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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情境教學：環保小偵探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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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元設計背景

「環保小偵探」單元設計是希望學生代入「偵探」的身份，以有趣的方式，讓他

們主動學習。老師安排自然的情境和多元化的活動，鼓勵學生多使用中文。

 本單元透過繪本、播放短片和投訴的聲帶片段作引起動機，讓學生認識環境污染

對人們的影響，從而鼓勵學生把綠色環保生活概念，融入日常的生活中。

二、學生介紹

 ▷ 小四至中一，6名學生，屬輕度智障。

1. A 學生 孟加拉籍，小五男生

聽
L4.1 聽懂在視訊中的內容要點

L5.1 理解包含三個關鍵詞的句子並作相關的回應

說
S5.1 能簡單複述話語的內容

S5.2 能複述日常生活中簡短的、以緩慢清楚方式表達的信息

讀 R3.4 生活識字，理解生活中常見的簡稱或標誌詞語

寫 W3.1 能選擇適當的詞卡組成句子
（* 加強能運用提供的字詞仿寫簡短句子）[W3.2]

2. B 學生 尼泊爾籍，小五男生

聽
L4.1 聽懂在視訊中的內容要點

L5.1 理解包含三個關鍵詞的句子並作相關的回應

說 S4.4 能就熟悉的話題簡單交代人和事或描述事情

讀 R3.4 生活識字，理解生活中常見的簡稱或標誌詞語

寫 W3.1 能選擇適當的詞卡組成句子
（* 加強能運用提供的字詞仿寫簡短句子）[W3.2]

3. C 學生  印度籍，小六男生

聽
L5.3 區別主要信息點和次要信息點

L5.5 聽懂對方在話語中的指示

說
S5.1 能簡單複述話語的內容

S5.3 能具體闡述事情的經過

讀 R3.4 生活識字，理解生活中常見的簡稱或標誌詞語

寫 W4.1 能抄寫合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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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 學生 巴基斯坦籍，小六女生

聽 L5.4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簡短的、並以緩慢清楚方式表達的語音媒體

說
S4.1 能在日常生活情境的對話中回答問題

S4.2 能主動提出連續問句以獲取較全面的資訊

讀
R4.2 理解常用書面語的意思

R4.4 能從簡單的閱讀材料找到一些基本的信息

寫 W4.1 能抄寫合體字

5. E 學生 尼泊爾籍，小四女生

6. F 學生 菲律賓籍，中一男生（自閉症）

聽
L5.3 區別主要信息點和次要信息點

L5.5 聽懂對方在話語中的指示

說
S5.3 能具體闡述事情的經過

S5.6 能描述或說明生活事件，運用關聯詞連續說兩個或以上的句子

讀
R4.4 能從簡單的閱讀材料找到一些基本的信息

R4.6 朗讀時聲量適中，並體會文字的韻律和節奏

寫
W4.2 能仿寫或選詞寫作簡單複句

W4.3 能根據需要確定內容，句子內容大致完整

聽
L4.1 聽懂在視訊中的內容要點

L5.1 理解包含三個關鍵詞的句子並作相關的回應

說 S3.1 以雙詞短語報告事情

讀 R3.4 生活識字，理解生活中常見的簡稱或標誌詞語

寫 W3.2 能運用提供的字詞仿寫簡短句子

 三、單元設計重點

1. 透過閱讀繪本和創設情境，讓學生理解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2. 學生訪問快餐店的員工和顧客，了解垃圾回收及食物包裝的情況。

3. 學生在校內早會宣傳自己製作的環保海報，分享減塑的方法。

*註： 教師對學生的初步觀察，並期望學生能達到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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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節教學簡述 （每節 45 分鐘）

教節 概念學習重點 語文能力練習重點

1

展示課

 ◇ 透 過「 環 保 偵

探」的情境，思

考繪本故事的環

境污染議題。

聽 L4.6 聽懂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事情並能推測後來的

事情 
L5.4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簡短的、並以緩慢清楚方

式表達的語音媒體
說 S3.3 能簡單說出話語要點

讀 R3.8 能利用不同的線索概覽圖書的內容

2-3

 ◇ 認識香港現時污

染的情況。

 ◇ 利用資訊科技分

析問卷調查的數

據，建議可行的

減塑方法。

聽 L4.6 聽懂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事情並能推測後來的

事情

說 S4.4 能就熟悉的話題簡單交代人和事或描述事情

讀 R4.4 能從簡單的閱讀材料找到一些基本的信息

4

 ◇ 進行訪問及調查

 ◇ 報告旅行日調查

的結果

聽 L4.1 聽懂在視訊中的內容要點

說 S4.1 能在日常生活情境的對話中回答問題

5

展示課

 ◇ 製作統計圖，報

告結果。

聽 L6.2 能概括話語的要點，篩選出重要的信息

說 S6.5 能就假設的事件提出解決辦法

讀 R5.1 能概略分析閱讀材料的內容要點

6

 ◇ 搜尋宣傳海報和

單張。

 ◇ 在校內及家中宣

傳減塑的方法。

說 S6.4 能有條理地補充敘述事件，並表達自己的感

受
讀 R4.3 理解簡單實用文

R5.7 會用適當的語調或聲量朗讀

寫 W3.4 能確定對象，填寫選項，運用恰當的格式及

用語寫簡單實用文（初組）
W4.5 能填寫簡單資料完成實用文（高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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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情境布局情境布局

 ▷ 展示一條魚的肚子被割開的圖片，肚子裡盡是「海洋垃圾」，製造魚肚內裝滿垃圾的「恐

怖感」，請學生表達個人的感受或意見。

 ▷ 介紹偵探的概念：在這學習單元中，我們將會是「環保小偵探」，是一個保護環境的人，

一同查找哪些地方有垃圾，然後向有關人士或單位提出警告。

        看到魚的相片，學生說：「海鮮」、「嘔」、「污糟」、「啡色」、「臭」等詞語。        看到魚的相片，學生說：「海鮮」、「嘔」、「污糟」、「啡色」、「臭」等詞語。

展示一條魚的肚子被劏開的圖片，裡面盡是垃圾。老師按圖提問 :

- 你看到甚麼？你有甚麼感覺？

- 為甚麼會這樣的（指著劏開魚肚內藏有很多垃圾的圖片）？

- 為甚麼魚會吃下這些垃圾呢 ?

- 學生 A 主動用英語問 :「What is 偵探？」教師向學生解釋「偵探」是指甚麼 ( 用語素分析法，向學

生解釋「偵探」的意思。「偵」是偵查的意思，「探」是指警探、探員的意思。) 學生明白後，主

動重複說「環保小偵探」。

- 看到放大鏡，學生 D 說「搵嘢」( 指出放大鏡的功用 )。

- 學生自我介紹 ( 我係……)。

- 學生完成任務，例如：對環保問題發表意見，  
便能升一級。

- 派發「環保小偵探」委任卡，前面有學生照片，後面有「升級表」，請同學佩帶， 作自我介紹，增

加做偵探的真實感。

五、教學步驟

第 1 節（45 分鐘）第 1 節（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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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示繪本最後一頁，創設懸疑情境。海中有一條鯨魚，還有小丑魚、水母和海星，而岸

上滿是垃圾，近海邊的房屋幾乎被垃圾掩蓋了。

 ▷ 播放一段居民電話投訴的錄音，製造刺激「誰是壞蛋」的思考情境。問：居民投訴甚麼

事情？他的投訴合理嗎？可以接受他的投訴嗎？

- 你看到甚麼？

- 你有甚麼感覺？

- 學生能專心聆聽錄音，並猜出投訴人是「陳 Sir」。

-當老師問：「鯨魚是不是壞蛋呢？」學生D搖頭。老師接著問：「那麼誰是壞蛋？」學生指著老師說：
「陳老師。」她的意思大概是指人類才是壞蛋。

投訴人 : 請問係咪政府 XX 部門呀 ?
接線生 : 係，咩事呀？

投訴人 : 我要設訴呀。

接線生 : 請問想設訴乜嘢？

投訴人 : 嗱，我就住係近海邊嘅一幢大廈。 
               而家近海邊呢，就有成堆垃圾。

接線生 : 乜嘢垃圾？

投訴人 : 嘩，乜都有喇，電視機、洗衣機、車呔、 
               汽水樽、坑渠蓋、碗、汽油管、車轆、 
               洗潔精樽……，乜嘢都有啦。

接線生 : 有幾多呀？

投訴人 : 成座山咁多啊 ! 麻煩你搵人過嚟睇睇。

接線生 : 知唔知邊個做架？

投訴人 : 我點知邊個做呀 ! 不過，我就望到海邊 
               有條鯨魚，係到游來游去。嗱，我唔夠 
               膽話係佢啊，不過呢，我覺得有啲關係 
               囉。麻煩你，幫幫忙啦，我幢樓前面塊 
              空地就嚟都畀垃圾堆滿啦。我唔想住係 
              垃圾堆中呀，唔該你，快D搵人嚟睇睇啦 !
接線生 : 得啦得啦，我哋會搵人嚟架啦。

投訴人 : 你哋盡快過嚟睇睇啦，好冇？

2.2. 情境閱讀《海星在哪裡？》情境閱讀《海星在哪裡？》

 ▷ 一起看放大了畫面的圖書（註）。

 ▷ 找出海星：偵探們透過仔細閱讀書中故事，尋找海星的踪跡，逐步推論出海邊有那麼多

垃圾的原因。

 ▷ 如果要決定這位居民投訴是否合理？我們先要看一看以下的故事，看完後才決定。

 ▷ 教師翻開圖書，然後展示書中海星的圖片。提問學生：「你看到海星嗎？牠的位置和開

始時比較，有沒有變化？」

 ▷ 當教師翻到了故事最後幾頁時，再問學生：「你能找到海星嗎？為甚麼那麼難找到海

星？」

 ▷ 教師提出問題，引導學生代入海星的處境：「為甚麼鯨魚要把垃圾推到岸上？如果不推

到岸上，海星會怎樣？如果你是海星，在這樣的海洋中生活，你有甚麼感覺？」

註：巴胡（2019）。《海星在哪裡？》。台北：小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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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教師展示繪本，並讀出「海星在哪裡？」時，學生 B 能主動

跟讀一次。教師邀請學生尋找海星，學生 D 舉手並於電子白板上

指出海星。

- 教師翻書，並邀請學生A幫忙找出海星，學生A問：「乜嘢（係）

海星？」教師加以解釋後，學生 A 邊舉手邊說：「我知道呀！我

知道呀！」他利用放大鏡於電子白板上尋找海星，但找不到，教

師請其他偵探幫忙。

- 當學生 B 尋找海星時，學生 A 能給予口頭提示 :「下面呀！」

學生C能說 :「黃色呀！」學生A再補充 :「你唔知道喺下面呀！」

3.3. 圖文偵探圖文偵探

 ▷ 學生分成兩組：A 組負責找「鯨魚是壞蛋」的證據

                                  B 組負責找「陳老師（人類）是壞蛋」的證據

兩位教師各負責一組，訓練學生找線索，在電子白板上圈出海洋垃圾，並用粵語說出不     

同海洋垃圾的名稱。

 ▷ 教師預備海洋垃圾的圖片，當學生說出不同海洋垃圾的名稱時，教師即時在報事貼上書

寫字詞，然後讓學生將寫下的字詞貼在圖片上。

 ▷ 教師與學生討論：如今收到有住客投訴，「環保小偵探」有甚麼解決方法？這些海洋垃

圾可以怎樣處理？

 ▷ 教師從字形結構引導學生認讀中文字，並將新學習的字詞，記錄在詞彙簿內，讓學生可

以適時重溫。

1. 學生看到圖片，能說出「洗衣機」、「雪櫃」、「煲」等字詞，教師即時將字詞寫在字卡上。

2. 學生分為兩組，按以下提示將垃圾的圖片分類 :

A 組分類：屬於海洋的垃圾

                    屬於陸地的垃圾

B 組分類：屬於家居的垃圾

                    屬於非家居的垃圾

                    屬於可攜帶的垃圾

                    屬於不可攜帶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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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偵探的結論與裁決偵探的結論與裁決

5.5. 教師總結教師總結

課堂討論

問題：鯨魚是不是壞蛋呢？你覺得投訴合理嗎？

學生意見：

（一）投訴合理，因為不可以把垃圾推到岸上，影響居民生活，但也不能把垃圾丢進海裏，

影響魚類生存。

（二）投訴不合理，因為是人類亂拋垃圾而造成的，是自食其果。無論學生是持正反意見，

只要有合理解釋，小偵探都可以升級。

 ▷ 我們要愛護環境，不應把垃圾丢進海裏。如果海裏積滿垃圾，海洋生物會誤吃了塑膠垃

圾，在肚子裏不被消化分解，然後又被我們吃進肚子裏，便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 我們這一班「環保小偵探」，自己也要身體力行，不要在學校或社區亂拋垃圾，又或使

用大量不能分解的塑膠物料，要好好愛護環境。

 學習策略

情境教學情境教學

情境學習可以有效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以及培養解難能力，例如：在本單

元的情境中，學生要判斷造成魚兒肚子裡裝滿垃圾而死亡的原因，或要思考有甚麼

辦法減少使用即棄餐具等。

被劏開肚子的魚的圖片，裡面有飲管、鐵線、塑膠盒子等垃圾。學生看到魚

的照片後，先說：這是「海鮮」，跟著說：「嘔」、「污糟」、「啡色」、「臭」

等詞語。從這張圖片，讓學生感受到海洋垃圾的恐怖，魚兒都受到污染。從一開始

學生便意識到海洋垃圾影響我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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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用繪本《海星在哪裡？》講故事時，利用學校大螢幕的互動電子白板，

把繪本的內容展示出來。開始時，學生如在美麗的海洋中，親歷其境，學生很容

易找到海星；隨著垃圾越來越多，海星不見了。然後眼前湧現一大堆垃圾，令人

產生強烈的壓迫感。教師善用科技，製造畫面的情境，讓學生感受到堆積如山的

海洋垃圾的恐怖。

教師讓學生看繪本最後一頁，那是鯨魚把許多垃圾，包括電器用品、塑膠瓶

或車胎等廢物從海洋推到岸上，把沿岸的房屋都推倒了。接著，教師讓學生聽一

段錄音，是居民投訴鯨魚把垃圾推到岸上。教師以居民的電話投訴進入課題，引

導學生思考投訴是否合理。學生很專心聆聽，也提出意見，可惜學生後來發現這

段錄音是校內另一位教師所扮演的，稍欠真實性。

學生聽故事後，教師問：鯨魚是不是壞蛋呢？有一位學生搖頭（這位學生表

達能力較弱，較難說完整句子），然後指著教師說：「陳老師 !」她的意思是指人

類才是壞蛋。教師補充說：「鯨魚不是壞蛋，是拋垃圾到海裏的人才是壞蛋。」

在這個情境鋪墊的過程中，學生能自發地發現是人類造成海洋污染，投訴是否成

立便有了理據。

在情境教學中，通常包括一些教學活動，教師設計環保小偵探委任卡，學生

佩戴後，好像得到一個認可證去查案，包括調查學校有哪些地方不環保，又在學

校旅行前鼓勵同學自備餐具，旅行時調查有哪些同學用太多塑膠袋和有沒有自備

餐具，旅行後在周會向同學報告調查所見，並再次鼓勵同學提高環保意識，例如：

不用即棄餐具、買東西時減少用膠袋等。這個委任卡有升級制度，完成一個任務

可以有一顆星。通過委任卡，讓學生覺得自己要承擔重要的事情，激發學生學習

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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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發展

熟練的讀者就像一個語文的偵探，運用文字的線索推論出初步意思，再整合

線索和推論獲得理解的證據。本課的教師巧妙的把環保偵探的概念延伸到字詞的偵

探，做得非常成功。

教師們也認為以偵探的鋪陳非常好，可以有更多發揮。例如：向學生介紹使

用偵探裝備及工具等，更具體化讓學生體驗偵探的定義。教學活動設計的偵探裝

備、筆記簿、照相機、放大鏡等等，使用得非常好，可繼續多用。此外，建議減省

評核學生是否認識詞語的部分，因體驗活動已經足夠讓他們認識到新學的字詞，反

而應開始讓學生多練習說完整的句子。

  教師反思

繪本運用：繪本運用：

  ▷▷ 繪本情境豐富，引起學生探究繪本情境豐富，引起學生探究

 - 例如建議先分組討論，提問學生 :「這個海洋與我們日常所見的海洋有何分

別呢？」。透過一個發現，嘗試解決問題，從而認識環保的重要性。

  ▷▷ 為繪本增加内容和對話，豐富情境為繪本增加内容和對話，豐富情境

 - 發掘圖畫在轉變中所隱藏的故事、轉變原因與過程，讓學生參與推論。例如：

鯨魚推垃圾上岸，為甚麼鯨魚會這樣做呢？牠的動機是甚麼？為甚麼不是海

星或小丑魚推垃圾上岸呢？

 - 注入趣味解釋：可能因為海星看到海洋裏面太多垃圾，就去告訴小丑魚，小

丑魚就游去鯨魚那裏，請牠幫忙，說：「越來越多垃圾了，阻礙我們游來游

去，可不可以幫我們推走這些垃圾呢？」

  ▷▷ 閲讀後的感受閲讀後的感受

 - 海底世界原是非常美麗，現在卻有這麼多垃圾，你有甚麼感受？ ( 教師引導

學生討論及鼓勵學生表達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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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運用 :投訴運用 :

  ▷▷ 口頭投訴口頭投訴

 - 讓學生先說出投訴的對象，然後教師協助學生寫話，以完整句子記錄要投訴

的內容。

  ▷▷ 書面投訴書面投訴

 - 建議加入書面投訴，讓學生先說出單字、詞或短語，再逐漸說出句子。延伸

活動，可以加入海星向鯨魚或人類的口頭 / 書面投訴。

思考訓練（分類）：思考訓練（分類）：

圖文分類，擴展鷹架。教師使用可以隨意黏貼的材料作分類圖，讓學生先將海

洋垃圾 ( 圖片 ) 自行分類，然後根據教師提供的字詞卡，認讀字詞，最後應用

字詞卡，修正先前分類的內容。

  ▷▷ 分類方法一 : 地點分類方法一 : 地點

 - 甚麼東西應該在海中 / 甚麼東西不應該在海中？

 - 甚麼東西屬於在家中的物品 / 甚麼東西不是家中有的物品？

  ▷▷ 分類方法二 : 原因分類方法二 : 原因

 - 甚麼東西是不小心掉進海裏的？甚麼東西是故意丟進海裏的？

教師曾經安排學生到快餐店訪問顧客，讓學生在真實的情境中練習以粵語和顧客

溝通。本教節運用學生出外摘錄的筆記和照片，以回憶當天的情境，進一步分析和反

思環保的問題。

1.1. 用照片回憶情境用照片回憶情境

 ▷ 教師展示在快餐店調查中所拍攝的照片，讓學生回憶當天的

情境。教師把照片略為分類，引導學生回想當天進行訪問時

的心情及受訪者的態度是怎樣的。

 ▷ 展示快餐店內的照片，請小偵探找出在餐桌上出現哪些塑膠

用品 ? 塑膠用品的消耗量是否恰當？有甚麼發現？

第 5 節（45 分鐘）第 5 節（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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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師與學生討論在快餐店減少使用塑膠的方法，請學生大聲讀出圖片中所展示的標語。

除了不用飲管外，學校旅行時，同學用了甚麼方法減少使用塑膠用品？我們在外用膳時，

可否也帶備自己的餐具？

- 學生 E 在電子白板上圈出漢堡包的包裝紙。
學生 C 圈出「可樂杯」及「咖啡杯」。學生
D 則圈出「飲管」和「紙巾」，教師請其他
同學判斷紙巾是否塑膠製品。學生 A 圈出「粟
米杯」。學生 B 圈出「杯蓋」。

- 學生發現餐桌上一共有 14 件塑膠用品。

- 看到這張相片，學生 D 說出「麥麥」，學生
A 說：「No straw everyday」， 學生 E 能完
整說出 :「麥麥走飲管」。教師解釋「走」
字是指「走去」、「不要」的意思。

- 學生 D 說：「我想用飲管，我嘅牙齒好痛，
用飲管」。

在快餐店的飲管盒上，印有在快餐店的飲管盒上，印有

鼓勵顧客不要用飲管的宣傳標語。鼓勵顧客不要用飲管的宣傳標語。

2.2. 整理調查報告整理調查報告

 ▷  學生分為兩組：根據顧客的意見，完成「環保大發現」的調查報告。

 ▷ 教師提供報告內容的重點：

 - 訪問了多少顧客？

 - 支持環保有多少人？支持的原因？

 - 不支持環保的有多少人？為甚麼？

 - 如果你日後光顧快餐店，有甚麼方法支持環保？

 ▷ 學生匯報調查報告的內容。

當教師介紹「環保大發現」
時，學生 A 大聲跟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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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總結總結

 ▷ 在日常生活中，怎樣可以減少使用塑膠？除了在快餐店外，我們還可以怎樣保護環境？

例如：大家買麵包時，有沒有發現麵包是用甚麼包裝的？有甚麼方法可減少使用包裝食

物的塑膠袋？

 ▷ 如果有些顧客要求飲管，怎麼辦呢？（建議：可以鼓勵他們減少用塑膠飲管，或提供一

些可溶解的飲管、售賣可循環再用的飲管……等）

 ▷ 如學生能提出意見或新觀點，小偵探便可以再升一級。

 學習策略

情境教學情境教學

教師帶著學生去快餐店觀察塑膠用品使用情況，並讓學生訪問顧客。訪問後，

在下一節做報告。這些真實情境都能激發學生思考、表達和溝通，以及提供學習整

理資料的機會。

從情境回到教室後，教師協助學生回憶情境和當時的心情，這些回顧能讓學

生明白日常生活中的經驗，都是學習的機會。教師應該進一步告訴學生們他們練習

了語言技能，在往後的學習，也要求學生說說自己練習了哪些能力（如對答能力、

質詢能力、向陌生人自我介紹及溝通能力等）。這次教學設計，只幫助學生歸納了

知識性的學習（環保知識），建議應同時歸納溝通訪問能力和事後整理資料的能

力，以拓展學生對能力學習的認識。

 智力發展

情境教學增強智障學生日後進入職場的可能性。一般課堂教學介紹概念或技

能，學生不容易連結教學時的過程；假如帶著學生到工廠或商店裡「做學徒」，即

可透過模仿和反覆練習一些真實做事的流程，激活所學的知識和能力的連貫關係，

了解到不同動作或知識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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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反思

減塑意識：減塑意識：

 ▷ 「找找塑膠用品」的活動 : 只著學生數一數相片中塑膠用品的數量，未能讓

學生深入思考在甚麼情況下，可避免使用太多塑膠製品。建議可讓學生總結

相片中的情境，指出在哪些情況下使用塑膠製品，並不環保，應盡量減少使

用。

 ▷ 教師可補充塑膠用品也有它的優點，因此人們才會使用它。

教材教學：教材教學：

 ▷ 環保調查報告需加入題幹，如：支持環保的人有 ___ 人。

 ▷ 環保調查報告的設計需統一是直向或橫向，讓學生易於掌握。

 ▷ 運用活動中拍攝的照片作教材是很有用的，不但可作活動的紀錄，也可幫助

學生回憶曾經歷的學習情境。

師生互動：師生互動：

 ▷ 看相片時教師不需要太多提問，應多讓學生自由分享。如：我們來說說這幅

相片吧！

 ▷ 教師宜多示範實作的過程，邊做邊說，讓學生更容易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