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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
教學 人教版

教材

五班
六組課外

閱讀

 學習拼音
 重視朗讀
 能說標準普通話

 識字量大
 文章優美
 詞彙豐富

 寫作教材
 古詩詞教材
 日常練習冊

 因材施教
 自主學習空間
 多元學習活動
 增加文學單元
 評估要求不變

 必讀書
 自由閱讀
 網上閱讀
 閱讀策略

背景
介紹

校本
課程 共同

備課

 集思廣益
 及時分享
 加強互動



特質
學習能力強，理解能力高，
分析能力卓越

獨立性強，富創造力，喜
歡動腦筋

語言流暢，表達力強（語
文資優）

批判性強，樂於表達不同
意見

安排
建構適切的學習鷹架，善用大
班、小組和個別化的教學模式

為學生提供開放的學習任務，
學生可自選學習途徑，提升學
生創意、解難的能力

提供充足的分享機會，讓他們
向同儕、師長介紹自己的創作

提供實踐慎思明辨的機會，提
升學生的分析和評鑑能力

多元智能理論



 VanTassel-Baska (1986) 提出，深化內容的重
要性在於可以早一步激發資優孩子，讓他們
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新的學習模式和挑戰。教
師宜將學習內容、過程及成果，修訂得「較
適合同齡學生的內容更複雜、更抽象、更開
放和更能從多角度思考」。

在課堂層面，可利用教學速度、深度和機會
為資優生提供挑戰性，以引導他們發展高層
次思維，以及為自身興趣追求進階的難度 。







定
義
及
目
標

 適異性教學是一種教學理念，主張老師能
      根據學生的學習能力、興趣和學習狀況來
      調適學習環境、學習內容、學習過程及學
      習成果，學生的學習表現則更為理想。

  適異性教學的目標旨在能讓每個學生發揮
      其最大的學習潛能，並獲得最佳的學習成
      果。



四、教學設計與教學實踐



學生的已有知識︰
1.已掌握文章字詞，理解文章基本內容。
2.感受到金字塔的雄渾之美，體會到作者對金字塔的喜愛之情。
3.已完成預習工作紙，整理了名勝古蹟的相關資料。
 
學習目標︰  
知識和技能：
1.能比較兩篇文章表達方式、語言風格的不同之處。 
2.能借鑒課文，以說明／描寫或兩者兼具的方式介紹一處名勝古蹟。
3.能就同學的研習成果作出具體評鑑，並能借鑒同學的研習成果，明確  
   完善自我作品的方向。 
品德情意：
通過欣賞祖國的名勝古蹟，加強學生對祖國河山/中華文化的認識及喜愛。
 



教
学
意
义
与

任
务

内容回顾

（1）有效的提問



 緊扣關鍵學習內容的有效課堂
提問。

 具思考價值和難度的問題，刺
激學生思考。

適異性教學策略：
分層提問



（2）善用小組學習模式展開多元化學習任務

適異性教學策略：
異質分組



（2）善用小組學習模式展開多元化學習任務

適異性教學策略：
開放性課業、
多元課業



（3）多分享、高展示、重回饋

視頻（獲勝組 黃凌越組片段 3分30秒）



（3）多分享、高展示、重回饋

為學生營造一個開放的學習環境，給予他們充分思考、深入分析和自由
表達的機會，高潛能學生亦得以展現高層次思維和創造力。



（3）多分享、高展示、重回饋

為學生營造一個開放的學習環境，給予他們充分思考、深入分析和自由
表達的機會，高潛能學生亦得以展現高層次思維和創造力。



（4）善用電子科技進行同儕互評

• 在研習開始之前，教師與學生共識作品的評量標準。學生在同儕互評的

過程中，能按照互評準則，評價同儕的作品，甚至提出改善建議。在評

鑑過程中，學生的高層次思維亦有所提升。



（5）課後增潤及延伸學習「躍更高，踏更遠」

以下活動供你參考:  
 為該名勝古蹟製作旅遊指南。
 為該名勝古蹟設計一副遊戲

棋。
 為該名勝古蹟選一首樂曲並

配上新詞。
 選擇一首或數首與該名勝古

蹟相關的古詩詞，進行配樂
朗誦。

適異性教學策略：
活動選擇板



（1）學生課堂參與度高，作品內容豐富，展現高層次思維和

          創意。

整個課程的設計以學生為中心，透過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

   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從而讓學生掌握知識和技能。

學生自選研究主題，圍繞自己感興趣的主題，異質分組，分

    工合作，借助不同的形式來呈現研習成果。匯報形式多樣，

    學生能從不同的角度介紹祖國的名勝古蹟，並且展現了高層

    次思維、慎思明辨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

 







畫面精美，圖文並茂，條理清晰。



借 助 示 意 圖 ， 令 匯 報 更 具 吸 引 力 。



同儕互評，自我反思。
（展現慎思明辨的能力，提升評鑑能力及自我反思能
力。）

學生能熟練掌握電子科技，運用網絡平台進行打分及評論。



 展現慎思明辨的能力，提升評鑑能力及自我反思能力。



展現慎思明辨的能力，提升評鑑能力及自我反思能
力。

• 互相學習，學會鑑賞，汲取他人的作品的優點及長處，並反思自 

   己的作品可從哪些方面提高。

• 分享學習成果、互相欣賞，班級氛圍得到正向的促進，同時又

   能培養學生的表達和評鑑能力。



研究深入，角度新穎，展現高層次思維。

拓展研究古代殉
葬制度，並提出
個人看法及見解。





學生能夠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用自己的話語娓娓道來，建構知識並轉化為能力。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使語文學習更活潑和生活化，並為學生提供更多參與機會，使

他們學得更投入、積極。



透過自主學習培養品德情意，激發愛國之情。
激發學生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增強身份認同是本課

靈魂。是次課堂實踐中，學生能通過自主學習，搜
尋和分析資料，予以匯報，並聆聽其他組的介紹，
借鑑與反思。

在潛移默化下加深了對祖國文化遺產的了解，並且
展現了高層次思維、慎思明辨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

 



由表及裏，感知民族精神。



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抒發愛國情懷。





 

 

 

 

本堂課學習目標︰
知識和技能： ️

1.能比較兩篇文章表達方式、語言風格的不同之處。 

2.能借鑒課文，以說明／描寫或兩者兼具的方式介
   紹一處名勝古蹟。

3.能就同學的研習成果作出具體評鑑，並能借鑒 
   同學的研習成果，明確完善自我作品的方向。

品德情意：

通過欣賞祖國的名勝古蹟，加強學生對祖國河山/
中華文化的認識及喜愛。

✔️

✔️

✔️

✔️



教學的藝術不在於傳授本領，而在
善於激勵、喚醒和鼓舞。 
                                              ——第斯多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