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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寫作的表現

•語文基礎能力尚好：能寫文從字
順、結構完整的文章

•間有審題錯誤或偏題

•立意欠深層思考

•選材單調欠變化

•文化基礎薄弱

•文筆欠細膩

目標：

❖強化審題
❖深化立意
❖拓展選材
❖豐富修辭



寫作教學的主要困難

•課時有限

•如何適當地安排教學內容與試卷操練

•科技對寫作模式的影響—碎片化、口語化、過於
倚賴人工智能



深化閱讀

提升寫作

兼顧聽說

重視文化

融會文學

愛上語文
加強自學

修養品德

拓展思維

課程規劃的目標



優化寫作課程的考慮

•如何有效運用時間

•閱讀及寫作課程有機結合

•提升文化、文學素養

•更多空間沉浸、思考、表達



寫作教學規劃原則

•結合生活

•提升趣味

•以讀帶寫

•訓練語文能力

•學教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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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

寫作

寫作教學的規劃



以讀帶寫

•初、高中安排一致

•命題寫作進度配合學習單元主題或文體

•按單元能力，以閱讀導入，以寫作輸出

•按進度表規劃進行寫作教學，確保學教評一致



結合單元，以讀帶寫

•配合單元能力/學習重點
➢文體
➢寫作手法
➢修辭

•配合單元主題
➢拓展題材
➢深化立意

目標：

❖強化審題
❖深化立意
❖拓展選材
❖豐富修辭



中三單元一「消逝」——閱讀教學

•選材主題相近，深化主題

•從寵物離世，以至街道特色文化的消逝，拓闊題
材、深化立意

•記敘文為主，加入說明文，展示同樣的主題，多
樣寫法



中三單元一「消逝」——寫作教學

•指導學生審題

•引導學生完成雙線敘事

•深化「消逝」的主題



中三單元一「消逝」——學教評配合

寫作考題

•配合單元學習重點

•主題與《爸爸的花
兒落了》相近，與
成長有關



以讀帶寫：中五級單元六「師道與學習」

1. 精讀以指定篇章為主

2. 與「學習」有關的篇章放一起

3. 設相同主題的子單元

• 《師說》(子單元)與師生關係有關

• 《勸學》(子單元)為自己學習態度和方法



中五級單元六「師道與學習」



中五級單元六「師道與學習」：寫作題



寫作考題

• 配合單元學習重點
• 擬設寫人抒情題目

中五級單元六「師道與學習」——學教評配合



其他隨筆例子：中四寫人抒情單元閱讀隨筆

仿作-簡單敘事抒情，回應單元

仿作-象徵手法，高階，照顧學習多樣性

趣味寫作-引導同學閱讀自讀篇章，回應原文，培養情意



其他隨筆例子：中四描寫單元閱讀隨筆

仿作-簡單描寫，提示角度，回應單元

仿作-間接描寫，高階，照顧學習多樣性

趣味寫作-引導同學閱讀導讀、自讀篇章，回應原文



其他隨筆例子：中五閱讀總結

結合生活，反思個人學習

歸納重點，結合生活，反思個人學習

分析寫作手法，歸納內容重點，加以評論



評鑒游說效果

歸納內容重點

分析手法

其他隨筆例子：中五論說閱讀總結



寫作單元

•針對學生寫作難點
•校本寫作設計

•配合教學進度
•焦點式寫作訓練
•寫作為主，但不放棄閱讀輸入

•以初中為試點
•一個學期一個寫作單元，全年兩次寫作單元



中一級單元四「以讀帶寫」

•單元一、二、三為閱讀單元

•其中有兩個單元寫人為主

•單元三以親情為主題

教學主題 精讀 導讀 自讀 寫作

單元三 敘事抒情
(主題：親情、友情)

1 認識直接抒情的方法。
2 認識敘事抒情的方法。

1《背影》

朱自清

2《年夜飯》

謝雨凝

《世說新語》兩則︰

《管寧、華歆共園中

鋤菜》、《荀巨伯遠

看友人疾》

劉義慶

1《壽大姊五十序》(節

錄)袁中道

2《回憶我的父親》楊

絳

3《寒冬小吃》陳華英

長文：
《那一次，讓我感受到
愛》

或

《回憶我的___(填上一
位親人/同學)》

隨筆300字：
《溫暖的同學情》



中一寫作單元

•有別恆常閱讀課

•集中分析寫作

•以寫作訓練為主

•不做平日的問答工作紙

•藉已教課文為材料

•及相關寫作能力範文為教材



• 以單元三《背影》
為材料，重點分析
(1) 詳寫、略寫；
(2) 分析鋪敘效果

中一寫作單元

好處：省去閱讀新課
文的時間，學生很快
便能掌握



短寫：檢視學生掌握程度

中一寫作單元



中二級單元四「校本寫作單元——描寫手法」

•單元一、二、三為閱讀單元

•其中單元一篇章內有鋪寫成份

•單元二以景物描寫為主題

•因應過去中二重點強化描寫文，
寫作單元以鋪寫為訓練重點



中二寫作單元

• 單元用已教課文為
例子，讓學生上課
時重溫內容，更快
掌握重點

• 連繫生活：以描寫
學校所在地區的文
章為例，分析如何
使用鋪寫



階段性小練筆

中二寫作單元

• 例如以表格方式引導同學在小練筆前構思點子
• 引導建立寫大綱的意識

•貫徹以讀帶寫的精神，以優文輸入

•同一題目文章，於學生而言更具參考價值

名家同題目散文供學生參考及重溫鋪寫手法



單元寫作重點：鋪寫

中二寫作單元

• 指導學生利用寫作
單元所學，欣賞課
本中其他篇章

• 參考篇章，完成命
題寫作

• 參考寫作技巧

• 參考作品立意



中三寫作單元設計：審題與立意

•以課文為例做寫作分析

•例如改寫立意練習，透
過老師的指示，逐步拓
展內容，深化立意



實用寫作

•結合生活

•提升趣味

•訓練語文能力

•學教評結合



中一級：實用寫作——書信

• 結合生活，提升趣味，培養品德情意



中二級：實用寫作——通告



中五級：實用寫作——專題文章

• 配合單元內容
• 以圖書館主任為題目
中的角色

• 一份課業，同時跟進
閱讀範疇及實用寫作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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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

寫作

小結：寫作教學的規劃與實踐

• 多讀多寫

• 建立優文庫

• 各級設不同寫作訓練重點

• 寫前指導 (閱讀、閱歷)



寫作評估

•學生寫後跟進，包括：局部改正、全篇重作、謄文

•教師批改作文，參考「科本課業政策」安排：



課業批改的思考

•老師批改

•按學生特點及教學需要，安排自評/互評

•集體改正

o全班表現相近，問題相近

o可安排集體互評改正

o適用於針對每年常見的問題

o同一份教材，轉換學生事例即可

照顧學生
多樣性

創造成功



總結
通過讀寫結合，加強讀、寫能力，提升語文素養

•循序漸進，先優化閱讀教學內容，進一步優化寫作教學
內容

•利用單元閱讀隨筆(短寫)增加寫作機會，加強實用文寫
作能力訓練，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

初見成效

•初中寫作單元的命題寫作表現理想，考試表現而言，寫
作亦較閱讀穩定

•學生樂於寫作及參加各類寫作比賽



展望

•初中三級之間的寫作單元更有縱向連繫，完成閱讀
及寫作教學規劃藍圖

•持續優化以讀帶寫的教學方向

•關注人工智能的創作功能對學生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