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強聽說能力培養的課程規劃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推行目標

配合教育局新修訂課程，同時結合本校逐步過渡使

用新版教材，透過整體課程規劃，為學生提供豐富

的普通話學習經歷，加強聽說能力的培養，提升學

生自主學習能力，同時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化。



學校行政的支持。

科組教師的熱忱與協作。

學校在推廣普通話活動的累積經驗。



日期 負責教師 級別 課題 重點活動

2020年9-12月 李岱 中一 小趣劇 表演成語故事

2021年1-3月 張琳、劉佩怡 中二 相聲高手 相聲表演比賽

2021年3-4月 黃思明 中三 台灣交流團 台灣旅遊行程設計及匯報



檢視、分析教科書的學習材料、學習和評估活動，

聚焦加強聽說能力的培養，因應校本需要進行規劃。

設計教案、試教、交流、優化。



• 2020年9月-2021年6月 開會(計劃)、共同備課、
觀課、課後交流、準備分享，共多於12次會
議。

• 完成三個單元的校本規劃，重點設計相關的
教案，以及相應的評估活動和準則。

• 試教和檢視優化方向。

• 局校交流和共同成長。



中一級

課題：小趣劇

李岱老師



聚焦聽說能力培養

閱讀(表演)

課文中的

成語故事

改編成語

故事

表演成語

故事



課前預習



第一節：學習重點

1.了解成語故事與成語劇本的區別。

2.掌握演繹成語故事劇本的策略。

3. 理解課文中的語言內涵。



第二節：改編成語故事

1. 保留故事的結局與原有寓意。

2. 不改變人物原有性格。

3. 豐富情節、細節及語言。



提供成語故事劇本：

1.減輕學生負擔。

2.有效運用課時。

3.保留讓學生發揮創意的空間。



第三節：

成語故事表演



教學成效

增強了學生

普通話聽說能力。

培養學生團隊

合作能力。

鞏固語文能力，
深入理解成語故
事的寓意和用法。

加深學生對傳統
文化的認識，提
升道德修養。



經驗、心得

1. 根據學生
能力設計課
堂，並及時
調整。

2. 課堂中，
發揮學生朗
讀示範和表
演示範的作
用。

3. 靈活運用
現有教材，
做適當調適。

4. 可以從不
同的方式，
進一步提升
學生說普通
話的信心。



中二級
課題：相聲高手

第一、二節課教學經驗分享 張琳老師



聚焦聽說能力培養

閱讀(表演)課文
中的相聲劇本

蒐集/創作相聲
劇本

演繹相聲



第一節：

了解相聲

聆聽練習

相聲鑒賞



第一節：
課前預習

閱讀課文內容，並思考以下三個問題：

1.課文的相聲內容為什麼有趣？

2.你最喜歡哪個成語？為什麼？

3.你覺得志豪和德高的關係怎樣？

從哪些地方可以判斷？



第二節：課堂目標

1.分析課文中成語的妙用。

2.分析課文語言中語氣，語調和情感。

3.演繹課文中的相聲。



第二節：分析課文



第二節：選擇劇本
如果學生自行編寫劇本可以加5分。

如果學生自YouTube 視頻改編劇本可以加3分。

如果學生對於老師提供的劇本再次創作可以加1分。

獎勵方式
希望學生
課後嘗試

創作



等 級 語音（最高5分） 表演技(最高5分）

優 異

˙語音非常準確、聲調到
位。

˙方言痕跡不明顯。

˙語速合宜，語調自然。
˙說話音量合適。
˙表情和動作豐富。
˙笑點表達恰到好處。
˙基本可以脫稿表演。

4-5 4-5

良 好

˙語音部分準確、聲調尚
算到位。

˙有方言痕跡，但不影響
交際。

˙語速頗合宜，語調頗自然。
˙說話音量尚算合適。
˙表情和動作較豐富。
˙笑點表達較為自然。
˙有時需要看稿。

2-3 2-3

評分表

布置課業時，
清楚說明評分
要求，讓學生
有據可依，促

進學習。



等 級 語音（最高5分） 表演技(最高5分）

尚待改 善

˙語音欠準確、聲調不到位。
˙有明顯方言痕跡，影響交際。

˙語速過快或過慢，語調欠自然。
˙說話音量不合適。
˙缺乏表情和動作。
˙笑點表達不恰當。
˙主要在讀稿。

0-1 0-1

加分
如果學生自行編寫劇本可以加5分。
如果學生自YouTube 視頻改編劇本可以加3分。
如果學生對老師提供的劇本再次創作可以加1分。

評分表

布置課業時，
清楚說明評
分要求，讓
學生有據可
依，促進學

習。



經驗、心得
多追問，以加深學生理解。
• 志豪與德高之間的關係怎麼樣？
• 學生回答，他們經常之間關係不太好，經常有矛盾。
• 這裏可以追問，為甚麼？並請學生舉例子。更深入引導或檢視學生對課文

的理解。



經驗、心得
提問沒得到預期的答案，怎麼辦？

• 問題：『我願意對你「兩肋插刀」。』

• 學生逐個字在猜，沒找得到用錯的字。

• 如果可以再問，觀課老師建議這樣問：

 我對你「兩肋插刀」，中的「對」字如果換成「為」字，意
思有什麼不同？

 對你「兩肋插刀」暗示了志豪對朋友的態度怎樣？



經驗、心得
• 找出文中反語及誇張的用法。

• 這些修辭方法有什麼作用？

• 你會用什麼語氣和表情來表現這部分？



第三、四節課教學經驗分享 劉佩怡老師

課題：相聲高手



學生能夠

• 選擇合適的相聲劇本，並進行表演。

• 因應相聲中的角色及內容，以恰當的語氣語
調去演繹劇本。



教學流程(時間) 教學內容/重點 教學策略/學生活動 所需教學資源

5分鐘 說笑話、模仿練習 • 邀請同學說一個笑話，或
者模仿一位同學。

/

15分鐘 劇本演練 • 檢視劇本，找出幽默點。

• 以恰當的語氣、語調朗讀
相聲劇本。

• 教師從旁指導，給予改善
建議。

相聲劇本
(學生提前預備，教師已
檢視。)

5分鐘 片段演示 • 邀請一組同學作為示範，
老師給予點評

評分表

5分鐘 總結、
布置課業

• 總結課堂，告知學生下節
課將進行相聲表演(口試)。

簡報



教學流程(時間) 教學內容/重點 教學策略/學生活動 所需教學資源

2分鐘 引入 - 簡述課堂流程 評分表、簡報

15分鐘 相聲表演 - 各組進行表演
- 教師評分，學生評分

簡單道具

10分鐘 師生評估及回饋 - 教師回饋
- 同儕回饋

評分表

3分鐘 課堂總結 - 老師總結 簡報



善用課時
最關鍵的學習任務放在課堂上做

促使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
從找劇本，到自主練習劇本。



為學生提供互動、交流和應用普通話的機會。

學生持續練習、互評。

持續觀察學生的表現，給予適時回饋。

教師持續支援、引導。



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學
習資訊，讓學生能掌握
獲得學習資源的途徑。

介紹相聲劇本網站 。



關鍵在於：選擇合適的

什麼是合適的？

劇本篇幅（長度）

題材健康有趣、貼近生活



課堂：劇本演練

• 檢視劇本，找出幽默點。

• 以恰當的語氣、語調朗讀相聲劇本。

• 教師從旁指導，給予改善建議。

課堂：片段演示

• 邀請一組同學作為示範，老師給予點評。



• 第三節與第四節之間：課後相聲練習。
• 運用Microsoft teams進行小組指導。
• 全班進入課室，輪流演繹劇本。
• 老師給予即時回饋。
• 小組同學立即修正字詞讀音或個別片段的演繹方式。
• 其他學生透過同學的演繹和老師評價，增加自己對於

相聲表演或語音知識的認知。



等 級 語音（最高5分） 表演技(最高5分）

優 異

˙語音非常準確、聲調到
位。

˙方言痕跡不明顯。

˙語速合宜，語調自然。
˙說話音量合適。
˙表情和動作豐富。
˙笑點表達恰到好處。
˙基本可以脫稿表演。

4-5 4-5

良 好

˙語音部分準確、聲調尚
算到位。

˙有方言痕跡，但不影響
交際。

˙語速頗合宜，語調頗自然。
˙說話音量尚算合適。
˙表情和動作較豐富。
˙笑點表達較為自然。
˙有時需要看稿。

2-3 2-3

評分表

布置課業時，
清楚說明評分
要求，讓學生
有據可依，促

進學習。



等 級 語音（最高5分） 表演技(最高5分）

尚待改 善

˙語音欠準確、聲調不到位。
˙有明顯方言痕跡，影響交際。

˙語速過快或過慢，語調欠自然。
˙說話音量不合適。
˙缺乏表情和動作。
˙笑點表達不恰當。
˙主要在讀稿。

0-1 0-1

加分
如果學生自行編寫劇本可以加5分。
如果學生自YouTube 視頻改編劇本可以加3分。
如果學生對老師提供的劇本再次創作可以加1分。

評分表

布置課業時，
清楚說明評
分要求，讓
學生有據可
依，促進學

習。



相聲表演
各組進行表演。

教師評分、學生評分。

師生評估及回饋
教師回饋、同儕回饋。



成功關鍵和心得
• 勾起學生的興趣和表演慾。
• 善用課外輔導時間。
• 老師放得開進行示範，挑選學生作為示範組，設立標竿。
• 教師協助、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 即時回饋、多回饋。

不足：未能充分展現同學所學。

跟進方向：
• 讓同學在評估後根據老師和同學的意見改進表演，自行錄製一段相聲短片。
• 善用錄影素材，在合適的場合播放。
• 提供演出機會，讓同學進行相聲表演；或老師組織相聲比賽。



中三級
課題：《台灣交流團》

黃思明老師



聆聽介紹台灣
風景的話語

演繹關於台灣
交流團的對話

介紹：台灣這
樣玩(小組匯報)

介紹：台灣這
樣玩(個人短講)

聚焦聽說能力培養



一、簡介

教學對象 3C班

課題 台灣交流團

學習範疇 朗讀及說話

課節 兩節(60分鐘)

教科書 生活普通話(舊版)



二、教學重點

1.  學生能了解話語的真正意思，使用介紹及説明的

語氣去演繹課文，吸引聽眾。

2. 學生能自行查找台灣景點的資料，並以合適的語氣

作介紹。



三、教學活動

小組活動：台灣這樣玩

 3-4位同學為一個小組，查找台灣景點的資料，每個組

別設計及推薦台灣一日遊的行程，介紹行程內容及推

薦原因，下節課進行匯報。



四、課前準備

 學生分配好組內分工，擬定大綱讓老師給予初步回饋。

 活動由學生主導，小組之間互相溝通和配合。

 學生配合匯報內容設計簡報，先在家裏練習。

 學生在家裏完成課前預習，在課堂上進行展示，能更

有效運用課堂時間。



同儕互評：同學根據各組的表現，在內容、發音及

表達上評分。

五、同儕互評統計



學生細心聆聽同學的匯報，給予回饋的同時亦參考別人

的優點。

五、同儕互評統計



六、經驗、心得

• 整體學生都能配合主題講話，課堂表現投入。
• 表現較佳的同學內容充實，態度自然，語帶幽

默，介紹吸引。
• 事前指示清楚，各組在匯報前先提交大綱，老

師給予回饋，讓同學在匯報前清楚自己説話的
方向和内容是否合適。



 不足與跟進

部分同學匯報時過分依賴簡報，宜整理内容重點，並多加練習。

六、經驗、心得



 不足與跟進

部分同學語氣平淡，應琢磨介紹時的語調，多練習，吸引觀眾。

 建議

可從旅遊節目選取片段，先讓

學生參考主持人說話時的語氣及

用詞。

六、經驗、心得



延伸活動

 評估活動：口試—— 一分鐘個人短講。

根據老師和同學的回饋，學生修訂説話内容，以同樣題目作個人

短講。

 學生可以善用小組匯報中的資料，並從匯報的經驗優化

説話內容及表達方式。

六、經驗、心得



總結
新修訂普通話科課程指引：要求更高的聽說能力培養



普通話教科書：新版 vs 舊版 (說話)



教科書
的使用

更高的觸覺

更強的調適能力

體現教學的靈活性

提升教學效能

小而準



增加說話的元素

•聆聽與說話結合

•閱讀與說話結合 課業安排
•說話任務

•聆聽任務

•課前選材及練習

•提供自學機會



展示
成果

善用課堂時間

老師點評

學生互評

自我反思



加強聽說能力的培養，
為學生提供更多實踐機會。

•疫境之旅 •學習無疆界 －跨境交流之旅

•1. 與新加坡學生交流 2. 與北京姊妹學校學生交流

•小嘴巴• 說大道理—普通話電臺廣播劇比賽

•香港校際朗誦比賽

•校園拔萃杯朗誦比賽



「疫」境之旅．學習無疆界—跨境交流計劃



我們的收穫與願景

1.增強了課堂學與教效能
2.加強了團隊協作
3.豐富了學生學習經歷
4.提升了學生聽說能力

優化課堂內外活動 ，強化
學生聽說能力，增加學生
語文素養。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