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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課程：學習重點（目標）

《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2021年修訂）

寫作範疇

寫作能力

寫作策略

寫作興趣、
態度、習慣

-樂於寫作
-勤於寫作
-認真寫作



中國語文課程：教學原則

（7）了解寫作的過程

在培養學生寫作能力時，要適當引導學生了解寫作的過
程——「了解要求」、「提取意念」、「形成觀念」、「語言
轉換」、「回顧修訂」，使學生一方面掌握學習過程中不同環
節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學習上遇到問題時，懂得如何解決，包
括：根據題目選擇題材，確定寫作策略，組織文章結構；通過
想像、聯想，把材料作分析、比較、綜合；把意念轉化成文字；
完成寫作後，還要評估內容是否達成寫作目標，然後修改潤色。
學生認識了寫作的過程，有助解決每個環節所遇到的困難，提
高寫作水平。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年，p.9）



本校學生作文表現

審題：多能理解題目，但流於表面，未能

抓緊題眼發揮，或只側重回應題目的部分

要求。

立意：明確但平常，層次不高。

内容：尚能圍繞日常經驗或見聞取材，但

取材相若，亦欠深入。

（敍事：只寫大概，忽略細節；

描寫：刻劃人物或景物欠具體細緻）

表達：文句大致通順，用詞大致恰當，但

詞彙較貧乏，少用修辭。

反思

對詞彙理解能力不足？扣題意識不高？

識見不高？

→加強審題訓練，掌握寫作要求

觀察能力或生活經驗不足？閱讀量不足？

訓練不足？

→積累寫作材料，以讀帶寫，循序漸進的

寫作訓練（設定訓練目標）

較少詞彙的積累？訓練不足？

→多寫，不局限於單一的操練模式

回饋學與教



寫作教學：課程規劃原則

1. 橫向規劃

● 不同學習範疇的聯繫

● 學習語文需要有模範可循

● 不可脫離文本抽空學習，也不該局限於個別篇章的主題內容或寫作手法

● 在組織課程時，以「主題」和「手法」為主線，讓讀、寫、聽、說

各範疇均圍繞同一焦點（以閱讀和寫作範疇為例）

● 配合主題及學習重點，以讀帶寫，重視積累

2. 縱向規劃

● 課程目標和要求按年遞進，彼此關連而又避免不必要重複

● 螺旋式學習，幫助學生鞏固所學，溫故知新



讀寫結合的重要

校本課程規劃方向：為學生的寫作過程提供「扶手」
❖ 以合適的文章及教學方法施教，為學生提供具體、有效的寫作協助

❖ 幫助學生建立完整的學習歷程檔案

❖ 學生掌握基本方法後，能夠向更高層次發展，遷移所學

Hayes & flower（1980）的寫作過程模型

● 寫作的認知過程：計劃、轉譯和回顧與修訂
● 轉譯就是寫作的過程
● 將想法轉成文字時，運用適當的文字、寫作技巧和體裁，組織和表達所構思的概念

● 與語文基礎及閱讀教學關係最為密切 →輸入



寫作教學設計中所選篇章的五個作用

1.張永德(2011）：〈閱讀促進寫作：文學作為學習資源的思考〉
2.王相文、韓雪屏及王松泉主編：《語文教材研究》

1.示例作用

5.啟發作用4.語境作用

3.信息作用2.憑藉作用



寫作教學設計中所選篇章的五個作用

（1）示例作用：優秀的篇章是語言規律的範例、美感的投射對象

（2）憑借作用：學習閱讀策略、方法及歷練閱讀能力最直接的憑借，也是學習語文知識
的本體（文類、體裁、手法、修辭、語法、詞匯）

（3）信息作用：文化、生活知識的來源

（4）語境作用：為字詞、文句、修辭提供應用的語境，增進學生理解、分析和鑑賞能力

（5）啟發作用：取材新穎，立意深刻，表達手法獨特，為學生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1.張永德(2011）：〈閱讀促進寫作：文學作為學習資源的思考〉
2.王相文、韓雪屏及王松泉主編：《語文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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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讀帶寫
聚焦學習重點
反復訓練

配合單元篇章所學



針對學習重點

設計課業形式及題目

提供多元化

展示平台

創設應用情境



以讀帶寫 配合單元篇章所學

● 吃透課文，掌握篇章的共性和特性

● 善用策略，有效施教

● 聚焦學習重點，反復訓練，逐步遷移

● 抓準訓練點，佈置寫作活動，創設應用情境



記敍 橫向規劃(不同學習範疇的聯繫)： 以「主題」和「手法」為主線，以讀帶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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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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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規劃(不同學習範疇的聯繫)： 以「主題」和「手法」為主線，以讀帶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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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課文，突出關鍵特徵；

各司其職，建構知識和能力

善用多元教學策略，例如：

講解、提問、朗讀、戲劇、

討論、角色扮演、辯論、

善用資訊科技(如互聯網、AI)

抓準訓練點：聚焦訓練寫作所需技巧

佈置寫作活動：小步子遷移

創設應用情境：誘發寫作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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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

遷移

篇章共性：

1. 三篇文章主題：抒寫親情為主

2. 手法：借事抒情，通過記述事情來抒發感受

篇章特點：作者想表達什麼感情? → 選什麼材料? 

→ 如何敍述材料?

例
子
：
中
一
單
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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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

遷移

如何突出重點？

1. 通過朗讀（全文、重點段落、關鍵句子）
2. 提問：問在題目處、問在寫法處、問在細節處
3. 講讀篇章更要提示學生留心關鍵細節，突出主題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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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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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難點及對應策略：
1. 借事抒情手法的特徵是甚麼？
2. 學生在抒情方面的表現是怎樣的？
3. 對學生來說，在寫作時運用借事抒情的手法有何困難？
4. 三篇在閱讀教學上各有甚麼不同任務？三篇的教學節

數應如何安排？
5. 如何善用課時，凸顯各篇篇章的關鍵特點？(具體的教

學設計：哪些部分詳教？哪些部分略教？用甚麼方法
教？)

6. 如何佈置 (1) 隨筆 (2) 寫作課

例
子
：
中
一
單
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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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想表達甚麼感情？

選材：選取甚麼事？

細節描寫：哪些部分須作出深刻的描述？

例
子
：
中
一
單
元
三



長文

隨筆

實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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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進度表舉隅：長文、隨筆、實用文一覽表

例：中二級



長文、隨筆的相輔相成

長文及隨筆有各自的功能/作用：

✅隨筆 (簡短寫作) 是「零件」，長文寫作是「組裝」

-隨筆（如描寫、論證段落）可作為長文的基礎模組。

✅長文寫作檢驗隨筆訓練的成果

-若學生在隨筆中已掌握描寫、論證等技巧，長文寫作會更流暢。

隨筆 長文



長文：
1. 以讀帶寫，針對單元學習重點，或不同性質的表達

（敍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

2. 要有清晰的結構，還需在段落間運用過渡句、修辭技巧（如比喻、排比）

增強表達效果。

3. 需有細膩的情感表達與細節描寫，如：記敘文或抒情文需透過環境、

對話、心理描寫塑造氛圍，隨筆（短篇寫作）難以完整呈現。

4. 要求學生對主題進行多角度分析（如議論文的正反論證、因果推論），

需有清晰結構層次（引論→本論→結論），需引用資料、數據或例子

支持論點，訓練學生「有理有據」的表達方式。

長文隨筆



長文題目舉隅：



隨筆：

1. 字數要求較少，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2. 聚焦學習重點，進行小步子練習

3. 較靈活、彈性融入教學

4. 多元化、生活化、有趣的題目，可輔助長文寫作

5. 老師回饋快，學生可多練習

6. 激發學生創意，促進師生互動

7. 與長文寫作互補



隨筆題目舉隅：

學生個人成長：回顧與展望
師生交流
提升同學的寫作動機



實用文：

結合本科活動、提供真實場境

如：中華文化周活動演講辭

拔尖之用？

學生表現如何？



實用文（演講辭）

題目：本校將於1月舉行中

華文化周，試以本校中文

科學生代表名義，撰寫演

講辭一篇，於學校早會時

段說明中華文化周的意義，

並呼籲同學積極參與活動。

資料一：「中華文化周」活動詳情

結合本科活動、

提供真實場境



題目：本校將於1月舉行中華

文化周，試以本校中文科學生

代表名義，撰寫演講辭一篇，

於學校早會時段說明中華文化

周的意義，並呼籲同學積極參

與活動。

資料二：2023-24年度「中華文化日」問卷調查



寫作教學的實踐：

讀寫教學的進程——「教、寫、評」
步驟 形式 理念

1.心法導航 口訣 / 框架 /方法…… 易記易用

2.篇章欣賞 朗讀 /背誦 / 思考 / 筆記…… 寫作主要養分

3.小試牛刀 仿作/擴寫/小練筆 / 週記…… 集中訓練單項技巧

4.長文寫作 創設情景/ 引發表達/ 佈置任務…… 由「要我寫」變成「我要寫」

5.聚焦評改 審題立意 /選材及組織 /寫作技巧 …… 集中檢視及有助回饋

6.有效回饋 具體評語/  評講課 /二次修改 建立後設認知能力

(提升寫作效能感)



寫作工作紙的設計

1.掌握寫作過程

2.  審題

為學生的寫作過程提供「扶手」



3. 幫助學生構思

文章立意、內容

4. 遣詞造句



課堂上的多元教學策略

● 針對「2.寫作策略」

● 連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以構思寫作內容

● 多讀多聽、多觀察，運用聯想和想像，豐富寫作內容

● 因應寫作目的、場合和對象，運用不同的寫作方法

● 透過各種途徑，如書籍、報刊、互聯網、音像資料、AI等搜集寫作材料

● 結合多種媒體，如聲音、影像，加強表達效果

1. 資料搜集：互聯網、AI

2. 積累材料：Google doc. / Padlet

3. 課堂教學：播放與寫作教學或與作文題目的相關影片，善用圖片刺激同學

思考

4. 連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如：文題《最美的風景》（詢問學生旅行的經

歷，引起他們思考旅途中的景色，寫作扣連生活）



寫作教學的回饋：

● 自評 / 同儕互評

● 教師批改：眉批總評，回饋三文治，

重具體回饋，提供改善方向

及要求學生修訂、改正，

多鼓勵，給予學生寫作信心

● 作文評講：備有寫作反思筆記及練習



具體評語：「回饋三文治」

稱讚：肯定學生

改善：需改善處(針對性、具體) 

→ 給予改善方向

鼓勵：給予信心



寫作反思筆記例子



寫作反思筆記(例子)：

學生作品的優點和可改善之處
（附學生佳作示例）

學生
姓名

要求學生改正及補寫情節

學生
姓名

學生
姓名

學生
姓名



寫作反思筆記(例子) ：

同儕互評

附學生佳作示例

學生表現：能點出同學作品的優、缺點，
改善建議具針對性

學生
姓名



「高展示」：提供平台展示學生作品
● 針對「3.學生寫作興趣、態度、習慣」，讓學生樂於、勤於、認真寫作

● 樂於與人分享和交流寫作心得

● 培養創作意識，主動投入，體會寫作樂趣

● 樂於嘗試不同類型的寫作

● 勤於練筆

● 樂於發表

● 認真思考，反復修改

● 樂於接納別人的意見，不斷完善自己的作品

1. 班/科壁報（展示學生佳作）

2. 文集

3. 文藝雜誌

4. Padlet，學生可作回應。例如展示學生課堂隨筆



課堂隨筆例子：

《輞川別墅廣告》

Padlet (展示學生課堂隨筆）

配合中四級《山居秋暝》教學

配合中二級《秦陵兵馬俑》教學



寫作教學結合全方位學習活動

● 學科活動，如：電影欣賞會、讀書會、文藝社活動、

交流團等

● 跨科組的考察學習活動

1. 考察：觀察及累積寫作材料

2. 跨科組合作：配合學生興趣及發展

3. 創設真實語境或應用場境：貼近生活

4. 多抒寫感受/反思



例一：文藝社活動（「感官寫作之旅」）

寫作任務：
一、寫出你眼中的富善街，自設主題，不限文體
二、作品不多於400字
三、附上3-5張圖片



例二：西安洛陽鄭州交流團
旅遊日誌/旅遊雜誌

-親身感受當地文化、美食
-親身體驗，累積寫作材料
-抒情、反思、細節描寫

例三：電影欣賞會（抒寫感受）

價值觀：堅毅精神



總結與反思

★ 初中：鞏固學生寫作的基本能力，培養對寫作的興趣；

高中：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使其樂於寫作，而不只流於

操練試題。

★ 以讀帶寫，從閱讀中吸收寫作養分。

★ 讓學生在真情實境中實踐所學，激發其學習動機。

★ 運用多元的「教、寫、評」策略，激發學生的寫作動機，

提升寫作效能感。

★ 培養學生迎接未來的挑戰，由提升寫作能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