廣組，由課程統

籌主任、學科主任、圖書館主任和中、英文科科主任合作，負責整體規

劃全校閱讀藍圖和閱讀活動，協同全體教師一起落實推廣閱讀，普及校

園閱讀文化。為拓寬學生的閱讀面，圖書館主任與各科教師配合閱讀主

題，共同選取圖書，撰寫好書推介，編輯《悅讀》主題閱讀冊。 

 

學校近年着重推展 STEAM 教育，教師善用此優勢引入多元閱讀資

源，推動跨課程閱讀，期望能進一步拓寬學生的閱讀面，並提升閱讀資

訊性文本及科普圖書的能力。在課程統籌主任的帶領下，中文科、常識

科科主任和圖書館主任進行課程檢視和統整，共同訂定學習目標和學習

重點，組織學習內容，促進學生融會貫通各科知識。 

 

以六年級的 STEAM 教育為例，配合「科學探索」主題，由中文、

常識科及圖書館主任合作編選該級的跨課程閱讀材料。除教科書課文

外，中文科教師增選科學小品、剪報、網頁等閱讀資源，也自編《閱讀

有法：科學探索》小冊子，因應科學小品的特徵教授閱讀策略，又指導

學生認識實驗報告的格式和撰寫方法。常識科教師和圖書館主任也利用

《「悅讀」．STEAM 啟航號》主題閱讀冊，推薦科普圖書及網頁，讓

學生學習和應用瀏覽互聯網技巧，並懂得運用閱讀策略，建構知識，發

展自主學習能力，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 

 

  

                                                      
 案例由聖公會李兆強小學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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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中文科、常識科、圖書組 

級 別：小六 

主 題：科學探索 

課 時：20 節（中文科 11 節、常識科 6 節、讀書會 3 節） 

 

 

學習重點： 

中文科 

1. 閲讀 

• 理解閱讀材料的內容大意，並概括段落和歸納主旨 

• 理解互聯網、視像光碟及電視節目所傳遞的信息 

• 複習說明性質文字的特點，以及比喻說明、舉例說明等用法 

• 因應不同的閱讀材料，運用適當的閱讀策略 

2. 聆聽：運用邊聽邊記重點的聆聽策略，聽出話語中的主要信息 

3. 説話：連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以構思話語，有條理地說話 

4. 寫作 

• 運用比喻、舉例等說明手法，選取突出重點的素材，並按需要剪

裁內容及安排詳略 

• 利用互聯網、工具書等協助撰寫實驗報告 

5. 品德情意：培養認真探究、鍥而不捨的科學精神 

6. 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創造性思考能力 

7. 語文自學：培養自學態度和習慣 

8. 共通能力：發展溝通、協作和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常識科 

• 認識進行科學實驗的流程 

• 學習記錄科學實驗的過程和結果 

 

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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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組 

• 提高閱讀科普圖書的興趣，繼而廣泛閱讀科學類作品 

 

 

 

閲讀資源： 

中文科 

1. 講讀課文：《邁進資訊科技新時代》、《小小納米作用大》 

2. 導讀篇章：《認識光纖》（輯自校本跨課程閱讀冊） 

3. 自讀篇章：《另一個世界——網際網路》、《科學探索的喜悅》、

《新一代的機器人》、《探索無限——靈感源於生活》（輯自校本

跨課程閱讀冊） 

4. 新聞剪報（輯自校本跨課程閱讀冊） 

5. 短片：「納米技術與生活應用」、「傑出華人系列：高錕」 

 

常識科、圖書組 

1. 《「悅」讀．STEAM 啟航號》（校本跨課程閱讀冊） 

2. 科普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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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能
概
括

段
落
和
歸
納
主
旨

 

2
. 
理
解
互
聯
網
、
視
像
光
碟
及
電
視
節
目
所

傳
遞
的
信
息

 

3
. 
複
習
說
明
性
質
文
字
的
特
點
，
以
及
比
喻

說
明
、
舉
例
說
明
等
用
法

 

4
. 
因
應
不
同
的
閱
讀
材
料
，
運
用
適
當
的
閱

讀
策
略

 

活
動
：
讀
書
會

 

學
習
目
標
：

 

1
. 
閱
讀
以
科
學
知
識
為
主
題
的
篇
章
、
報
章
、
短
片
等
，
指
導
學
生
綜
合
應
用
不
同
的
閱
讀
策
略
，
學
習

運
用
互
聯
網
搜
尋
相
關
資
料
，
進
行
常
識
科
的
探
究
活
動
；

 

2
. 
懂
得
閱
讀
科
普
作
品
，
享
受
閱
讀
科
普
文
字
的
樂
趣
；

 

3
. 
學
習
撰
寫
簡
單
的
實
驗
報
告
；

 

4
. 
透
過
閱
讀
科
學
名
人
的
生
平
事
蹟
，
培
養
學
生
認
真
探
究
、
鍥
而
不
捨
的
科
學
精
神
。

 

六
年
級
跨
課
程
閱
讀
：
科
學
探
索

 

主
題
：
科
學
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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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中文科（第一至三節）  

一、 引入  

請學生分享運用互聯網經驗，說說它的功能和利弊。 連繫生活與學習。 

  

二、 發展  

1. 學生朗讀課文《邁進資訊科技新時代》，教師就字詞讀

音和語速等，給予回饋，並進行字詞教學（先請學生試

解，教師後作補充）。 

 

2. 課文深究 

• 理解課文大意後，學生二人一組，找出各段的關鍵

句。 

 

• 引導學生說出關鍵句在段落不同位置的作用 

(1) 開頭：引出主題，圍繞主題而展開 

(2) 中間：承上啟下，即承接上文，引出下文 

(3) 結尾：作小結，歸納段落的具體內容 

 

• 引導學生利用關鍵句歸納段意，然後綜合課文主旨

「科技日新月異，人類要努力學習才能趕上科技的

發展」。 

理解段意和主旨；鼓

勵學生用自己的文

字概括段意和主旨。 

• 這是甚麼體裁的文章？作者用了哪些手法使內容表

達更清晰？ 

• 引導學生說出比喻說明、舉例說明等手法的作用。 

 

掌握課文的說明手

法和特點。 

3. 分組活動  

• 請學生在課堂工作紙一上，標示相關段落的說明手

法，並討論該手法有何好處。 

• 與學生共同訂正，鞏固所學。 

提供新的閱讀材料，

鞏固學生對說明手

法的掌握。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請學生說說本課的主旨，以及帶來甚麼啟示。  

2. 閱讀自讀篇章（一）《另一個世界：網際網路》，鼓勵學

生用電子學習平台或應用程式回應。 

安排延伸閱讀，並利

用資訊科技促進閱

讀交流。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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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索 

中文科 課堂工作紙一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細心閲讀以下文字，把所運用的説明手法標示出來。 

段落（一） 

恐龍的種類很多，形態更是千奇百怪。雷龍是個龐然大物，它的身體

比六頭大象還要重，它每踏一步就發出一聲巨響，好似雷鳴一般。梁龍的

身體很長，從頭到尾足有二十多米，走起路來，好像一架移動的吊橋。劍

龍的背上插着兩排三角形的劍板，尾巴上還有四支利劍一樣的尾刺。三角

龍的臉上有三隻大角，一隻長在鼻子上方，另外兩隻長在眼睛上方，每隻

角都有一米長——這樣的臉型，讓任何動物都望而生畏。 

這段文字的説明方法是  

段落（二） 

無數的星星在茫無邊際的宇宙中運動着，我們看得見的星星，絕大多

數是恆星，它們看上去似乎是冷的，但實際上每顆恆星都是一個火熱的太

陽。洶湧的熱浪不斷地從這些大火球中吐出來，射向廣漠的宇宙空間，它

們的熱度非常高，表面温度不少達攝氏 3000 度。即使是最堅硬的金屬，一

接觸它們的表面也會溶解，甚至化為氣體。 

這段文字的説明方法是  

（二）請列舉説明文字的特點。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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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中文科（第四節）  

一、 引入  

展示學生就閱讀篇章（一）《另一個世界：網際網路》的

回應，並請他們口頭分享閱讀所得。 

 

  

二、 發展  

1. 重 閱讀報章的方法 

• 報章的一般排版，包括本地新聞、國際新聞、娛樂

版、副刊等。 

• 因應各新聞或資訊的主副標題、圖表或圖片等，運

用瀏覽、找重點等方法，搜尋合適的資訊，然後才

細閱和提取資訊。 

重温報章特點，培養

閱報技巧。 

2. 閱讀剪報（一）《調查：中小學生網路成癮——近 8 成因

沒人陪》 

 

• 二人一組，閱讀和分析剪報的主要內容，然後評論

報章的觀點。 

• 學生分享如何解決青少年及兒童上網成癮的問題。 

發展分析、評論的能

力，鼓勵學生發表個

人意見。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請學生說說閱報時須留意的事項。  

2. 學生觀看短片「傑出華人系列：高錕」，並於校內網上平

台作回應。 

 

  

  

中文科（第五、六節）  

一、 引入  

1. 展示學生就短片「傑出華人系列：高錕」的回應。  

2. 請學生說說光纖是甚麼：光纖的功用。  

  

二、 發展  

1. 與學生扼要重 閱報的策略後，派發剪報（二）《諾貝

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逝世》及（三）《前中大校長高錕

獲諾貝爾獎：港人驕傲》，請他們先各自閱讀，然後分

組討論。 

鞏固閱報策略，並應

用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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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組討論 

• 剪報的主要內容是甚麼？ 

• 高錕的成功在於哪些條件？ 

• 大家會為高錕獲獎而感到驕傲嗎？為甚麼？ 

 

3. 請學生表達最欣賞高錕的地方，以及分享對光纖的認識。  

4. 學生默讀《認識光纖》後，引導他們說說各段的關鍵詞、

主題句；篇章的中心思想和表達方法。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綜合學生的意見，引導掌握本課主旨「高錕認真探究、鍥

而不捨的科學精神，十分值得學習」。 

2. 閱讀自讀篇章（二）《科學探索的喜悅》，並完成練習。 

3. 請學生到圖書館借閱有關科學知識、科學家故事的圖書。 

培養學生認真探究、

鍥而不捨的科學精

神。 

  

  

中文科（第七至九節）  

一、 引入  

1. 播放短片「納米技術與生活應用」，請學生細心觀看。 

2. 請學生說說納米技術的好處。 

觀看視頻，學習歸納

要點。 

  

二、 發展  

1. 請學生默讀課文《小小納米作用大》後，二人一組討論。 

• 甚麼是納米？納米技術的發明對人類帶來甚麼好

處？ 

• 哪些納米產品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呢？ 

• 運用字詞解碼策略，推測「物理、物體、物質」等

詞語的意思。 

• 學生分享和匯報。 

 

2. 課文深究  

• 二人一組，找出第 1 至 7 段的關鍵句，說出各關鍵

句所在的位置及其作用。 

(1) 開頭：引出主題，圍繞主題而展開 

(2) 結尾：作小結，引導歸納段落的具體內容 

鞏固關鍵句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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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 引導學生利用關鍵句綜合段意，再歸納課文主旨

「神奇的納米技術，為人類的生活帶來更大的進步

及改變」。 

鼓勵學生用自己的

文字概括主旨。 

• 請學生再細看課文，說說作者用了哪些說明手法。 

• 引導學生找出課文第 2 段與第 3 至 6 段之間的關

係，辨別總寫和分寫的段落，並複習這種表達方式

的作用和優點。 

複習總寫、分寫的說

明方法。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請學生複述課文大意或主旨，以及本文體裁和寫作特色。  

2. 閱讀自讀篇章（三）《新一代機器人》，並完成練習。 培養自主閱讀能力。 

  

  

中文科（第十節）  

一、 引入  

1. 請學生簡略分享自讀篇章（三）的內容大意和主旨。  

2. 學生說說曾否做過科學實驗，並分享實驗的成功或失敗

經驗和感受。 

 

  

二、 發展  

1. 閱讀剪報《冷氣機變身「便攜式雪櫃」》，請學生運用閱

報策略，理解內容，然後二人一組完成以下活動。 

• 概括剪報的主題。 

• 為甚麼會有這項發明？這發明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嗎？為甚麼？ 

• 學生分享和匯報。 

應用閱報策略。 

2. 共同討論 

• 你認為經常參與科學發明或研究的人有甚麼特點？ 

• 你是否具備這些特質？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引導學生說出科學發明大多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

大家要多留意身邊的事物或報章，認識日新月異的科學

新發明。 

 

2. 請學生搜集與科學發明有關的新聞或資訊，並於下一節

課與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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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第十一節）  

一、 引入  

1. 學生分享搜尋與科學發明有關的資訊或剪報。  

2. 教師補充：科學發明是研究人員反覆實驗的成果，他們

要把每次實驗的情況記錄下來，以便分析成功或失敗的

原因。那些記錄就是實驗報告。想知道一份實驗報告應

包含哪些部分嗎？ 

 

  

二、 發展  

1. 分派兩份實驗報告供學生閱讀，然後二人一組討論其形

式及特點。 

從閱讀中學習：認識

實驗報告的特點。 

2. 學生分享討論結果。  

3. 教師綜合各組重點，帶出實驗報告的特點。 

• 以標題點列說明，包括實驗的名稱、目的、假設、

材料、步驟和結論等。 

• 記錄實驗的過程時，用字要客觀、直接、簡潔，並

可輔以圖表說明。 

• 以完整句子表述所得結論。 

• 有些報告還會在最後加上對實驗的評價或建議，作

為總結。 

 

4. 撰寫實驗報告  

• 派發「實驗報告工作紙」。學生可先看看各標題，

但要留在做完常識課的「蘋果保養法」實驗後，才

完成此工作紙。 

連繫兩科的學習，讓

學生遷移所學。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引導學生說出本節所學：實驗報告中須包括實驗的目

的、假設、探究過程/步驟、結論等項目，讓人易於閱

讀及理解整個實驗。 

 

2. 閱讀自讀篇章（四）《探究無限——靈感源於生活》。  

3. 請學生到圖書館借閱有關 STEAM 主題閱讀的圖書，並

自行攝製讀後感短片，上載於電子學習平台與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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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報告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請把常識科所做的「蘋果保養法」實驗記錄下來，完成實驗報告。 

目的  

假設  

材料  

步驟  

結論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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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限於篇幅，只列舉共佔 2 節的實驗活動） 

 

一、 引入  

請學生說說蘋果削皮一段時間後，會有甚麼變化？為甚

麼會有這樣的變化？有甚麼方法可以防止蘋果變色？ 

連繫生活知識。 

  

二、 分組活動「小實驗．大發現」  

學生四人一組進行「蘋果保養法」的實驗，探究哪種物質

能保持蘋果的顏色不變。 

 

1. 講解和示範實驗的步驟，提示注意事項、簡介「課堂工

作紙」內容。 

• 先把不同的物質倒進不同的紙杯中。 

• 然後把蘋果粒放到杯內，等候數分鐘。 

• 觀察杯中蘋果的變化，記錄於紙上；亦可用平板電

腦拍攝片段作分享之用。 

通過實踐活動體會

實驗的要義，學習記

錄實驗報告。 

2. 分派實驗材料，包括 4 個紙杯、各種物質，如清水、鹽

水、沙律醬，以及切粒的蘋果。 

 

3. 學生分組進行實驗和記錄。  

4. 學生完成課堂工作紙，分組匯報實驗結果。  

  

三、 總結和課業布置  

1. 請學生總結課堂上實驗所得和結論。  

2. 回家完成常識科的實驗報告工作紙，較詳細記錄這次實

驗的目的、過程/步驟和結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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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課堂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 請把有關實驗的資料填在下表。 

 
 

（二） 實驗結果 

測試物質 暴露在空氣中 清水 鹽水 沙律醬 

蘋果的果肉

顏色變化 
    

 

（三） 結論 

結論：  

   

實驗名稱：  

目的： 

（建議由教師提供相關內容）  

假設： 

  

材料： 

  

步驟： 

1. （建議由教師提供相關內容）  

2.   

3.   

4.   

 

小實驗．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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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三教節，於中文課進行）  

第一節  

本節主要為第二、三節的讀書會作準備，讓學生在教師指導下，

學習或重 閱讀科普作品的策略和技巧，以及分享方法。 

 

1. 指導學生分享圖書（聊書）的方法  

• 配合主題「科學探索」，請學生說說心目中偉大科學

家的名字、故事等。 

 

• 教師示範分享讀後感的技巧。 

(1) 引言：為甚麼會選擇閱讀這類圖書。 

(2) 介紹書名、主要內容、最有趣/實用的章節。 

(3) 這本書帶來的啟發和裨益。 

示範口頭分享閱讀

科學類圖書的心得。 

2. 學生參考《「悅」讀．STEAM 啟航號》內提供的「科學

探索」主題書目，到校內圖書館、課室圖書櫃或公共圖書

館，借閱與科學有關的書籍。 

 

3. 派發「閱讀齊分享工作紙」，着學生簡單寫下閱讀資料和

重點，並自擬問題，於讀書會時提問。 

 

4. 學生也可以用口頭匯報、繪畫、角色扮演等多樣化形式

分享讀後感，更可拍攝閱讀分享短片，跟同學分享。 

善用資訊科技，分享

閱讀成果。 

  

第二、三節  

1. 「讀書會」正式舉行前，先將學生分為 5 至 6 人一組。  

2. 小組成員按教師的指導，各自分享一本自己最喜歡的科

學類圖書。 

• 分享知識性圖書，須清楚說明它與哪些科學知識有

關；其構造、性質、特點，以及原理等。 

• 分享實驗類圖書，須清楚說明實驗的名稱、過程和

結果。 

閱讀分享形式多樣

化，包括個人、小組

和公開分享。 

3. 每組選出分享內容最有趣、最吸引的一位同學，然後向

全班匯報。 

以另類方式展示閱

讀成果，提高閱讀興 

4. 學生可就匯報提意見，教師適時給予回饋和評語。 趣。 

5. 鼓勵組內同學交換圖書閱讀。  

6. 延伸活動：科學冷知識大比拼 

• 學生在閱讀科學類書籍後，擬定幾道與科學有關的

冷知識問題。 

• 舉辦科學冷知識比賽；可設置最佳擬題獎、最佳答

題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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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索 

閲讀齊分享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1. 在你閲讀的圖書中，選出最想與人分享的一本，參考提示，記下閲讀

重點和感受，並在讀書會上分享。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2. 閲讀時，找出事物的構造、性質、特點、用途、成因、原理等。 

3. 你喜歡這門科學知識嗎？為甚麼？ 

4. 這門科學知識對人類的生活有哪些影響？ 

5. 書中運用了哪些説明方法？有使用分類、舉例、比喻等説明手法

嗎？ 

6. 當你在讀到不明白的地方時，你會用甚麼方法解決呢？ 

7. 請分享這門科學知識對你的影響。 

8. 在閲讀過程中，你會想把這本書特別推介給誰呢？為甚麼？ 

9. 這本圖書使你有何感想或有何得着呢？ 

10. 自擬問題：   

   

 

 
  

  愉快學習開始了， 

    大家好好享受其中的閲讀樂趣吧！ 

你已經進入科學世界， 

開啟了科學知識的寶庫， 

成為科學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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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裏的科學，科學裏的語文 

提到「科學探索」，自然會讓人想到常識科。此教學設計最大特點

是由中文科擔當主要的角色，常識科和圖書課共同配合，為學生提供一

次多元化的閱讀旅程，豐富學生的科學知識。 

中文科為學生提供大量以科學為主題的閱讀資源，包括課文、科學

小品、剪報、圖書及視訊材料等，類型多樣化。選取的科學類篇章，包括

科學理論、實驗成果和科學家的成就，題材十分多樣化。理論與實驗是

科學探索的主體內容。閱讀材料中的科學家成就，除了令人眼前一亮的

研究成果外，還有他們努力不懈的研究精神，值得學生學習和效法。 

學生通過閱讀多元的語文材料，獲得科學知識。而科學題材的篇章

大多是說明文類，學生可以從中學到說明的結構、說明手法和行文用語

的特色。中文科的規劃幫助學生在語文裏學科學，又從科學中學語文，

是別具特色的跨學科閱讀教學設計。 

 

 

教授閲讀策略，提升閲讀效能 

從閱讀教學看，科學探索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層是科學知識，第二

層是作為科學知識載體的科學類篇章。兩個層面之間能夠連繫，關鍵是

學生如何通過有效閱讀獲取科學知識。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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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很重視閱讀指導，注重推測詞義、尋找關鍵句、歸納段意等

閱讀策略的教學和運用。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掌握了實用的閱讀策略，

可以應用到其他的閱讀任務上。從課文擴展到其他閱讀資源，教師又能

按閱讀材料的特點指導學生認識和運用合適的閱讀策略，建構知識，提

升閱讀效能。 

中文科閲讀資源 策略運用 / 知識建構 / 能力發展 

課文 說明方法、說明的結構、推測詞義、尋

找關鍵句、利用關鍵句歸納段意 

校本閱讀冊：

《閱讀有法》 

科學小品 尋找關鍵句/主題句 

剪報 閱讀報章方法、歸納要點、認識科學家

的成就 

視頻短片 科學發明 概括大意 

科學家介紹 認識科學家的成就與研究精神 

互聯網站 認識互聯網的功能 

實驗紀錄（常識科） 實驗報告格式與寫作 

校本閱讀冊《悅讀》（圖書） 廣泛閱讀科學類圖書、自擬問題 

 

 

多元閲讀活動，啟發學生創意 

教學設計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的閱讀活動，安排細密，有教師導讀、

自主閱讀及小組共讀，以讀書會作為總結。進行讀書會之前，教師以個

人閱讀科學類圖書的實例，示範如何進行閱讀分享，給學生清晰的指導，

又鼓勵學生製作分享片段上載學校內聯網，促進同儕交流。學生的分享

形式多樣化，從閱讀分享實例所見，包括口頭報告圖書重點、現場示範

操作實物以解說書中的科學原理、以戲劇形式表達圖書內容要點等，充

滿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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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閲讀分享實例 

 

分享實例 

【抗疫生活】 

 423 世界閱讀日 「自家慢讀」好書分享：《世界冠軍紙飛機》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438668029639694 

（本分享獲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銀獎）(18.1.2023) 

【抗疫生活】 

 423 世界閱讀日 「自家慢讀」好書分享：《火災求生記》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604355430426731 

（本分享獲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優異獎）

(18.1.2023)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438668029639694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60435543042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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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二 獨特的我  

 

 

 

在一年級上學期，學校安排跨學科學習主題「獨特的我」；各科按學

生學習進程，布置學習內容，有序開展主題學習。 

周次 學科 跨學科學習內容 

8-15 常識  認識身體各部位，明白長大後，能力和外貌都會改變。 

 參觀香港科學館的「生命科學」展覽，加深對人體結構和

各器官功能的認識，明白生命的奧妙。（全方位學習） 

8-11 視藝  學習繪畫自畫像，發展觀察人物和欣賞畫像的能力，同

時培養欣賞個人的獨特性。 

9-11 數學  讓學生因應自己的「頭圍」大小，製作屬於自己的「頭

尺」。 

 利用「頭尺」量度身軀、腿、全身及雙手展開的長度，

了解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從而學會欣賞自己。 

10-11 聖經  閱讀圖畫書《我不知道我是誰》了解自己的身份，明白

認識自己的重要。 

11-12 音樂  學習用身體不同部位創作各種動作，模仿動物或人物的

動作來反映聲音的特質，並從律動中突顯獨特的個性。 

9-14 中文  透過單元「一天天成長」學習管理情緒，並從不同角度看

問題，體會別人的感受，認識和欣賞成長中的自己。 

12-14 圖書  閱讀圖畫書《我》，學習了解和接納自己，欣賞每一個

人的獨特性。 

14-15 英文  學習與身體各部位有關的字詞，嘗試簡單介紹自己，並

培養不要以貌取人，尊重和欣賞別人的美德。 

12-16 體育  在了解自己身體的特徵後，創作屬於自己獨有的肢體動

作，並與同學合作，串連成一組舞步。 

 

  

                                                      
 案例由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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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學習主題涉及眾多科目的課程統整，篇幅太長；因此，教學

流程只重點介紹中文科和圖書課的教學安排。中文科單元包括兩篇以孩

子成長為題材的課文，其中童詩《我真棒》讓學生了解自己已經長大，

可以自行完成很多事情，而通過篇章《我不哭了》，學習管理情緒、體

會別人的感受，並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此外，教師會安排學生就主題

進行延伸閱讀，閱讀指定篇章和自選網上篇章，以提高學生的閱讀量。

圖書課透過閱讀圖畫書《我》，讓學生學習了解和接納自己，以及欣賞

每一個人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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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中文科、圖書組 

級 別：小一 

主 題：獨特的我 

課 時：8 教節（中文科 6 節，圖書課 2 節） 
 

 

學習重點： 

中文科 

1. 閲讀 

 理解課文內容 

 運用文題聯想法，推測課文內容 

 認識朗讀的基本要求：不丟字、不加字；讀準字音，並恰當停頓 

2. 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學習和運用句式「……和……」 

 複習逗號和句號，認識頓號 

3. 品德情意 

 認識和欣賞成長中的自己 

 學習管理情緒 

4. 思維 

 培養聯想力和慎思明辨能力 

圖書組 

 圖文對讀，理解圖書內容 

 認識每個人都是獨特和重要的 

 

閲讀資源： 

 講讀課文：《我真棒》、《我不哭了》 

 自讀課文：《威威當哥哥》、《傘》 

 網上閱讀：《我是媽媽的好幫手》、《星期日農夫》、《珍惜玩具》、

《我終於得到老師的讚賞！》、《牙痛》、《我不開門》、《偏食的小明》 

 圖畫書：《我》（張蓬潔/文．圖），2007。 

  

設計說明 

本書引導小讀者認識重要且特別的自己。作者強調不需要跟別人

比較，因為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成為最好的自己，才是努力的目

標。每個人都應學會怎樣愛自己，同時要學習愛人如己，也就是我怎

樣愛自己，也要怎樣愛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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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中文科 第一至三節《我真棒》  

一、 引入  

1. 教師板書課題《我真棒》，請學生想想那是甚麼意思？ 

2. 猜猜「我」做了甚麼「真棒」的事情呢？ 

運用聯想力，猜想課

文內容。 

  

二、 發展  

1. 朗讀指導（一）  

• 請學生留心聆聽老師範讀課文《我真棒》，注意字

詞讀音，並把不明白的字詞圈起來。 

• 學生以個別朗讀、分組朗讀等不同形式感知課文；

教師就讀音或聲線大小給予回饋。 

朗讀導入，初步感知

課文。 

2. 字詞教學 

• 逐一板書學生提出的新詞，採用不同方法釋詞。 

• 利用板書或筆順動畫等策略，鼓勵學生用「口唱書

空」學習生字的筆順。 

 

3. 學生先想想以下問題的答案，然後跟鄰座同學說一說  

• 詩歌裏的「我」會做甚麼事情？為甚麼大家都誇「我」

真棒？ 

• 從哪裏知道「我」不但會自己做事，還做得好？ 

• 你試過用「你真棒」來稱讚別人嗎？還有其他稱讚

別人的說話或方法嗎？ 

運用解釋、重整和創

新等不同層次問題，

引導學生理解課文。 

4. 句式教學「……和……」  

• 讀一讀，看看句子(1)、(2)跟(3)，說說有何不同。 

(1) 我自己穿褲子。 

(2) 我自己穿襪子。 

(3) 我自己穿褲子和襪子。 

• 引導學生說出：句子(3)運用了「和」字，把(1)、(2)

兩句合成一句，表達清楚和簡潔。 

• 展示例句：我會寫字和畫畫。我愛唱歌和跳舞。 

語文知識結合與情

意教學。 

• 學生二人一組，運用句式輪流介紹兩件自己會做的

事情，並互相稱讚。 

二人小組活動前，教

師可邀請學生作示

範。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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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5. 朗讀指導（二）  

• 學生再朗讀詩歌，要求朗讀時不丟字、不加字和讀

音準確外，還要讀出恰當的停頓，表達詩歌的感

情。 

在理解的基礎上加

強朗讀訓練。 

  

三、 小結  

1. 引導學生說說從課文中學到了甚麼。 總結學習所得。 

2. 為甚麼我們要「自己的事自己做」？  

  

四、 延伸閲讀  

1. 回家閱讀指定的自讀篇章《威威當哥哥》，嘗試朗讀給父

母或家人聽。 

鼓勵自主閱讀。 

2. 自選網上閱讀：《我是媽媽的好幫手》、《星期日農夫》、

《珍惜玩具》、《我終於得到老師的讚賞﹗》。 

 

  

  

中文科 第四至六節《我不哭了》  

一、 引入  

1. 學生生活分享：你哭過嗎？那是為了甚麼？ 

2. 板書課題《我不哭了》，請學生說說課文的內容。 

運用聯想力，猜想課

文內容。 

  

二、 發展  

1. 朗讀指導  

• 留心聆聽教師範讀課文，注意字詞的讀音，並圈出

生字新詞。 

• 全班分成四組，運用上一課所學的朗讀技巧，輪流

朗讀課文段落；教師逐一給予回饋或評語。 

朗讀導入，感知課

文。 

2. 字詞教學（與上課處理大致相同，從略）  

3. 引導學生思考和討論 

• 課文的「我」，為甚麼愛哭？ 

• 有一天，「我」又哭起來，為甚麼沒人理會「我」？ 

• 你認同「笑多麼好啊！」這句話嗎？為甚麼？ 

• 你曾經哭個不停嗎？為甚麼？ 

• 到底「哭」是否不好呢？ 

運用複述、伸展、評

價和創新等不同層

次問題，促進學生理

解課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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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4. 複習逗號、句號和頓號 

• 提問學生還記得逗號、句號和頓號嗎？請說一說 

逗號、句號和頓號的用法有甚麼不同。 

• 展示例句，請學生在□裏填上逗號、句號或頓號。 

(1) 今天□我吃了白菜□魚和水果□ 

(2) 我愛爸爸□媽媽□也愛爺爺□奶奶□ 

• 再朗讀課文，要注意讀至標點符號時，適當停頓。 

 

5. 戲劇活動  

• 再讀課文，說說課文中共有多少個人物。 

• 想像如果有一天「我」又哭了，但家人（爸媽和祖

父母）都不理「我」，「我」會有甚麼感受？又會

說甚麼話？ 

• 學生分 5 人一組，自由分配角色。 

• 巡視各組的活動，因應需要指示學生根據課文和

討論所得，用適當的語氣、動作、表情進行角色扮

演。 

• 學生演出後，教師給予回饋，並選出表現最佳的組

別。 

通過戲劇演出深化

對課文的理解。 

  

三、 總結  

1. 請學生說說大家對「哭」有何新的想法。 反思學習所得。 

2. 遇到不開心的事情，哭是很正常的反應，但大家不要用

哭來讓家人順從自己、滿足自己的要求。同學已經長大

了，遇到問題應與家人商量。「哭」不能解決問題，只

會引來大家的不快，「笑」才會令一家人感到快樂。 

 

  

四、 延伸閲讀  

1. 指定自讀篇章《傘》，然後朗讀給家人聽。 鼓勵自主閱讀。 

2. 自選網上閱讀：《牙痛》、《我不開門》、《偏食的小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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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圖書課  讀書會 第一節  

一、 引入  

1. 請學生說說自己的身體是「小」還是「大」？為甚麼？ 

2. 展示圖畫書《我》的封面，提問： 

• 故事書的主角是誰？ 

• 「我」的心情怎樣？為甚麼「我」會開心？ 

3. 師生共同閱讀圖畫書。 

引領思維閱讀：觀察

圖書封面，提取重要

信息，為閱讀做好準

備。 

  

二、 發展  

1. 理解圖畫書內容 

• 為甚麼頁 2 至 3 說「我」很小，也很大？ 

• 從頁 4 至 7，「我」的家有哪些人呢？總共多少人？ 

• 請學生朗讀圖畫書。 

 

2. 小組活動 

• 請學生輪流跟組員說說家裏有哪些人？總共多少

人？最希望自己長大後會像哪位家人？為甚麼？ 

• 抽樣邀請組別成員說說家裏有哪些人？長大後希望

自己會最像哪位家人？為甚麼？ 

 

• 板書學生形容自己和家人的詞語，協助學生完成讀

書會課業一的題（一）。 

學習形容人物的詞

語，並以工作紙鞏固

所學。 

3. 共同閱讀頁 8 至 36，請學生說說 

• 「我」雖然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為甚麼媽媽還

說「我」很重要？ 

 

• 請留意頁 20 至 29，除髮型、體重和動作外，「我」

到底在哪些方面是獨一無二的？ 

• 你覺得與你一組的同學特別嗎？請用合適的詞語，

形容一下你的組員。完成讀書會課業一的題（二）。 

頁 20至 29的參考答

案：樣貌、指紋、笑

聲、想法、畫的圖。 

  

三、 小結  

1. 看了這本圖畫書，你同意「我們每一個人不單重要，也

非常特別。」這句話嗎？為甚麼？ 

 

2. 既然人人都有不同的特點，我們應該怎樣相處？  

  

  



 

204 

獨特的我 

讀書會課業一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 想一想，你會用甚麼詞語形容自己和家人？ 

 

參考詞語：年幼、年長、高大、美麗、可愛、親切、聰明 

 

同學也可以寫上自己想到的詞語啊！ 
 

1.  的我 

2.  的  

3.  的  

  

我是爸爸媽媽新生的小嬰兒，我有一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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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想一想，你會用甚麼形容詞形容你的組員？ 

 

例：活潑好動的陳小明 

1.  的  

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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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圖書課  讀書會 第二節  

一、 引入  

1. 展示圖畫書，提問 

• 上一節我們在看哪本圖書？ 

• 圖畫書《我》怎樣形容「我」？ 

 

  

二、 發展  

1. 繼續看圖畫書頁 36 至 41，先跟鄰座同學說一說，然後

說給全班聽。 

• 作者提出了哪些愛自己的方法？你能做到嗎？ 

 

2. 小組共讀頁 42 至 53，分組討論 

• 為甚麼作者說不必和別人比較？ 

• 作者說最重要是和自己比較，到底要比較的是甚

麼？ 

• 你覺得自己跟以前有甚麼改變？ 

• 完成讀書會課業二。 

 

  

三、 總結及延伸  

1. 引導學生說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特點，值得他

人欣賞、尊重和愛護。 

 

2. 如果很欣賞一個人，我們可以怎樣表達呢？你做過這些

欣賞或尊重他人的事嗎？你有甚麼感受？ 

情意培育：實踐對別

人的欣賞和愛護。 

3. 欣賞和愛護他人的方法很多，請想想你可以做的一件欣

賞或愛護他人的事，並完成讀書會課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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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我 

讀書會課業二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想一想，你跟以前有甚麼改變。 

最重要是和自己比較。 

 
 

 

 

 

我比以前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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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一比，你和家人有甚麼分別。 

 

例：姐姐年紀比我大。 

1.  比 。 

2.  比 。 

3.  比 。 

  



 

209 

獨特的我 

讀書會課業三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 你會怎樣表達對家人、朋友的欣賞和愛護？在空格內畫一

畫。 

 
 

二、 對家人和朋友表達了愛，你會有甚麼感受？ 

 

對家人和朋友表達了愛，我感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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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規劃的主題閲讀 

配合跨課程閱讀的主題「獨特的我」，教師運用教科書課文加上圖

畫書等閱讀資源，引導學生對成長中的自己有更深刻的認識。 

 

「獨特的我」主題閲讀規劃 

 

 

通過講讀課文和延伸閱讀篇章，學生學會欣賞成長中的自己，並學

習管理情緒；繼而在讀書會閱讀圖畫書《我》，進一步認識到每個人都

是獨特和重要的，無須跟別人比較。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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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訓練的閲讀教學 

閱讀教學方面，配合小一學生的學習需要和篇章體裁特色，教師很

重視朗讀的指導。第一篇《我真棒》是簡短的童詩，教師以範讀導入，

並在學生充分理解詩歌內容後，再指導朗讀技巧，除了教導學生注意朗

讀時不丟字、不加字和讀準字音外，更重要的是要讀出節奏，表達詩歌

的思想感情。學生對朗讀有了基本認識，到了學習第二篇《我不哭了》

時，就可以運用學過的朗讀技巧。 

 

教師運用不同層次的問題，幫助學生更深入理解課文內容，發展思

維能力。教師又指導學生演出課堂戲劇，過程中引發學生思考人物的說

話，深化學生對課文內容的理解。此外，教師也重視字詞及語文知識教

學，並把語文知識及課文內容有機結合，例如：在《我真棒》教導學生

認識和運用句式「……和……」，以及用「你真棒」向別人表示讚賞；

在《我不哭了》複習逗號、頓號，連繫朗讀節奏的訓練。 

 

 

同儕互動的分享閲讀 

圖畫書《我》的內容與課文相關，主題更見深入，引導學生認識自

己是獨一無二的，無須與別人比較。由於小一學生仍在學習閱讀的方

法，需要教師的指導，因此教學設計採取「共同閱讀，小組分享」的方

式，以多層次問題引導學生理解圖書內容，並在小組裏分享自身的體

驗，同時聆聽同學的想法。學生進行閱讀分享的安排早見於兩篇課文

教學，有助培養學生在小組裏分享個人經驗的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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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三 關懷你我他  

 

 

 

 

學校探討以中國語文科帶動其他學習領域開展跨課程閱讀，提升學

生的閱讀效能。中文科教師選取文藝性和資訊性文本，引導學生掌握不

同的閱讀策略和方法，再配合讀書會、主題閱讀等活動，讓學生體會閱

讀的樂趣。 

 

閱讀規劃採用「跨學科統整」的模式，在一至三年級以「健康人

生」為主題，各級自訂子題，期望幫助學生認識健康生活的重要，讓學

生健康成長，培養關愛別人的良好態度。 

 

二年級的子題為「關懷你我他」，中文科教師與圖書組、成長課、

英文科、數學科和常識科教師合作，透過主題閱讀、班級讀書會等活

動，增加學生的閱讀量，拓寬閱讀面。在跨學科統整周（兩周）內，各

科選取配合主題「健康人生」及子題「關懷」等學習內容，同步教學。

從下文的概念圖看，大家可以了解各科的學習重點及學習活動的配合，

讓學生在同一主題下，綜合運用不同學科的知識，促進深度閱讀，並發

展自主閱讀的能力。最後，教師以跨學科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健康校園

展繽紛」為總結，提供情境，讓學生實踐所學。 

  

                                                      
 案例由鴨脷洲街坊會學校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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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常識科、普通話科、體育科、音樂科、

視藝科、電腦科和圖書組 

級 別：小二 

主 題：關懷你我他 

課 時：11 教節 

 

 

學習重點：（限於篇幅，只列出主題閱讀、讀書會及中文科的學習重點） 

中文科 

1. 閲讀 

 學習和運用看圖聯想、朗讀、推測等閱讀策略，理解內容大意，

以及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 

 學習自主閱讀，分享閱讀所得和感想，感受閱讀的趣味 

2. 寫作 

 確定對象，使用合適的格式和用語 

 連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以構思寫作內容 

3. 説話 

 連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以構思話語，運用恰當語氣表達 

4. 品德情意 

 培養關愛家人，與人和睦共處和珍惜事物的態度 

5. 共通能力 

 培養慎思明辨和解難能力 

 

 

閲讀資源： 

 講讀課文：《黃香 蓆》、《媽媽的白髮》 

 導讀課文：《三字經》 

 主題閱讀：配合主題的圖畫書和兒童故事 

  

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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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裏的爸爸媽媽》（周銳），輯於張秋生、劉保法主編《新世紀五星

童話：紅星篇》，2001。 

 
 

 《鼠小弟盪鞦韆》（中江嘉男/文，上野紀子/圖，趙靜、文紀子/

譯），2005。 

 
 

 《白雲枕頭》（張晉霖/文，洪毅霖、張晉霖/圖），2017。 

 
 

 讀書會：閱讀和分享與關愛他人有關的圖畫書和故事書。 

 
  

小袋鼠和袋鼠媽媽對於袋鼠口袋用途的温馨對話，讓讀者既看

到媽媽對孩子的愛護，也看到小袋鼠的天真，對爸爸媽媽的敬愛與

孝順。口袋到底有甚麼用途呢？齊來翻開故事，找出答案吧！ 

爸爸、媽媽給小鳥做了一個鞦韆。大象來了，說：「我也要盪

鞦韆」。小鳥說：「大象先生，你太重了，盪不了。」然後，馬來

了，說：「我也要盪鞦韆。」小鳥說：「馬先生，你太重了，盪不

了。」之後，獅子、海獅和豬都說要來盪鞦韆，但都因為太重了，

盪不了。鼠小弟出場了，他的體形剛好，小鳥跟他一起盪鞦韆，很

開心。最後老貓也來了，卻一個人獨佔鞦韆，結果給小鳥的爸媽教

訓了一頓。對待別人，要分享還是霸道，小朋友要好好認清呢。 

小豬與小白兔本是好朋友，有一天他們吵架了。小豬氣憤地

說希望小白兔會變成一隻髒小兔，小白兔也反擊說希望小豬晚上

睡不着覺。意想不到的是，咒罵竟然成真了！小豬晚上怎麼累也

睡不着，而小白兔怎麼洗也還是黑黑髒髒的。小豬和小白兔都很

後悔。結果，小豬跟小白兔道歉，還找來白色的雲讓小白兔洗淨

身體。小白兔也將白雲做成枕頭回送給小豬，希望他一夜好眠。

朋友之間爭執總是有的，關鍵在於會否反省自己有沒有做錯，並

且願意誠心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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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
級
跨
課
程
閱
讀

 
健
康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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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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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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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閲讀教學（第一至五節）  

講讀：《黃香 蓆》、《媽媽的白髮》 

導讀：《三字經》 

具體教學流程從略 

通過課堂學習活動，

處理釋詞、理解內容

大意、段意、主旨等

學習點。 

  

  

主題閲讀（一）：《口袋裏的爸爸媽媽》（第六節）  

一、 引入  

請學生說說有沒有見過袋鼠？請見過的學生介紹袋鼠的

外形特徵。 

篇章原文見教育局

《童心童趣：兒童文

學學習單元設計示

例》，單元二。 

  

二、 發展  

1. 學生閱讀《口袋裏的爸爸媽媽》，圈出不懂的字詞。教

師鼓勵學生利用字詞的偏旁、部首推測字義。 

鼓勵學生運用曾學

的認字策略。 

2. 學生提出不會讀的字詞，在教師引導下學習新字詞的讀

音和解釋，然後朗讀故事。 

 

3. 給予朗讀回饋後，教師提問  

• 小袋鼠的口袋裝了甚麼？  

• 袋鼠媽媽告訴小袋鼠，他的口袋將來要用來做甚

麼？為甚麼？ 

 

運用聯想、想像進行

創意閱讀。 
• 最後，小袋鼠說要用這個口袋做甚麼？為甚麼？ 

• 你認為文中的主角是一隻怎樣的袋鼠？為甚麼？ 引導分析主角性格。 

• 如果你是小袋鼠，你會怎樣使用自己的口袋？為甚

麼？ 

從文本到讀者，引導

思考自身的想法。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學生再次朗讀《口袋裏的爸爸媽媽》，說說長大後，會

怎樣對待父母。 

 

2. 完成「關懷你我他」工作紙一。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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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你我他」 

工作紙一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 從《口袋裏的爸爸媽媽》一文，選擇適當的詞語填在橫線上。 

 

 

 

 

  

我採了很多      的花，插在      裏。

媽媽説我長大後，口袋還可以用來裝      。可是，

我想了一想，等      老得走不動的時候，我要把牠

們都裝進大口袋裏。 

二、 你能想到我這樣做的原因嗎？請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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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主題閲讀（二）：《鼠小弟盪鞦韆》（第七節）  

一、 引入  

1. 請學生說說與別人分享玩具的經驗。 連繫生活經驗，引發

學習興趣。 

2. 展示圖畫書《鼠小弟盪鞦韆》的封面，引導學生就封面圖

畫和書名，推測故事內容。 

運用引領思維閱讀

策略。 

  

二、 發展  

1. 師生共讀故事前半部後，教師提問  

• 大象說要盪鞦韆，小鳥怎麼說？ 

• 馬說要盪鞦韆，小鳥又怎麼說？ 

• 獅子、海獅和豬都說要來盪鞦韆，小鳥怎麼回應？ 

利用文本重複的語

句，引導學生了解情

節的發展。 

• 請學生代入小鳥的角色，用適當語氣和說話，拒絕

動物的請求。 

• 你覺得小鳥不讓大象、馬、獅子、海獅和豬一起盪

鞦韆，做得對嗎？ 

• 這些動物被小鳥拒絕後，會生氣嗎？如果你是這些

動物，你會怎樣？ 

說話訓練，加強學習

趣味。 

2. 學生續看故事後，師生一同討論 

• 為甚麼小鳥會和鼠小弟一起盪鞦韆？他們玩得高興

嗎？ 

 

• 你認為老貓的行為對嗎？如果你當時在場，你會怎

樣做？ 

• 小鳥的爸爸、媽媽怎樣教訓欺負別人的老貓？ 

在理解的基礎上訓

練學生評價主角的

行為。 

3. 學生分組討論：假設自己是老貓，聽到小鳥爸媽的話後，

你會怎樣做？ 

運用聯想、想像進行

創意閱讀。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引導學生總結本節所學： 

• 從這個故事，你學到應怎樣與人相處？ 

• 為甚麼我們都說故事中的鳥爸爸、鳥媽媽都很愛小

鳥？你的爸爸媽媽有多愛你呢？你又多愛他們呢？ 

連繫生活，應用所

學。 

2. 請學生回家完成「關懷你我他」工作紙二。  

  

  



 

222 

「關懷你我他」 

工作紙二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 《鼠小弟盪鞦韆》中，小鳥的爸爸和媽媽把鞦韆繫在翅膀

上，讓小鳥玩的是「愛的鞦韆」。試想想，爸爸、媽媽用

愛心為你做了甚麼事情。請在下面畫一畫，寫一寫。 

 
 

二、 爸爸、媽媽很愛你，你也很愛他們。請把你想向他們説的

話，寫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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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主題閲讀（三）：《白雲枕頭》（第八節）  

一、 引入  

1. 請學生說說與兄弟姐妹或他人爭吵的經驗。 配合故事主題，引導

學生分享生活經驗。 

2. 展示圖畫書《白雲枕頭》的封面，請學生就封面圖畫和

書名，推測故事內容。 

進一步運用引領思

維閱讀策略。 

  

二、 發展  

1. 師生共讀故事前半部後，教師提問 

• 小豬和小白兔為甚麼會吵架？怎樣互相咒罵？吵架

後大家的心情怎樣？ 

• 你跟別人吵架後的心情又是怎樣的？ 

 

2. 學生續看故事後，師生一同討論  

• 小白兔為甚麼變成小黑兔？  

• 見到變黑了的小白兔後，小豬睡不着。你試過睡不

着嗎？有甚麼方法可以令小豬入睡？ 

• 小豬用了甚麼方法幫助小白兔變白？ 

• 小黑兔變回原來的小白兔，他的心情會怎樣？ 

• 小白兔用白雲做的枕頭，可以讓小豬入睡嗎？ 

引導學生深入思考

角色的心理狀況。 

3. 想想小豬和小白兔再次見面時，他們會各自跟對方說甚

麼？嘗試與鄰座同學進行角色扮演。 

 

4. 抽樣邀請學生扮演小豬和小兔的對話，師生給予回饋後，

一同討論。 

• 為甚麼小豬和小白兔最後能夠和好？ 

• 和家人或同學吵架時，你說過一些傷害別人的話

嗎？如果說過，你現在有甚麼感受？ 

引導學生深入思考

故事重要情節。 

• 你試過主動承認錯誤或原諒別人嗎？有甚麼感覺，

請與同學分享。 

連繫學生生活經驗，

反思自己的行為。 

  

三、 小結及課業布置  

1. 引導學生明白主動道歉認錯、原諒別人，是與人和睦共

處的關鍵。 

 

2. 請學生回家完成「關懷你我他」工作紙三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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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你我他」 

工作紙三 

姓名：  班別：  日期：  

 

《白雲枕頭》裏的小豬和小白兔互相原諒對方，為對方着想，再

次成為好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與家人、同學或朋友吵架是難以

避免的，重要是大家應怎樣和好如初。 

 

1. 吵架時，對方説了傷害你的話，你會原諒他嗎？ 

  

 

2. 原諒別人後，你心裏有甚麼感覺？ 

  

 

3. 你試過做錯事向別人認錯嗎？心裏有甚麼感覺？ 

  

 

 

 
 

 

 

我們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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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你我他」 

工作紙四 

姓名：  班別：  日期：  

 

你會怎樣幫助他們？（可參考括號內的字詞填寫） 

 

例︰ 你會怎樣幫助他？ 

我會張開  雨傘  ， 

  遮住  這個老公公。 

 

 

1. 你會怎樣幫助他？（拾起、交給） 

我會  

 

 

2. 你會怎樣幫助他？（扶） 

我會  

 

3. 請在方格內畫圖畫， 

然後在橫線上寫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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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實用文寫作：心意卡（第九節） 

 

一、 引入  

1. 請學生分享因事曾向別人表達謝意的方法。 

2. 教師展示心意卡，請學生說說如何利用心意卡，向別人

表達心意。 

培育學生對人常懷

感恩的情意。 

  

二、 發展  

1. 利用簡報，引導學生學寫心意卡  

• 心意卡可以自行繪畫或購買現成的。  

2. 提示寫作內文的注意事項 

• 因應對象不同，用詞會略有變化。如果是寫給長

輩，收卡人稱謂前可加上表達敬意、愛意的詞語，

例如親愛的媽媽、敬愛的張老師、尊敬的李校長。 

• 寫一寫對方為你做了甚麼事，要用合適的語句表

達感謝。 

• 寫下款時，若對象是長輩，要在自己名字後加「敬

上」。 

認識寫心意卡的要

點。 

  

三、 課業布置及延伸  

1. 請學生選定感謝的對象，自行設計一張心意卡。  

2. 佳作將在下一節由同學共同評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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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關懷你我他」讀書會（第十至十一節）  

主題圖書分享會：閱讀有關「關懷他人」的圖書。  

  

1. 學生在教師提供的書目中，選取一本圖書在家中閱讀。  

2. 教師將學生分為 3 組，每組 7-8 人。在圖書館內進行小

組分享。 

課堂小組分享，讓每

個學生都有機會介

紹自己的圖書。 

3. 小組分享：先請學生 2 人一組，互相介紹圖書的內容，

包括簡單複述故事、學到甚麼知識或道理、最喜歡的書

中人物、喜歡這書的原因；然後再在小組內分享圖書。 

提供指引，幫助學生

掌握分享的重點。 

4. 全班分享：完成組內分享後，選出組代表進行公開分

享，每人用 1 至 3 分鐘，向其他同學推介最喜愛的圖

書。 

 

• 提示 1： 

選定分享內容，包括書中最有趣的人物或內容，學

到的道理等。 

 

• 提示 2： 

說話聲量要適當；先介紹自己和所看圖書，再簡述

分享內容；完成分享後要多謝同學用心聆聽。 

訓練學生公開發言

的信心和能力。 

5. 學生分享後，教師宜適時給予鼓勵和回饋，並鼓勵學生

互相交換圖書閱讀。 

 

6. 延伸閱讀：鼓勵學生課後到學校圖書館、公立圖書館借

閱與關愛家人、朋友為主題的圖書，並把書名記錄於《熊

寶寶閱讀冊》內。 

鼓勵閱讀，拓寬閱讀

面，提高閱讀能力。 

  

 

  



 

228 

 

 

校本主題，有序規劃 

 

這是一個以學校為本位的教學設計。學校在初小階段的學習主題是

「健康人生」，二年級自訂的子題是「關懷你我他」；在此題目之下，

各科組或選取合適閱讀資源、設計閱讀活動，或組織不同類型的活動，

讓學生感受別人對自己的愛護，也懂得關懷別人。 

 

中文科教師以教科書講讀課文為基礎，輔以傳統啟蒙書《三字經》

作導讀教材，然後進入主題閱讀，選取兒童故事和圖畫書作為閱讀資

源，最後以讀書會作總結。學生的閱讀方式，先由教師指導閱讀開始，

然後學習閱讀策略，為自主閱讀做好準備。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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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本閲讀，深化主題學習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除了教科書課文外，也閱讀了多種不同題材的

兒童文學作品，體現「關懷你我他」的主題。兒童故事《口袋裏的爸爸

媽媽》談論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愛，兩本圖畫書則引導學生思考如何與朋

友相處。《鼠小弟盪鞦韆》教小朋友學會分享、不要專橫霸道的同時，

還隱含父母對子女無微不至的愛護；《白雲枕頭》讓小朋友明白朋友間

爭執有時免不了，更重要的是願意主動承認錯誤、體諒與接納他人。 

 

 

多樣化的閲讀活動與閲讀策略應用 

 

主題閱讀的活動多樣化，包括分享生活經驗、小組討論、匯報和課

堂戲劇等，學生在過程中不但鞏固了語文基礎知識，同時學習並運用觀

察圖畫、推測詞義、理解文意、自由聯想、猜測情節等多元閱讀策略。

讀書會的安排讓學生可以自由閱讀書目中的圖書，嘗試自主閱讀，並與

同儕組成閱讀社群，在小組內自由交換意見，分享閱讀所得，體會閱讀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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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四 地球拯救隊  

 

 

 

 

學校安排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電腦、視藝、音樂科及圖書組

協作，以「地球拯救隊」為主題，通過多元化有趣的學習材料，配合生

活化的情境，讓學生了解環境保育的重要，鼓勵他們實踐綠色生活。 

 

教學過程中，教師運用引領思維閱讀法、已知、想知、新知(K-W-L)、

小組討論、思路追蹤、事件重演、故事改寫等策略，讓學生體會大自然

受到破壞，動物們無處容身的慘況，藉以激發學生實踐環保生活的決心。 

 

教師又引入「魚菜共生」生態系統，讓學生認識和體驗切實可行的

環保方法，並運用課文、圖書、電子書和網頁等多元化的閱讀資源，加

深學生對地球污染問題的認識，明白保護和珍惜資源的重要。教師推行

主題閱讀及讀書會，促進學生深度閱讀，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並通過

討論和分析與環保相關問題，培養學生慎思明辨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案例由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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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常識科、電腦科、視藝科、音樂科及

圖書組 

級 別：小四 

主 題：地球拯救隊 

課 時： 8 教節（主題閱讀4節；跨班讀書會2節；跨學科讀書會2節） 

 

學習重點：（限於篇幅，只列出中文科的學習重點，其他科組從略） 

中文科 

1. 閲讀 

 運用不同閱讀策略，理解內容大意，歸納主旨 

 深入理解閱讀主題，明白環保的重要，學會珍惜資源，實踐綠

色生活 

 通過讀書會深入理解作品的內容，學習與人聊書，分享閱讀樂趣 

2. 寫作 

 學習審題，選取合適的寫作素材 

 代入地球的身份，運用適當的用語給人類寫一封書信 

3. 聆聽：聽出不同話語的主要信息，感受當中的情感 

4. 説話：能扣住話題或圍繞中心，有條理地說話 

5. 品德情意：養成環保的習慣，減少製造廢物，實踐綠色生活 

 

閲讀資源： 

1. 課文：「環保小天使」單元 

 《地球媽媽生病了》 

 《大樹的自述》 

2. 圖畫書 

 《塑膠島》（李明愛/文．圖，蘇懿禎/譯），2016。 

  

設計說明 

這個五顏六色的美麗島嶼，原來是由海洋廢棄物積聚而成

的。海洋廢棄物從哪裏來？有的沿着河川，一點點流進大海；

有的是在颱風或海嘯來時，跟着大浪湧入海裏。來訪島嶼的動

物不小心把廢棄物當成食物，噩運也由此開展。這座塑膠島，

為動物們的生活帶來甚麼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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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在哪裡？》（巴胡/文．圖，林亭萱/譯），2016。 

 

3. 新聞剪報：與「塑膠污染」有關的剪報一至兩則 

4. 視頻：「九名小學生化身『走塑大使』推動沙田區走塑」（資料來源：

綠色和平 18.1.2023） 

 

5. 讀書會：橋樑書 

 《冰箱裡的企鵝》（竹下文字/文，鈴木守/圖，林文茜/譯），

2005。 

 

 《平底鍋爺爺》（神澤利子/文，堀內誠一/圖，小路/譯），2006。 

 
  

這是一本傳遞着萬語千言的無字圖畫書。翻開圖書時，或

會以為這是一場尋找大象、鸚鵡和蛇的輕鬆遊戲，讀下去卻發

現這是對大自然保育的嚴肅討論。都市開發造成森林消失。當

房子、汽車和公路取代了森林，動物的容身之處也越來越小。

大象、鸚鵡和蛇跟我有甚麼關係？現代人需要保育還是開發？

這正是作者希望讀者思考的問題。 

冰箱壞了，爸爸媽媽帶小拓到大賣場買了一個貼有企鵝

標籤的新冰箱回來，但新冰箱裏的食物經常無故消失，原來冰

箱裏住了一隻企鵝。企鵝告訴小拓，優質的冰箱都是由企鵝驅

動冷氣的。企鵝和小拓成了好朋友，還邀請他參加冰箱企鵝慶

祝大會。慶祝會裏，企鵝喝醉了，沒辦法驅動冰箱的冷氣，結

果冰箱壞了。維修後，冰箱門上的企鵝標籤不見了，企鵝從此

不再出現，冰箱裏的食物不再無故消失，小拓也少了一位好朋

友。 

平底鍋爺爺是一個全身黑漆漆的鍋子，最喜歡煎荷包蛋，

但自從媽媽買了新的煎蛋鍋，他再也沒辦法做最喜歡做的事，

於是他外出旅行。一路上，平底鍋爺爺遇見不少動物，也承受

了好些誤解。直至來到海邊，從未見過海的他，高興得跳進海

裏，展開一趟長長的海上之旅，但途中遇到海浪，被沖到小島

的沙灘上。平底鍋爺爺的命運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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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級

 
跨
課
程
閱
讀
：
地
球
拯
救
隊

 

學
習
內
容
及
重
點
：

 

1
.
學
習
分
析
數
據
；

 

2
.
學
習
手
繪
統
計
圖
。

 

活
動
：

 

配
合
常
識
科
的
魚
菜
共
生
專
題

研
習
，
處
理
及
分
析
數
據

 

學
習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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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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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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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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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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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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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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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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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育
、
「
污
染
」
等
議
題
，
學
習
關

心
社
會
時
事
，
提
高
環
保
意
識
；

 

2
. 
學
習
利
用
雅
虎
、
谷
歌
等
搜
尋
器
，
以

新
聞
標
題
來
搜
尋
環
境
保
育
的
資
料
；

 

3
. 
透
過

e
悅
讀
平
台
，
閱
讀
《
熱
帶
雨
林

拯
救
隊
》
一
書
；

 

4
. 
參
與
跟
環
境
保
育
相
關
的
主
題
閱
讀
。

 

活
動
：
主
題
閱
讀
及
書
展

 

單
元
四
「
環
保
小
天
使
」

 

學
習
重
點
：

 

1
. 
理
解
篇
章
的
內
容
大
意
和
主
旨
；

 

2
. 
連
繫
生
活
經
驗
及
已
有
知
識
，
培
養
珍

惜
地
球
資
源
的
態
度
。

 

活
動
：

 說
故
事
、
主
題
閱
讀
、
代
入
地
球
先

生
給
人
類
寫
一
封
信
、
環
保
主
題
漫

畫
設
計

 

第
二
冊
「
大
地
寶
庫
」、

第
五
冊
「
環
境
與
我
」

 

學
習
重
點
：

 
 

1
.
認
識
空
氣
污
染
、
廢
物
污
染
和
水
質
污
染
對
本

港
環
境
的
影
響
；

 

2
.
認
識
空
氣
污
染
、
廢
物
污
染
和
水
質
污
染
的
來

源
；
探
討
政
府
改
善
各
種
污
染
的
方
法
；

 

3
.
認
識
魚
菜
共
生
系
統
；

 

4
.
配
合
魚
菜
共
生
系
統
，
製
作
簡
單
的
濾
水
器
；

 

5
.
培
養
保
護
環
境
、
減
少
污
染
的
意
識
。

 

活
動
：
進
行
專
題
研
習

 

C
h

.7
 A

m
a

zi
n

g
 N

a
tu

r
e 

 

L
ea

r
n

in
g

 O
b

je
c
ti

v
e
s:

 

1
.

L
ea

rn
 v

o
ca

b
u
la

ry
 a

b
o

u
t 

d
if

fe
re

n
t 

w
il

d
 a

n
im

al
s.

 

2
.

L
ea

rn
 v

o
ca

b
u
la

ry
 a

b
o

u
t 

d
if

fe
re

n
t 

n
at

u
ra

l 
la

n
d

sc
ap

es
. 

3
.

U
se

 t
h

e 
in

te
rr

o
g

at
iv

e 
ad

v
er

b
 ‘

h
o

w
’ 

to
 a

sk
 a

b
o
u

t 
h
ei

g
h

t,
 

le
n

g
th

 a
n

d
 w

ei
g
h

t.
 

4
.

U
se

 d
if

fe
re

n
t 

su
p

er
la

ti
v

e 
ad

je
ct

iv
es

 t
o
 d

es
cr

ib
e 

n
at

u
ra

l 

fe
at

u
re

s.
 (

e.
g
. 

T
h
e 

P
ac

if
ic

 O
ce

an
 i

s 
th

e 
la

rg
es

t 
o

ce
an

 i
n
 

th
e 

w
o

rl
d
.)

 

A
ct

iv
it

y
：

 

1
.

S
tu

d
en

ts
 m

ak
e 

u
se

 o
f 

th
e 

o
n

li
n
e 

re
ad

in
g
 p

la
tf

o
rm

 “
R

az
 

K
id

s”
 a

n
d

 r
ea

d
 a

 b
o

o
k

 a
b
o
u

t 
en

v
ir

o
n
m

en
ta

l 
p

ro
te

ct
io

n
 

2
.

W
ri

te
 a

 p
er

so
n

al
 r

ec
o
u
n

t 
ab

o
u

t 
th

e 
v

is
it

 t
o
 K

ad
o
o

ri
e 

F
ar

m
 a

n
d
 B

o
ta

n
ic

 G
ar

d
en

 (
In

d
iv

id
u

al
 W

o
rk

) 

學
習
內
容
及
重
點
：
 

透
過
歌
唱
《
插
秧
忙
》，

理
解
農
民
的
耕
種
生
活
，

從
而
學
習
珍
惜
食
物
和
愛
護
大
自
然
。
 

活
動
：
 運

用
基
本
歌
唱
技
巧
演
唱
《
插
秧
忙
》

 

學
習
目
標
：
 


中
文
科
連
繫
不
同
學
習
領
域
的
學
習
內
容
，
讓
學
生
學
習
環
境
保
育
的
重
要
，
培
養

綠
色
生
活
的
習
慣
；
 


通
過
常
識
科
認
識
魚
菜
共
生
系
統
，
了
解
環
保
種
植
；
認
識
濾
水
的
過
程
，
培
養
珍

惜
食
水
，
保
護
環
境
的
態
度
；
 


透
過
主
題
閱
讀
及
讀
書
會
，
運
用
所
學
的
閱
讀
策
略
，
閱
讀
與
瀏
覽
跟
保
護
環
境
、

愛
惜
地
球
資
源
的
書
籍
及
網
頁
，
學
習
實
踐
綠
色
生
活
的
方
法
；

 


通
過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
參
觀
濾
水
廠
及
嘉
道
理
農
場
，
發
展
學
生
的
協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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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和
自
我
管
理
等
共
通
能
力
。
 

單
元
四
的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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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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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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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球
媽
媽
生
病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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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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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 

2
.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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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下
灣
親
子
生
態
之
旅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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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
「
保
護
極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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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問
李
樂
詩
博
士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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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畫
書
：
《
塑
膠
島
》
、
《
大
象
在
哪
裡
》

 

5
.

橋
樑
書
：
《
冰
箱
裡
的
企
鵝
》
、
《
平
底
鍋
爺
爺
》 

第
二
冊
「
大
地
寶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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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單
元
一
《
水
的
世
界
》

 

2
.

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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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妙
的
空
氣
》

 

第
五
冊
「
環
境
與
我
」：

 

3
.

單
元
二
《
共
建
美
好
環
境
》 

4
.

閱
讀
濾
水
廠
單
張

 

主
題
：
 

地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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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中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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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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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科

 

音
樂
科

 

視
藝
科

 

圖
書
組

 

數
學
科

 
電
腦
科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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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閲讀教學  

課文《地球媽媽生病了》、《大樹的自述》（流程從略）  

  

主題閲讀：圖畫書《塑膠島》（第一、二節）  

課前預習：完成中文科《塑膠島》預習工作紙。  

  

一、 引入  

展示《塑膠島》的封面，請學生仔細觀察，推測圖書內

容、主角是誰、並說說對封面色調的感覺等。 

應用引領思維閱讀

策略，有根據地推測

故事內容。 

  

二、 發展  

1. 共同閱讀頁 1 至 15，請學生說說 

• 為甚麼海上有這麼多「五顏六色的東西」？ 

• 細看頁 7 至 8 的圖畫，哪些東西是被捲進海裏去

的？ 

• 為甚麼海鳥的朋友「全都大吃一驚」？ 

• 塑膠怎樣改變島上動物的生活？ 

• 這對牠們有甚麼影響？ 

 

2. 深入理解故事  

• 重讀頁 1 至 15，從「海鳥」的角度分組演繹故事。 

• 學生演繹後，請說說如果自己是島上的動物，會喜

歡這地方嗎？為甚麼？ 

代入角色，深入理解

故事內容。 

3. 閱讀頁 16 至 19，學生在小組內交流意見。  

• 「塑膠島」是自然生成的嗎？你認為世界上真的有

塑膠島嗎？為甚麼？ 

• 為甚麼只有部分人會試着清理島上的塑膠？ 

• 你從這個故事有何體會？明白到甚麼道理？ 

• 故事中誰是受害者？人類也是受害者嗎？ 

請學生留意封面與

蝴蝶頁的島嶼有甚

麼不同。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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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4. 延伸思考  

• 展示颱風「山竹」襲港後的圖片，尤其是大量垃圾飄

浮或沖到岸邊。請學生說說這樣的情況跟《塑膠島》

描繪的情景相似嗎？為甚麼會這樣？可以怎樣避免

再發生？ 

• 分享與「塑膠污染」有關的新聞；請學生想想：地球

現在已被塑膠垃圾淹沒，長此下去，地球會怎樣？

我們可以怎樣做？ 

連繫生活，比較圖書

故事與現實情況，深

入思考環境保育問

題。 

  

三、 小結  

綜合學生對圖書和以上資訊發表的意見，引導他們說出

環保的重要和迫切性，並鼓勵他們身體力行，實踐綠色

生活。 

 

  

四、 延伸學習  

請學生觀看本地減塑資訊，如「九名小學生化身『走塑大

使』推動沙田區走塑」或其他相關短片，然後請他們嘗試

訂定個人生活上的「減塑」目標和行動。 

價值觀教育：把環保

的理念轉化為實踐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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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拯救隊 

《塑膠島》 預習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 閲讀策略「已知．想知．新知」(K-W-L) 

 

 

 

 

我的任務： 在閲讀前填寫下表。 

已知：我知道些甚麼？ 

想知：我想學些甚麼？ 

一、 甚麼是「地球拯救隊」？為甚麼我們需要「地球拯救隊」？ 

  

  

 

二、 就你對「地球拯救隊」的了解，續寫以下段落 

（提示：運用常識科、英文科、音樂科曾學過有關「保育地球」

的知識，可以重温課本、筆記或上網再看看。） 

對於「地球拯救隊」，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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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閲讀策略——想知： 

將要閲讀《塑膠島》這本書，你期望從中學到甚麼呢？ 

你認為這本圖畫書與「地球拯救隊」有甚麼關係？ 

 
 

 

（三）知多一點點： 

瀏覽「香港地球之友」網頁，了解現時香港塑膠污染的情況。 

https://www.foe.org.hk/ （資料來源：香港地球之友 18.1.2023） 

 

看過相關網頁，我對「拯救地球」有以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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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主題閲讀：圖畫書《大象在哪裡？》（第三、四節）  

一、 引入  

展示圖書《大象在哪裡？》的封面，請學生觀察和推測

故事的內容。 

引領思維閱讀策略。 

  

二、 發展  

1. 學生自讀《大象在哪裡？》，運用六何法，一邊閱讀，

一邊從圖畫書中找線索，回答課堂工作紙的問題。 

自主閱讀：尋找閱讀

線索，自行解答問題。 

2. 共同訂正工作紙，並請學生說說 

• 為甚麼大象、鸚鵡和蛇會被關進動物園？ 

 

• 擠在籠子裏的動物，會有甚麼話想跟人類說？ 

• 這次大象、鸚鵡和蛇很幸運，能夠找到新的棲息地

方居住，但牠們可以一直安居嗎？為甚麼？ 

• 你從故事中有何體會？明白了甚麼道理？ 

• 為甚麼作者要寫這本書？他想帶給人們甚麼信息？ 

請學生代入大象、

蛇、鸚鵡的角色，體

會牠們的感受，為動

物發聲。 

3. 課堂戲劇：分組演出《大象在哪裡？》  

• 學生 4 人一組，分別扮演樹林、大象、蛇和鸚鵡，

演繹樹林消失後，面對居所、生活轉變等困難和想

法。 

 

• 各組演出後，學生互評，選出最佳演繹組別。 

• 學生各自寫出對地球、雨林的展望或祝願。 

從文本到讀者，深入

反思。 

4. 閱讀聯想  

• 讀完故事，你想到與故事相關的詞語嗎？試寫下

來，越多越好。 

• 教師板書學生想到的字詞，並按詞性分列。 

視覺化閱讀：從圖像

聯想文字。 

  

三、 總結  

引導學生思考和回答以下問題，綜合所學。 

1. 看了這本圖書，大家學到了甚麼？ 

2. 為甚麼這本書的作者不在圖畫中加上文字？ 

3. 你認為無字圖畫書好看嗎？它有甚麼特點？ 

引導學生明白無字

圖畫書的特點：為讀

者提供很大的想像

空間，而且每人的想

法可以各有不同。 
  

四、 延伸閲讀  

1. 能力一般的學生可借閱巴胡的《海星在哪裡？》  

2. 能力較佳的學生要比較《塑膠島》和《大象在哪裡？》

兩書的異同，完成「比較閱讀」工作紙。 

自主閱讀，又或閱讀

不同文本，分析異同。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7%B4%E8%83%A1/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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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拯救隊 

《大象在哪裡？》 課堂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以六何法尋找故事的線索，解答問題。 

六何法 問題 線索解碼 

何人 • 主角是誰？還有哪些

角色？ 
 

何時 • 故事在甚麼時候發

生？ 
 

何地 • 牠們住在哪裏？這個

地方有甚麼特別？ 
 

何事 • 開始的時候，動物在做

甚麼呢？寫下他們當

時心情的相關詞語。 

• 後來又發生了甚麼

事？ 

 

何故 • 為甚麼三隻動物會被

關在籠子裏？ 

• 為甚麼人類將三隻動

物放在動物園裏？ 

 

如何 • 最後，大象、鸚鵡和蛇

怎樣做？ 

• 牠們為甚麼能夠逃離

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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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拯救隊 

「比較閲讀」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細閲《塑膠島》和《大象在哪裡？》，完成下表。 

 

比較焦點 思考問題 《塑膠島》 《大象在哪裡？》 

人物 主角是誰？   

地點 牠們住在哪裏？   

事情 牠們居住的地方出

現了甚麼問題？ 

  

原因 為甚麼牠們被困

着？ 

  

結果 這些動物的結局都

一樣嗎？ 

  

* 再想一想：這兩個

故事結局真的不同

嗎？ 

 

時間 * 書中沒有提及故事

發生的時間，你認

為這兩個故事會在

何時發生呢？ 

  

 

* 挑戰題 

 
  



 

244 

教學步驟 說明 
  

跨班讀書會（第五、六節）  

課前閲讀安排  

1. 中文科教師先在課堂上分別跟四甲班共讀《平底鍋爺

爺》，與四乙班共讀《冰箱裡的企鵝》兩本圖書的頭數

頁，引起閱讀興趣。 

 

2. 學生回家閱讀《平底鍋爺爺》或《冰箱裡的企鵝》全書；

請他們邊閱讀，邊按參考資料一和二的提示，思考相關

問題，並嘗試完成工作紙三。 

提供閱讀指引，鼓勵

自主閱讀，把握故事

結構特點。 

  

一、 課堂讀書會（聊書步驟）  

1. 教師先與本班學生簡單扼要討論圖書內容。  

2. 跨班分組：安排甲班 1 至 13 號學生及乙班 14 至 27 號

學生，一同到四甲課室進行讀書會；另外的學生到四乙

班聊書。 

伙伴共讀和聊書。 

3. 甲乙班學生二人一組，按工作紙三內容分享：甲班學生

先分享閱讀《平底鍋爺爺》所得，乙班學生可以提問；然

後到乙班學生分享《冰箱裡的企鵝》，甲班學生提問。 

 

4. 甲、乙班學生交換圖書，回家繼續閱讀。  

  

二、 延伸學習（因應學生能力安排）  

1. 寫作練習 

• 以地球的身份給人類寫一封信，訴說目前的處境，

請人類要好好愛惜自己，讓自己繼續生存下去。 

因應學生能力安排

情境寫作、漫畫或攝

影創作，照顧學生的

多樣性。 

2. 中文科、視藝科協作 

• 繪畫四格至六格漫畫，帶出地球正在面對的問題，

提出解決方法，並勸告人類要愛惜地球的資源；或 

• 拍一張照片，並給地球寫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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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一：《平底鍋爺爺》 

 

請邊閱讀圖書，邊思考和解答以下問題。 

頁數 問題 

1-19 • 平底鍋爺爺為甚麼傷心掉眼淚？ 

• 平底鍋爺爺是怎樣的鍋子？他為甚麼想去旅行？ 

• 豹把平底鍋看成甚麼？豹夫妻起了怎樣的爭執？ 

20-33 • 猴子把平底鍋爺爺看成甚麼？他怎麼逃離猴子家族？ 

• 看到鴕鳥，平底鍋爺爺想到甚麼？為甚麼？ 

• 鴕鳥有沒有答應平底鍋爺爺的要求？為甚麼？ 

• 鴕鳥怎樣對待他？ 

34-42 • 小駱駝為甚麼一直哭個不停？ 

• 平底鍋爺爺用甚麼方法讓小駱駝不哭？ 

43-53 • 走過沙漠，平底鍋爺爺又到了哪裏？ 

• 小魚群把平底鍋爺爺看成了甚麼？為甚麼？ 

54-67 • 暴風雨來時，平底鍋爺爺怎樣幫助小鳥？ 

68-75 • 為甚麼平底鍋爺爺的手柄被弄彎？ 

• 為甚麼平底鍋爺爺後來到了沙灘？ 

76-90 • 平底鍋爺爺躺在沙灘上時，心裏想的是甚麼？ 

• 小鳥為甚麼會幫助平底鍋爺爺？牠們怎樣幫助他？ 

• 小鳥給平底鍋爺爺怎樣的温暖？ 

• 平底鍋爺爺喜歡現在的生活嗎？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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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二：《冰箱裡的企鵝》 

 

請邊閱讀圖書，邊思考和解答以下問題。 

頁數 思考問題 

4-8 • 媽媽看到哪家電器行有打折？  

• 媽媽常用哪句話說明冰箱已經很舊了？ 

8-17 • 大賣場角落的冰箱，有甚麼標籤？ 

• 媽媽為甚麼選擇這臺冰箱？ 

19-27 • 小拓希望在冰箱裏冰些甚麼東西？ 

• 為甚麼小拓覺得冰箱有點古怪？ 

28-44 • 小拓和企鵝的祕密約定是甚麼？ 

• 如果你和朋友的祕密會讓家人不開心，你會怎樣做？ 

45-53 • 甚麼時候小拓容易遇到企鵝？ 

• 小拓為企鵝做了甚麼事？為甚麼他要這樣做？ 

53-63 • 為甚麼企鵝覺得冬天是最好的季節？ 

• 如果你是小拓，被吸進冰箱時，你會怎麼做？ 

64-73 • 「咻咻空隆空隆」是甚麼機器發出來的聲音？ 

• 小拓參加冰箱慶祝大會的心情應該是怎樣的？ 

74-90 • 你覺得哪句企鵝抱怨的話最有道理？為甚麼？ 

91-98 • 小拓認為冰箱故障的原因是甚麼？ 

• 冰箱被搬走時，你猜小拓的心情是怎樣的？  

99-105 • 小拓發現新冰箱有甚麼不一樣？ 

• 小拓想找回企鵝嗎？請從書中找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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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拯救隊 

跨班讀書會 工作紙三 

姓名：  班別：  日期：  

 

（一） 以「故事結構方式」記下《平底鍋爺爺》或《冰箱裡的企鵝》的內

容重點，以便稍後跟同學分享閲讀所得。 

故事結構 《平底鍋爺爺》 / 《冰箱裡的企鵝》* 

主要角色  

在何時發生  

在哪裏發生 

（可多於一個地方） 
 

發生了甚麼事 

（略述事情的原因

及經過，不須提及結

果，讓同學稍後自行

閲讀） 

 

我最喜歡/感覺最有

趣/認為最不可思議

的情節及原因（自選

一項） 

 

* 請圈出你閲讀的圖書 

 

（二） 分享《平底鍋爺爺》時，除以上的重點外，也可參考以下題目。 

 如果你是平底鍋爺爺，你想在旅程中遇到甚麼動物？為甚

麼？ 

 在現實生活中平底鍋會旅行嗎？平底鍋去旅行其實是代表甚

麼意思？ 
 

（三） 分享《冰箱裡的企鵝》時，除以上的重點外，也可參考以下題目。 

 如果你是小拓，發現企鵝時，最想對牠説甚麼？ 

 如果我們的電冰箱真的由企鵝運轉，大家的生活會不一樣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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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跨學科讀書會（第七、八節）  

中文科、常識科、視藝科、電腦科和圖書組協作  

  

課前閲讀安排  

學生借閱與主題「地球拯救隊」相關的圖書，在家先行閱讀。 自主閱讀。 

  

一、 讀書會  

1. 學生 3 至 4 人 1 組，就已閱讀圖書，輪流分享閱讀所得；

可按以下提示說說保護地球的方法，分組聊書。 

• 人類做了甚麼令地球患病？哪是甚麼病？ 

• 我們要怎樣做才能減輕地球的病情？ 

• 作為小學生，可以用哪些方法保育環境？ 

小組分享閱讀。 

2. 抽樣邀請學生匯報聊書所得。  

3. 師生給予回饋或提問。  

  

二、 延伸活動  

1. 任務一：送給地球的禮物——我的拯救行動  

• 參考以下網頁，小組商議選取其中一個點子，設計

新的行動方案，鼓勵同學關愛地球，減少污染，珍

惜資源，保護環境。 

參考網頁： 

「10 個真正愛地球的好點子」 

（資料來源：健康雜誌 18.1.2023） 

實踐活動。 

2. 任務二（由中文科與電腦科、常識科協作） 

• 應用電腦科所學，嘗試製造清理垃圾的機械人。 

• 配合常識科所學，利用魚菜共生系統，學習環保種

植，或嘗試製作濾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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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為本的跨學科統整設計 

學校採用跨學科統整模式，以「地球拯救隊」為主題，透過中文、

常識、英文、電腦、視藝、音樂、數學科及圖書組的協作，配合全方位

學習，讓學生通過多元學習活動深入認識環境保育的重要和迫切性。此

教學設計以閱讀為核心，結合各科的閱讀資源，為學生提供課文、圖畫

書、橋樑書、視頻、新聞、網頁、單張、圖表、歌詞等多類型的閱讀材

料，作為開展多元學習活動的知識基礎與準備。 

 

跨學科統整模式的特點是各科既有本科的學習重點，又緊扣學習

主題，達成共同的研習目標。統整架構下有幾個學科擔當較為吃重的

角色，這些學科之間的聯繫密切： 

(1) 各主要學科均布置實踐與體驗活動，幫助學生應用從閱讀中學到的

知識與技能。 

(2) 中文科與圖書組為主題學習提供大量閱讀資源、組織閱讀活動，深

化學生對環境保育的關注。 

(3) 中文科同時鞏固閱讀策略的運用，提升學生在各學科的閱讀表現。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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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識科通過全方位學習連繫生活，參觀濾水廠、嘉道理農場，認識

各方面保護環境的工作，並親身進行科學探究，體驗「魚菜共生」

系統的操作，參與環保種植，製作濾水器，然後完成專題研習。學

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從理念認知、知識建構、操作體驗到價值觀

的確立，學習內容環環相扣，逐層深入，而且學習方式多樣化，能

提高學習興趣，廣泛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紅字：實踐與體驗活動 

知、情、趣兼備的中文科閲讀規劃 

中文科的閱讀規劃具層次，先從課文導入，然後共讀主題相同但風

格各異的圖畫書《塑膠島》和《大象在哪裡？》。《塑膠島》全書以灰褐

色的圖畫為主體，配合故事描述大量塑膠破壞環境帶來的絕望。《大象

在哪裡？》是無字圖畫書，全書色彩鮮明，充滿生氣，也跟動物主角最

終可以逃離牢籠的情節呼應。教師巧妙引導學生思考《大象在哪裡？》

的美好結局是否真的可以持續，讓學生明白保護環境要有所成，需要各

方齊心協力，持續做好保育的工作。 

師生共讀的課堂豐富了學生的環保知識，也指導學生認識和運用

「K-W-L」、引領思維閱讀等策略，深入理解圖畫書的內容，歸納主題

思想，幫助他們在「跨班讀書會」做好個人閱讀橋樑書《冰箱裡的企鵝》

及《平底鍋爺爺》的準備。對能力較高的學生來說，兩本橋樑書的難度

不算太高，教師安排二人一組進行跨班讀書會，結合導引的分享問題，

既可以深化思考，也可以增加閱讀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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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的「跨學科讀書會」亦以小組形式進行，學生可以從教師推介

的圖書中，配合「地球拯救隊」主題，就有關污染、環境及生態保育、能

源問題等課題，自由選取合適的作品閱讀，然後在小組內參考教師的指

引分享閱讀所得。「跨學科讀書會」給予學生很大的自主性，讓學生學

習如何選書、如何按閱讀要求摘取重點，以及如何整理閱讀所得。 

 

在中文科的閱讀規劃架構下，學生閱讀的材料多樣化，並且經歷多

種閱讀方式：教師導引、個人閱讀、伙伴閱讀及小組分享，體現協同學

習與自主學習；過程中又能分享閱讀的趣味，拓寬視野，建構知識，學

會反思生活、培養正確價值觀和態度；課業樣本所見，學生經歷了一次

知識、情意與趣味兼備的學習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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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樣本︰ 

送給地球的禮物—— 

我的拯救行動 

課業樣本︰專題研習「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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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五 放眼世界看文化  

 

 

 

 

學校近年的關注事項為正向教育，課程組以「CRT 體驗式主題學

習」配合學校的發展方向，以品德培育為主軸，培養學生成為好孩子和

世界公民。「CRT 體驗式主題學習」讓學生在特設的情境(Context)下扮

演某一個角色(Role)，完成教師安排的學習任務(Task)，並帶着明確的目

標學習，迎接各項任務的挑戰。「CRT 體驗式主題學習」打破學科的界

限，採用各式各樣的閱讀材料，學生也可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結合生

活知識，活學活用，以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學生從體驗學習中主動反

思，運用閱讀資源進行探究，培養自主探究、自我監控的意識。 

 

三年級的主題為「放眼世界看文化」，學生化身成一位文化導賞

員，透過參與認識不同族裔的講座、異國文化攤位遊戲、品嚐世界食

品等活動，以不同角度深入了解世界各地文化，並展示香港最具特色

的事物，而學生的終極任務是綜合運用聽說讀寫的能力，發揮創意思

維，設計一個推廣本地文化的寶盒。 

 

教師設計不同情境，引導學生閱讀配合主題的各類型材料，包括報

章、電子書、視聽資訊和科普圖書等，協助她們進一步探究各地的文化

特色。學生運用合適的閱讀策略，理解、篩選及分析閱讀材料，透過多

元化閱讀資源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發展語文和高階思維能力。 

 

  

                                                      
 案例由嘉諾撒聖心學校提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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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跨學科 

級 別：小三 

主 題：放眼世界看文化 

課 時：於活動周內連續 4 個上課天舉行 

 

 

學習重點： 

1. 運用閱讀策略篩選及分析閱讀材料 

2. 運用閱讀資源進行社會文化探究 

3. 加深對世界不同族群和文化的認識 

4. 尊重、欣賞、包容世界不同的族群和文化 

 

閲讀資源： 

1. 新聞剪報 

2. 視聽資訊短片：「世界零距離」 

3. 推薦書目： 

 《不一樣的分享日》（電子版）（林秀兒/文，楊麗玲/圖）。 

 
 

  

設計說明 

小蓮的媽媽從越南嫁到台灣。小蓮總覺得自己的媽媽跟別

人的不一樣，很擔心她在親子分享會上會出洋相。媽媽了解過

小蓮班裏原來也有一些從外地移居的家長，所以她當天穿上越

南民族服裝，帶備越南點心到學校分享，結果大受歡迎。小蓮

發覺因為「不一樣」，大家才能認識和欣賞到其他地方的多元

文化；因為不一樣，所以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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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泰莎．史垂克蘭德、凱特．

德帕爾馬/文，大衛．狄恩/圖，李貞慧/譯），2017。 

 
 

 《請到我的家鄉來》（林海音/文，鄭明進/圖），2012。 

 
 

  

每個小孩都有自己的故事。這世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

生活方式，用餐的習慣、運用的語言都不同。還有，眼睛、頭

髮、皮膚的顏色，你我也不一樣。不過我們都會看書、都會跳

舞、都會玩耍……如此看來，不同中又有相同。人與人之間的

差異有時會造成誤解，而誤解可能帶來隔閡，甚至更大的傷

害。讓孩子明白自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學習帶着正面的能量

面對一切，就可以擁有積極的人生，面對將來一切的挑戰，實

踐理想，甚至成為領導未來的主人翁。 

這是一本兼具文學美感、地理知識、藝術眼光的知性圖畫

書。作者從亞洲、歐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選一

些國家，以第一身角度，介紹自己國家的地理位置、飲食習慣

和特殊的風土民情。本書還配上繪者用水彩、拼貼、粉蠟筆和

油蠟筆親自繪製的兒童畫，以及他珍藏的當地郵票。所以，每

一頁都是文學、知識與美學的完美呈現，是兒童認識世界、建

立國際視野的入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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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活動前準備  

1. 請學生分享不同國家或地方的見聞。 教師引導學生認識

課題。 

2. 教師簡介研習任務 

• 說明是次活動的要求，並提示學生在特定環節需自

訂學習目標。 

• 派發校本編訂的「放眼世界看文化」活動資料冊。 

 

  

  

第一天 導入活動：天下一家  

1. 認識異地文化 

• 瀏覽網頁：認識不同國家或地方的生活文化。 

• 小組討論：香港生活文化與其他國家或城市的異同。 

認識並學習尊重不

同地方的文化。 

2. 大世界．小趣聞 

• 觀看電視節目「世界零距離」，了解不丹、巴西、瓦

努阿圖、立陶宛、湯加各地的趣聞。 

• 就節目介紹的各地趣聞，如：服飾、交通工具、身體

語言、防止違例泊車的方法等，請同學為香港小學

生設計類似的物品、動作或語言。 

從趣聞開始，認識文

化存在差異。 

3. 全世界，你好！  

• 運用網上翻譯工具，將一段問候語或祝福語翻譯成

另一個國家的語言，並記錄下來。 

• 學說該國語言，嘗試簡單自我介紹。 

跨語文探究，明白雖

然不同民族的語文

有別，但同樣可以互

相溝通交流。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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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二天 體驗活動：族群全接觸  

1. 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專題講座：認識不同族裔 

• 出席講座後，學生利用活動資料冊中「我的發現」，

記下相關事項，整理講座所得。 

通過主題講座，進一

步探究主題，發現新

知。 

 

主題內容 我的發現 

國家 

我認識了這些國家的國旗（繪圖及填色）： 

 

 

語言 

我學會了這個地方的問候語： 

 

 

飲食 

我對這個民族的食物感興趣： 

（味道/外形/食法怎樣？） 

 

 

服飾 

這個民族的服飾很      ： 

（描述特別之處/你欣賞的地方） 

 

 

節日 

這個民族有哪些特別的節日： 

 

 

人物 

屬於這民族的香港知名人士有： 

（試列舉一些例子） 

 

 
 

 

 

2. 互動攤位遊戲體驗  

• 透過試穿民族服裝、猜猜外文祝福語等攤位遊戲，

增加學生對不同民族文化的認識。 

透過活動，加深對其

他民族文化的認識。 

3. 延伸閱讀任務  

• 除了從「閱讀資源」的推薦書目中，選擇一本圖書閱

讀外，也鼓勵學生嘗試上網或用其他方式，尋找不

同國家或民族的有趣事物。 

運用不同方式進一

步探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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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說明 
  

第三天 實踐活動：設計本地特色文化寶盒  

1. 學生化身文化導賞員的職前預備工作 

• 教師請小組自選香港一個具本地特色的地方，搜集

相關資料，設計一個文化寶盒，以便擔任文化導賞

員時，向外地旅客介紹本港的獨特文化，讓他們記

住香港的特色。 

• 提示：先想想外地遊客對甚麼地方最感興趣？文化

寶盒的設計特色？你會怎樣向遊客簡介本港的獨特

文化？ 

 

2. 設計本地特色文化寶盒  

• 小組協商選定具特色的香港地區、街道、建築物等，

並分工搜集資料。 

• 搜集和篩選資料後，可先畫出文化寶盒的草圖，再

想想用甚麼物料美化寶盒。 

學生按自訂文化寶

盒的主題，選取和搜

尋資料以進行研習。 

3. 「特色文化寶盒」匯報及評選  

• 學生展示所設計的文化寶盒，用 2 至 3 分鐘介紹寶

盒所包含的本地文化特色。 

• 由同學投票選出最喜愛的文化寶盒，教師給予回饋。 

請學生留心聆聽匯

報，最後互評選出最

佳的寶盒。 

  

  

第四天 分享活動：舌尖上的世界  

1. 味蕾環遊世界——異國料理齊共享 / 異國零食齊體驗 

• 學生記錄曾經嘗試過不同民族的美食，並從網上搜

尋食物的資料；或 

• 品嘗不同國家的小食，比較不同民族的小食特色。 

自主搜尋及整理資

料。 

2. 延伸自學任務——品味小廚神 

• 自選其中一個國家的菜色或小食，尋找製作材料和

製作步驟，認識別國食材，體驗煮食過程。 

自選閱讀材料，豐富

飲食文化的知識。 

3. 完成學習評估和反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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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議題，跨越學科界限 

學校選了一個關於社會文化探究的課題「放眼世界看文化」。通過

體驗活動，引導學生認識世界上有多元種族，學習尊重、欣賞和包容不

同文化，建立族群平等的價值觀，營造共融和諧的正面社會氛圍。教師

幫助學生建構宏觀視野、培養人文關懷的同時，又安排學生進行實踐活

動，設計文化寶盒，引導學生認識香港的文化特色，並以分享各地美食

作結。 

 

 

「放眼世界看文化」以活

動為導向，以情境(Context)、

角色(Role)、任務(Task)建構主

題，強調學生從體驗中學習，

並從體驗中反思。教學設計的

目標是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

值觀，而價值觀的確立須以知

識為基礎，通過大量閱讀，學

生學會基於事實表達意見。 

此教學設計另一個特點是把學科融入學習過程，跨越學科的界限，

但學生又須在過程中應用不同學科的知識與技能，以完成學習任務。  

觀察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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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閲讀資源，學生自主學習 

教學設計把閱讀融入學習活動之中，讓學生在真實的學習過程中進

行大量閱讀。閱讀資源類型多樣化，包括紙本圖書和電子圖書等文學作

品，另有新聞剪報、電視資訊節目、網絡資訊、視訊、展品設計與說明等

不同學習材料。閱讀資源有教師提供的，也有學生自行搜集的。 

主題研習由教師引導開始，包括講解活動目的和要求、提供閱讀材

料、設計學習情境等，學生按教師指引參與討論、分析新聞資訊、自選

圖畫書深化對主題的認識，既是在教師規劃之下學習，同時又體現自主

學習的特點。直到實踐活動展開，學生為設計文化寶盒訂立閱讀目標、

選取閱讀資源，又運用閱讀策略篩選及分析閱讀材料，學生已成為學習

的主導者。 

 

 

從學生課業和家長的回饋樣本可見，此教學設計能促進學生自主學

習，並啟發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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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在「全世界，你好！」活動中，將對話翻譯成不同國家的語文。 

日文 

 

希臘文 

 

 

 

2. 文化寶盒：昂坪 360 與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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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味蕾環遊世界——異國料理齊共享 

  
 

 

 
 

家長回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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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閲讀資源推介 

（教育局資源） 

 

1.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小學中國語文課程學與教資源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resources/primary/lang/curriculum-materials.html 

 通學匯思：跨課程閱讀資源套（理念篇）（書冊及單張） 

 通學匯思：跨課程閱讀資源套（實踐篇） 

 主題閱讀：童書童年 1：情感教育（關愛他人） 

 主題閱讀：童書童年 2：情感教育（人與自然） 

 手不釋卷：小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書籍目錄 

 親子閱讀動起來：家長導航（書冊及單張） 

 童書學與教資源套：童書閱讀與欣賞 

 童書學與教資源套：童書教學的理念與方法 

 童書學與教資源套：童書教學設計示例 

 

 

2. 教育局：教育多媒體 

閱讀推廣系列節目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

tasks/reading-to-learn/resource-packages/Lifelong-Love-of-

Reading-Video-Series/index.html 

 

 喜閱一生（校園氛圍篇） 

 喜閱一生（共享閱讀樂） 

 喜閱一生（名人好書推介） 

 

3. 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 

https://www.hkedcity.net/edbosp/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primary/lang/curriculum-materials.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primary/lang/curriculum-materials.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resource-packages/Lifelong-Love-of-Reading-Video-Serie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resource-packages/Lifelong-Love-of-Reading-Video-Serie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resource-packages/Lifelong-Love-of-Reading-Video-Series/index.html
https://www.hkedcity.net/edbo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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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局：從閱讀中學習 / 跨課程閱讀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

tasks/reading-to-learn/index.html 

 

 

 

 

 

5. 教育局：學校圖書館服務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

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sch-lib-services/index.html 

 

 

 

 

 

6. 教育局：跨課程閱讀（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小學及中學書目舉隅）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

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reading-across-

curriculum/index.html 

 

 

 

 

 

7. 教育局：主題閱讀——建議書目 

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健康生活、 

價值觀教育、STEAM 教育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

to-learn/curriculum-related-reading-resources/theme-based-

reading/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sch-lib-service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sch-lib-service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reading-across-curriculum/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reading-across-curriculum/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reading-across-curriculum/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curriculum-related-reading-resources/theme-based-reading/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curriculum-related-reading-resources/theme-based-reading/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curriculum-related-reading-resources/theme-based-reading/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