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3 普通話科種籽計劃
CH1122 促進普通話學與教效能──
善用學與教材料/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學習興趣與效能的提升：拼音學習、聽說能力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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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劃的原因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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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修訂普通話科課程實施

聲母、韻母學習提前到初小階段，讓學
生可以儘早運用拼音學好普通話。

普通話科課程發展的方向：
 加強聽說能力的培養，提升自學能力
 提供更多實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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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背景

我校學生特質

有不同的
學習風格

喜歡運用資訊
科技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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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普通話科學與教的難點

1.學生對學習拼音興趣不大
小一學習拼音不容易，希望探討有效的教學法，讓學生可以在
小一就打好基礎，學好拼音，到升上高小就不會因拼音而對
普通話失去興趣，對拼音譯寫完全放棄。

2.普通話只是術科，不受學生重視
高年級學生對説普通話的興趣甚低，普遍不太熱衷參與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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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標及切入點（小一）

多聽 多讀
從趣味中

學習和實踐

小一對普通話感興趣，但拼音是難點，
因此目標是讓學生輕鬆地學拼音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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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標及切入點（小一）

拼音學習

聲韻母兒歌、
有韻兒歌

朗讀

多張嘴，
多感受

聽説

課堂提問、
聽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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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級對普通話興趣不大，不主動參與課堂活動，因此
計劃的目標是：

加强聽説能力的培養，鼓勵學生多聽多説普通話，
提升運用普通話溝通的能力和信心。

 切入點：設計多元化活動，提升參與度。

計劃目標及切入點（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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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的策略（小五）

尋找趣味有目的地說從心出發

説的動機
（要我説→我要説）

完成任務 有趣的主題、
電子學習工具

策略1:  尋找趣味，從心出發；有目的地說，有信心地說

策略2:  利用「完成任務」的活動，增加學生的投入和參與

策略3:  結合電子學習工具，增加課堂趣味及學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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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工具聽説 朗讀、拼音

• 積累和輸入
• 發音

• 應用實踐
• 過程、目的

• 趣味
• 互動、參與

運用的策略（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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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及試教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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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小一學生的特點

對學習普通話
有興趣

上課投入 願意説普通話

喜歡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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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檢視課本內容作增刪

 加入運用多媒體教材幫助學生鞏固拼音學習及提升學習興趣

 提供不同的朗讀材料(如兒歌、韻文、寓言、詩歌、繞口令、

謎語)讓學生在家延伸學習

 刪去課本內趣味一般的兒歌

 加入有趣的課堂活動遊戲

整體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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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以一年級下學期一個單元為例)

刪減課本內容，加入多元學習活動

- 刪去學習價值較低的兒歌，改為語音版的「大風吹」遊戲
- 簡單說話活動 ─「猜動作」(透過字詞連繫聲母)

节日PPT模板 http://www.1ppt.com/jieri/

加入增潤教材

朗讀兒歌、繞口令、拼音兒歌(多元學習材料)

（自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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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讀有韻兒歌) 建立聲韻覺識：

日常使用語言，以音節為最小的單位。要讓兒童

感知聲母、韻母和聲調，須透過朗讀，尤其是押

韻的兒歌，有共同的韻母，對照着不同的聲母，

例如這首(韻母是u，聲母分別是zh, ch, sh, r)。

兒童誦讀時，自然而然地感知聲韻，建立聲母和

韻母的概念，也聽慣了普通話的語音，學習拼音

符號時就有所憑藉，會輕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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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以有趣味的材料，加強朗讀，提高

發音能力。

「繞口令大量運用特別的語音要素。普遍認為繞口令有助矯正發音部位，

尤其是可以鍛鍊兒童的發音。」 (李春燕、付永興，2012)。

繞口令用作低年級的學習材料，有

助提高興趣，增強兒童的發音能力。 （自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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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課堂設計

主題：
學習聲母 zh ch sh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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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 「教授語音知識的目的在增強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
(普通話科課程指引 4.2.4) 

‡ 拼音不是孤立的學習，教授語音知識宜配合基礎說話，讓學生實踐

（包括發音吐字，應用詞匯和用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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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提供生活情境引導

誦讀聲母口訣

電子互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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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工作紙（延伸拼讀）

提供生活情境引導

誦讀聲母口訣

電子互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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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設計特點

認住符號形態

掃描二維碼，讓學生先聽
後唸，將符號和聲音結合，
最後簡單書寫以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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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設計特點

聯繫聲母、音節與詞匯

把聲母融入音節中，而音節跟
詞語（心理詞匯、意義）結合，
練習中學生要先唸詞語，一面
唸，一面從音節中認住聲母

進行拼讀

利用工作紙的音節
進行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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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後反思

节日PPT模板 http://www.1ppt.com/jieri/

思考：

 如何恰當掌握口訣的朗讀？

 如何轉化到認識和記憶聲母？

 如何結合音節和字詞？

1.利用拼音來正音 → 體現拼音的作用
2.互動遊戲能激發學生興趣，有加深記憶之效

(多讀 / 少讀)

(幫助學生聯想)

(聲音結合符號，符號連繫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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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小五學生的特點

對學習普通話
興趣不大

不太熱衷
課堂活動

喜歡運用電子
工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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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檢視課本內容作增刪

⮚ 設計多元化活動，提升學生説話動機

⮚ 提供不同的朗讀材料(如歌曲、韻文、寓言、詩歌、繞口令、

謎語)讓學生在家延伸學習

⮚ 刪去課本內學生不太感興趣的的材料，以及相對沉悶的課題

⮚ 加入電子教學設計

整體課程規劃



舉例
(以五年級下學期一個單元為例)

刪減課本內容，加入多元學習活動

- 刪去學生不感興趣的歌曲
- 修訂說話活動─「看菜單點菜」(改為讓同學自行設計和討論新菜單)

节日PPT模板 http://www.1ppt.com/jieri/

加入增潤教材

笑話、繞口令、電子學習工具
r-y 鹽燒鯖魚-燃燒鯖魚；魷魚-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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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清晰的學習目標，為學生提供互動、交流和應用普
通話的機會

 善用生活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在學與教過程中，利用拼音，幫助學生正音，提升學習
普通話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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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試教課堂設計

主題：
運用不同的用語介紹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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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年級下學期一個單元的第二課為例

• 課題：看菜單點菜

• 課本原有設計：參考示例，分組進行對話

• 缺點：趣味性不高，學生只能跟隨課文例子，未能提
高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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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説話活動，提高學生分享的動機

• 教學步驟：

• 以原有課本説話活動作輸入：教授菜式名稱及介紹用
語

• 三至四人一組，共同討論，設計小組菜單，並貼在
padlet

• 邀請各組別匯報分享，並請學生進行投票，選出最喜
愛的一份菜單

•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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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



32

讓學生通過討論，決定
好小組的菜式，過程中
能提升説話的動機

限制較少，學生可以自
由發揮創意

工作紙設計特點



困難及解決辦法
•討論過程中，學生或會忘記使用普通話

•匯報時膽怯或擔心讀錯音
• 鼓勵及提示
• 待學生匯報後才利用拼音作出正音

如：聲母y-r對比 鹽燒 vs 燃燒 鯖魚
老師提示：看拼音，「蘑菇、芋頭、豆腐」是輕聲

33



課堂成效

•學生表現積極，主動參與討論

•通過討論，聽説能力得到提升

•電子教學工具的運用提升課堂趣味，增加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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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

提升
學習
興趣

普通話攤位遊戲

小息拼音歌曲欣賞

午膳拼音動畫欣賞 單元相關朗讀錄音

普通話電子遊蹤

科組小息活動
-繞口令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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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

普通話攤位遊戲

• 由五年級學生負責主持活動
• 提升多運用普通話的機會

• 題目圍繞學生學習過的內容，
簡單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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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展望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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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中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1. 善用電子科技

2. 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

3. 同儕間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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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果及反思

成果

★教師專業能力提升

★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效能提升

87.8% P1學生喜歡唱普通話拼音的歌曲。
90.8% P1學生喜歡在課堂上用電子白板玩普通話拼音遊戲。
82.7% P1學生覺得普通話課很有趣。

90.8% P5學生覺得更有興趣學習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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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果及反思

反思

★小二課程剪裁

★提升小四至小六的學習興趣

★加強聽說能力的培養和實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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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資訊科技的運用

課程的剪裁

重啟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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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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