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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語文素養

• 開放學習材料，重視經典閱讀

• 拓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

提升閱讀深度

• 配合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

提升語文學與教的成效

• 進一步加強評估促進學習的作用

• 照顧學生學習語文的多樣性

• ……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發展方向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
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



• 以學生為主角，促進自主學習

• 建基現有優勢，掌握學生已有知識

• 以讀寫聽說能力為主導，綜合訓練，一材多用

• 積累語料，培養語感

• 課業均衡而多元化，拓寬語文學習

• 善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與教

•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 拓寬語文學習空間，提供豐富多采的語文學習經歷

學與教主導原則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2017)



• 基本原則

• 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風格和需要

• 讓學生各展所長，發揮學習優勢

• 提供解決學習困難的協助

• 拔尖補底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並非指縮窄學生在能力及表現的差異，而是讓所有

學生都能夠盡己所能學習並做到最好，運用適當的策略，幫助每個學

生識別及發揮自身長處，從而提高學習成效，取得進步。



• 透過持續的進展性評估，了解學生興趣和強、弱項

• 改變教學方法、提問技巧，以及所提供支援的程度

• 採用多種展示方式，以照顧不同的學習風格

• 使用電子學習工具及資源，拓寬學習空間，豐富學習經歷

• 採取合作學習方式

• 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保持學生的學習興趣，發展多元智

能和共通能力

• 引導學生訂立有一定挑戰性而又能夠達至的合理目標，為

他們提供實現和體驗成功的機會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的教學策略



• 配合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提升語文學與教的成效

• 配合適當的教學策略，善用不同的學習平台、應用程式、

移動學習工具或網上資源

• 學生可隨時隨地進行學習，並按個人興趣及學習進度獲取

知識、分享心得或鞏固學習成果

• 促進獨立、自主學習，提升語文學習成效

善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與教



•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 加強課堂上的互動性

• 即時呈現學生學習成果

• 學生學習更自主

• 拓寬學生學習空間，從課內延伸至課外

•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應用資訊科技進行中國語文教學的優勢



照顧學習多樣性︰
善用資訊科技促進中國語文學習

顧倩彤老師
電郵地址

◇ kst@app.hktlc.edu.hk



發展歷程

起步：
加強互動
提升學習興趣

發展：
訓練高階思維
加強自主學習

成熟：
整合資源
靈活運用



起步：翻轉課室
中四 (2015-16)
學生能力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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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原因

● 因應課程加入「指定篇章」

● 照顧學生學習特性：

○ 學習動機較低

○ 基礎知識較弱

○ 學習自信較低

● 改變目的

● 建立互動的中文課堂

● 提升學生的語文學習興趣



課前

‒ 將解說基礎知識的部分錄成短片，上載
至網上平台讓學生於家中預習

課堂內

‒ 深入理解篇章主題，分析篇章特色

讀文教學



課前

預習

- 觀看影片︰
• 掌握字詞解釋及基本文意
• 認識篇章運用的修辭技巧、寫作手法，例如對仗

- 回答預習問題
• 題目以選擇題或短答形式，提問篇章背景或學生已有

知識，例如：
 本詩屬於哪種詩體？
 試列出本詩的韻腳。
 試從詩中找出點題字句。（描寫「山」、「居」、「秋」

或「暝」的字詞）

課堂

內

- 思考問題︰
• 根據詩中刻劃的景物和人事，山中「可留」的原因是甚麼？
• 詩中哪組詩句「以動襯靜」、「以聲色相間」？試加以解釋。
•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這兩句與詩歌主題有甚麼關係？

試加以說明。

讀文教學



製作短片

運用網上教材 網上材料豐富 未必切合校本課程

運用現有教材
方便運用已有簡
報錄製短片

圈畫、寫字欠方便

錄製電腦螢幕 操作簡易 圈畫、寫字欠方便

錄製解說過程
有圈畫、寫字等
教學輔助工具

製作需時



上載短片於網上平台

毋需登入
不能在影片中插入提問
未知學生是否已觀看

學校有統一登入戶口，
方便學生一站式登入

不能在影片中插入提問
未知學生是否已觀看

電子平台可以加設評估
題目，方便檢視學習進
度

學生需另外登入
設置課業需時

題目加插在片段當中
確保學生觀看整段短片

學生需另外登入
設置課業需時



發展：
配合電子評估促進教學效能
中四 (2016-17)
學生能力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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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特點

○ 學習能力較高

○ 對成績相當著緊

○ 有爭勝心

● 改變目的

○ 提升語文素養

○ 佈置多元化的評估活動，促進學習

○ 拓闊學生閱讀面，提升閱讀量



閱讀能力：
利用電子工具促進自主學習

‒ 培養自學精神

‒ 學生可按自己的學習進度進行溫習

‒ 學生可按自己的程度進行溫習

具體操作

‒ 教授指定篇章後以 Google form
形式發放題目

‒ 只顯示對錯，學生可不斷嘗試



寫作能力：
利用電子工具微批作文

‒ 個別評講，對症下藥，提升內在動機

‒ 口頭提供大量、仔細評語，學生更易理解

具體操作︰

‒ 利用Explain Everything拍攝批改過程
‒ 要求學生將評改內容寫於原文上，
按建議修改作文

‒ 優秀作品發放給其他同學參考



發展：
促進自主學習
加強語文積澱
中四 (2016-17)
學生能力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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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自學材料

‒ 建立屬於學生自己的學習材料，提升
內在動機

‒ 拓闊學習面，促進自主學習

‒ 將語文知識融會貫通，化為寫作材料



拓展自學材料：
(1)中國詩詞中的意象

具體操作︰

‒ 教師建立 Google Sheet，與學生共用
‒ 學生自選一種古詩詞中出現的意象，
並說明其意義

‒ 學生按其他同學所選意象，補充例子，
並加以分析

‒ 教師檢視學生自學成果，並作補充



拓展自學材料：
(2)名人雋語

具體操作︰

‒ 教師建立 Google Sheet，與學生共用
‒ 學生自選一句名人雋語，並說明其分類

‒ 教師檢視學生自學成果，鼓勵學生利用
材料活用於「寫」、「說」上



成熟：
加強課堂討論，
訓練高階思維
中四 (2018-19)
學習差異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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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學習材料及教學設計

課前

‒ 除舊有短片外，增設分層短片，幫助能
力稍遜學生
 字詞解釋更詳細，略去較複雜的作法
分析

 修訂網上平台練習，改以選擇題為主，
考問內容更簡明

課堂內

‒ 改善教學法，修訂討論流程







個人思考 學生各自整理課文結構圖

表達 邀請學生匯報結構圖內容

教師引導 比較不同答案，完成最完備的結構圖

小組思考 試用四字詞歸納諸葛亮對劉後主的勸告

表達 邀請學生解釋答案

教師補充 比較不同答案，引導學生找出正確答案

出師表第五段

修訂課堂教學設計



配合電子學習工具，促進高階
思維訓練提升高階思維

‒ 即時收集答案、即時評講

‒ 同儕學習、生生互評

‒ 方便下課後發放給學生

具體操作︰

‒ 分組討論題目，再將答案上載至Padlet
‒ 要求學生比較不同組別的答案



說話能力：思維訓練

‒ 提供多次練習機會

‒ 可收集每位學生的發言

‒ 同儕學習、生生互評

‒ 方便發放優秀作品給其他同學參考

具體操作︰

‒ 學生就指定題目錄製首輪發言，
配合「自我檢視表」自評個人表現，
可再作修訂，完成後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說話能力：思維訓練

‒ 即時回饋，有根有據（發言片段、
數據分析）

‒ 同儕學習、生生互評

具體操作︰

‒ 利用 Equity Maps 收錄學生討論過程
‒ 每次發言按學生頭像，收錄該
學生發言；按結束可分析數據



整合資源：
Google Site4



教學策略的運用

照顧學習多樣性

修訂、調節

傳統教學
+

電子教學



中國語文
善用資訊科技
照顧學習多樣性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基本原則

• 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風格和需要

• 讓學生各展所長，發揮學習優勢

照顧學習多樣性



照顧學生不同的
學習風格和需要

初中寫作活動



• 中二級學生
（已有一年以上運用電子教學的經歷）

• 初中推行「自攜行動裝置」(BYOD)

• 分組教學（20人一組）

背景



“

配合適當的教學策略，
善用不同應用程式或網上資源，
照顧學生學習需要及學習風格

善用資訊科技



• 閱讀範疇學習材料：

• 《風雪中的北平》

• 《大明湖》

• 佈置片段寫作目的：

• 讓學生多寫多練，學以致用

• 為長文作前設強化，加強學生對景物
的觀察，掌握細緻描繪刻劃

「景物描寫」單元片段寫作



• 運用Padlet

• 着學生寫下4個與圖片相關的四字詞或
顏色詞，提交至Padlet 壁佈板

• 要求學生寫下的，盡量與他人不同

• 檢視學生對圖片的掌握

寫作前準備



• 運用資訊科技，提高學習動力
• 運用媒體（包括視像、圖片），指導學

生如何觀察細節，發掘寫作內容

• 學生詞匯積累不足，
透過協作，積儲詞彙，
豐富詞庫，以提高寫
作的表達力

能力稍遜班別

• 配合同儕互評，訓練
評鑑、審視能力(/)

• 提高對字詞運用的要
求

• 審視描寫細緻程度

能力較佳班別

照顧學習多樣性



• 試以「爭執」為題，運用敍事說理的方
式，寫作文章一篇。

預期學習難點

• 敍事：未掌握爭執衝突，取材陳腔濫調

• 說理：立意薄弱，未能緊扣敍事延伸

「敘事說理」單元命題寫作



• 着學生先完成Google form 問卷，構思
寫作內容：
• 你目睹別人發生爭執？還是你和別人發生爭執？

• 承上題，文中會有甚麼人出現？

• 爭執的背景地點在哪？

• 爭執的起因是甚麼？

• 你是怎麼平息爭執？

• 選項一：雙方自省，最終言和

• 選項二︰有人出面調解

• 其他方式

• 從這次爭執中，你學會甚麼道理？

寫作前準備——選材



• 教師可參考數據，提早介入，作指正

• 教師課前整理及分析資料，在課堂上指
導學生如何選材，組織寫作內容

• 借此提高學生完成寫作大綱的動力
• 促進同儕學習

寫作前準備——回饋



“

讓學生建立成功的學習經歷，
提升學習動機

照顧學習多樣性



運用應用程式
提供多元展示模式
照顧不同學習風格



高中/拔尖
VR「南區文學徑」教學分享

白沙電子文學徑
• 電子校史廊：

• 永久保存難以保留的校史資料，更可適時靈活加入
新資料，有利文化承傳

• 介紹五位文學家：蔡元培、胡適、張愛玲、蕭紅及
許地山，以及相關南區名勝、文物、電影等人文風
俗

• 讓參觀人士/學生只需安坐小禮堂，便能與文學家一起
漫遊南區，穿梭古今

VR Cave 南區電子文學徑
• 與南區區議會「南區文學徑」合作，推出沉浸式虛擬

實境「南區文學徑─VR360虛擬實境導賞計劃」

計劃內容



o 文學教育

• 讓學生認識南來作家、閱讀文本，認識他們在香港走過的足跡

o 創意寫作

• 學生創作劇本及拍攝分場

o 說話訓練

• 學生負責向其他老師、學生、傳媒介紹南區文學徑及有關計劃

o 跨科應用
• 與校園電視台及ICT科協作，由ICT科任老師指導拍攝及錄音
• 生涯規劃 / 全方位學習：參與科網公司提供「360及航拍技術訓

練」實習工作坊
• 創科教育：學生負責拍攝適用於VR Cave的360短片，並完成所有

後製

o 共通能力

• 提升解難及協作能力

計劃目標



學生參與

• 編劇：創作劇本

• 拍攝：應用創新拍攝技術，包括360及航拍

• 演員：負責南區文學徑導賞

南區文學徑拍攝流程︰
• 學生的成果將會放進「南區文學電子板」內，此板

內容由學校中文科師生搜集
• 除介紹南區區議會所辦的南區文學徑外，亦會介紹

當代南區作家、電影取景、歷史風景
• 配合互動APPS教學，讓學生學習更投入

學生分組
構思劇本

（兩組學
生）

實習工作
坊：學習
航拍及考
察拍攝場
地

修改劇本，
加入拍攝
分鏡表

正式拍攝

影片後製
配音及加
入CG動畫
製作電子
書教材



「白沙電子文學徑」目錄初稿

黃竹坑

人文風景

黃竹坑石刻

電影︰食神

華富

人文風景

扶林瀑布

王良和

學生作品

淺水灣

張愛玲

蕭紅

柳亞子詩

人文風景

學生作品

淺水灣電影

薄扶林

許地山

人文風景

趙曉彤

白大尼修院

學生作品

赤柱

胡適

人文風景

赤柱名勝

學生作品

香港仔

蔡元培

余光中

人文風景

學生作品 1

學生作品 2

龍應台

電影︰
香港仔

阿群石碑



劇本內容結合實境

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兩位主角在淺水灣酒店邂逅，雖然
原址酒店已不在，但南區區議會與設計師孔明先生在原址
製作了三張代表不同時代張愛玲的長椅，學生要講解有關
設計作品如何體現張愛玲書中內容。

書中曾提及張愛玲在抗日時期走難，描寫了所見地上的子
彈殼，學生便要於拍攝時指出有關文學徑的場景，如何體
現小說的內容。



“

配合創新科技，
讓學生各展所長，發揮學習優勢

照顧學習多樣性



• 訂定清晰的發展方向

• 不同層面的整體規劃

• 校本規劃：小步子起步，發展學習藍圖

• 教師層面：培訓種籽教師，共同備課

• 善用促進語文學習的工具

• TPACK

學校有效推動電子學習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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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

照顧學習多樣性︰

善用資訊科技

促進中國語文及文學學習

2019年4月30日

學與教資源介紹



針對不同學習需要……

語文基礎 學習進度 學習風格 學習興趣 ……

網上
學習
平台

流動
應用
程式

互動
教學
軟件

多媒體
視聽
教材

電子
課本

互動
遊戲
程式



• 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資源

• 積學與涵泳—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篇

• 郁文華章—中華文化學與教資源套

• 評估示例—教育局評估課業參考站

• 文學名著賞析系列—《日出》、《三言》

需要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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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secondary-

edu/lang/modu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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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lit-

reference-materials.html

中國語文教育學與教資源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secondary-edu/lang/modules.html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lit-reference-materials.html


積學與涵泳—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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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resources/secondary-edu/lang/reciting-mp3.html

中國語文教育學與教資源
課程配套資料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secondary-edu/lang/reciting-mp3.html


中國語文教育學與教資源
課程配套資料

• 郁文華章—
中華文化學與教資源套

• 文學名著賞析系
列—《日出》、
《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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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

secondary-edu/lang/cul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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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lit-

reference-materials.html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secondary-edu/lang/culture.html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lit-reference-materials.html


教育局評估課業參考站—中國語文教育
http://www.hkedcity.net/edbatr/chi/

中國語文教育學與教資源
課程配套資料

需要登入

http://www.hkedcity.net/edbatr/chi/


• 配合本地課程、文化和環境

• 每年約70個全新資源

• 劃分短片、章節，方便學校
使用 參考

資料

名家
篇章

聲效 短片

歌曲 相片

香港教育城教育電視 (http://etv.hkedcity.net)

教育電視

http://etv.hkedcity.net/


• 景物描寫(步移法)

• 景物描寫(定點觀察)

• 多感官觀察及描寫

• 聲音描寫

• 香港的動物

• 唱兒歌學語文

• 古典詩歌集

• 寓言集

• 標點符號

• 近義詞辨析

• 傳說集

• 人物故事集

• 創作故事集

• 中國民間故事集
(普通話版)

• ……

教育電視



教育電視



教育電視─景物描寫主題專欄

• 定點觀察、步
移法、綜合法

• 附參考資料
（景物簡介及
參考詞彙）

• 相關名家篇章

• 超過40段以香
港景物為題材
的短片



教育電視─文言經典介紹及閱讀

• 附參考資料
（節目簡介、
學習活動建議、
原文附註釋）

• 分章節，另附
剪輯版本供教
師下載選用



• 博學慎思（《論語》選讀（一））

• 難得一知己（《論語》選讀（二））

• 良心發現（《孟子》選讀）

• 善在人為（《荀子》選讀）

• 道可道 非常道（《老子》選讀）

• 蝴蝶夢（《莊子》選讀）

• 非常手法 非常手段（《韓非子》選讀）

• 陰陽和諧 自強不息（《易經》介紹）

選讀經典包括：



•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2017)

• 分冊5︰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 分冊6D︰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促進自主學習

• TPACK網站 http://www.tpack.org/

• 顏明仁、李啟明、李子健 (2015)，〈香港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施行
資訊科技教育的實況〉，《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十四卷。
https://www.edb.org.hk/HKTC/download/journal/j14/A04.pdf

• James G. Cibulka & Bruce S. Cooper (2017). Technology in School

Classrooms. Rowman & Littlefield.

• Hofer M.J. et al (2015) Practitioner’s Guide to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Rich Media Cases of Teache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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