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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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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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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