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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智障學生學中文—教學思考

• 教學定位

• 課程規劃

• 單元組織
• 單元教學
從事物的聯系中認知事物，或通過事物的若干個側面來認識事物的整體，
或從對比的辨析中認識事物的特徵。

• 主題教學（瞿述祖，1978）
以一個生活上重要的問題為中心的完整學習活動
目的在增進兒童的知識與技能
培養兒童的理想與態度，使能改變行為，增加適應生活環境的能力
提供兒童感興趣、有計畫、有價值、有關聯的完整學習經驗
關注每一位兒童的學習過程， 讓幼兒快樂的學習。





「功能 - 情境 - 任務」的聯繫

交際 活動 應用



單元教學設計的要素

1. 尋找學生有興趣的題材—訂立主題

2. 參考調適架構（聽、說、讀、寫四個範疇）—安排配合

3.   功能目標（語言、語文、生活自理及常識等）—語言教學（不是語文教學）

4.   情境—創設或營造情境（非華語智障學生經驗較少，情境幫助學生理解）

5.   任務—通過使用語言達成任務

6.   資源—善用或利用可行的資源（環境資源或經濟資源）

7. 活動—從活動（課內或課外）中讓學生學習使用語言

8. 自學—鼓勵學生自學，鞏固及延伸本單元所學



非華語智障學生學中文—影響聆聽及説話能力的因素

聆聽
• 語速太快
• 詞彙太深，沒聽過
• 聲調太低或太沉
• 句子很長或段落太長
• 語音不清楚
• 沒有經驗，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 聽後理解較慢
• 和自己無關

説話
• 沒有機會說
• 説得很慢，吞吞吐吐
• 沒有詞匯表達
• 不知道如何掌握口型或發音部位發音
• 欠缺信心（害怕説錯：語音/聲調/句子）
• 不知道在哪些詞組停頓
• 句子説得不完整
• 不知道哪些是口語/書面語
• 不會發入聲字



22字

44字

36字

詞彙簿



短語

詞彙



聲音覺識

理解日常
生活中的
指示

理解語意
（以動作、
言語回應）

理解語意
（以言語
回應）

分析和綜
合

分析和綜
合

聽覺整合

理解真實
情境中的
對話

評價、探
究和創新

評價、探
究和創新

聆聽能力學習成果（初階及一至八階）

初始階段
一階

二階

三階

四階

五階

六階

七階

八階

• 對聲音有反

應

• 聽覺追蹤

• 理解說話的

語氣

• 粵語感知

• 藉輔助理解單

字或雙字詞的

指示

• 理解與人交往

中所接收的指

示

• 以動作表示理解生

活及常用詞彙

• 聽懂短語及單句

• 在簡短、清楚和緩

慢的語速中，聽懂

問句

• 理解話語大意，能

以簡單語言回應

• 在緩慢語速

中，理解簡

短話語中的

主要訊息

• 記憶儲存

• 能聽懂時序

的先後

• 辨認新訊息

• 音韻覺識

• 能就說話者

的內容或表

達方式提出

簡單意見

• 能從稍緩慢

語速中，聽

懂複句

• 邊聽邊記

• 邊聽邊思考

• 聽覺整合，

辨析關鍵字

詞

• 聯繫已有知

識和經驗，

進行篩選和

推測

• 理解社區語

言

• 理解話語，

能根據話題

與對方互動

• 分辨資訊是

否正確

• 理解話語的

言外之意

• 探究語速較

快的聆聽材

料，提出補

充更正或創

新建議

• 綜合及分析

• 聽懂話語中

的邏輯關係



溝通意識

溝通意識

回應

回應

粵語溝通

確定目的、
內容和表
達方式

能簡單描
述人物及
事件

能圍繞中
心說話，
說話有條
理

真實情境
中的連續
互動

延展溝通
能因應目的、
聽者、場合
確定說話的
內容，能明
確表達個人
的觀點

能作不同
形式的表
達如︰演
講、朗誦

說話能力學習成果（初階及一至八階）

初始階段
一階

二階

三階

四階
五階

六階

七階

八階

• 發出有意識

的聲音

• 以身體語言

溝通

• 模仿表達

• 音節傳意

• 理解回應

• 以非粵語回

應

• 運用粵語單

詞，語音不

太準確

• 回應提問

• 運用雙詞短

語表達

• 能用簡單句

子交代人物

或事情梗概

• 掌握說話的

音量、速度、

語氣和語調

大致恰當

• 在緩慢的語

速中能進行

對話及表達

個人意見

• 能簡單說出

內容大要及

因應情境說

話

• 粵音覺識

• 能複述或說

出話語重點

• 能順序講述

事件，大致

有條理

• 運用較長的

句子或複句

• 能在語速較

快的情境進

行溝通

• 表達有條理

• 聯繫已有知

識和經驗表

達

• 尋找詞彙延展

溝通

• 能圍繞話題參

與較長的交談、

討論、報告或

表達意見

• 句子變化較多，

能運用粵語的

口語，用詞較

多樣化

• 能就不同

主題報告、

演講、辯

論、朗誦

• 運用語言

的功能

• 會提出質

疑



非華語智障學生學中文—影響閲讀及寫作能力的因素

閲讀

• 不識字，不會讀

• 學過但很快忘記漢字的意思

• 讀出來後不知道是什麽東西

• 不知道怎樣停頓

• 不知道閲讀的方向

• 不理解内容

• 與自己無關，沒有興趣

寫作

• 不會寫漢字

• 曾學過，但不記得怎樣寫

• 不知道如何寫句子/段落/篇章

• 沒有需要寫中文

• 和自己沒有關係

• 不知道哪些是口語/書面語

• 想不到要寫什麽



漢字的特點？



把字形理解為一串字母





視覺認知

視覺認知

建立形音
義的概念

建立形音
義的概念

認讀字詞

聯繫字詞
理解句子

理解段落

分析和整
合理解篇
章

探究和創
新

評鑒及賞
析

評鑒及
賞析

閱讀能力學習成果（初階及一至八階）

初始階段 一階

二階

三階

四階
五階

六階

七階
八階

• 視覺對物件

或符號有反

應

• 視覺辨認

• 視覺聯繫

• 辨認圖像

• 理解常見的圖

像或符號

• 能發現漢字的

特點

• 字詞解碼

• 具有漢字字

形結構及部

件的概念

• 閱讀概念

• 懂得運用漢

字的特點以

理解字的形

音義

• 理解常用字

詞

• 能概略理解

小語段的內

容

• 辨析字詞幫

助理解

• 能大致理解

語段的內容

要點

• 運用大致適

當的音量、

速度、語氣

和語調朗讀，

提高閱讀流

暢度

• 通過上下文

的聯繫理解

內容

• 理解漢語詞

彙的不同表

達形式

• 掌握適當聲

調朗讀

• 理解常見的

文體，進行

分析性閱讀

• 能運用背景

知識進行猜

測

• 運用閱讀策

略進行理解

• 能分辨資料

來源的真確

性

• 分析閱讀資

訊及進行簡

單的評價

• 養成良好的

閱讀習慣

• 綜合閱讀材

料內容，理

清語段的層

次和關係

• 理解字面的

多層意義

• 鑒賞作品的

內容和形式



手眼協調

圖像表達

書寫漢字

書寫漢字

確定目的、
內容和表
達方式

確定目的、
內容和表
達方式

簡單記述

片段寫作、
組織結構

篇章寫作，
構思及審
題立意

篇章寫作，
構思及審
題立意

布局謀篇

創作與
分析

寫作能力學習成果（初階及一至八階）

初始階段
一階

二階

三階

四階
五階

六階

七階

八階

• 握筆準備

• 塗畫意識

• 視覺空間

及手眼協

調能力

• 畫寫圖形或文

字

• 掌握寫字基本

原則

• 初步認識漢字

的基本特徵

• 掌握漢字的基

本結構

• 書寫形式

• 書寫與記憶

• 選取合適素材

表達

• 選詞造句

• 仿寫單句

• 實用文寫作

• 抄寫正確

• 仿寫複句

• 表達清楚，

大致有條理

• 組織內容，

段落寫作

• 轉譯及仿寫

• 設定目標，

按提示組織

內容

• 草擬及構思

• 實用寫作 • 能有條理地

組織內容、

承接、過渡

大致恰當

• 選擇恰當的

表達方式

• 修訂

• 實用寫作

• 選擇實用文

的寫作方式

• 創作

• 寫作素養



《特殊需求兒童的語言學習問題與語言教學》（作者: 錡寶香）

• 表三 語言治療或語言教學技巧的彙整表

• 語言治療或教學仍應是本著量身訂做的原則，去決定教學
或療育目標、方法、教材、教學活動等，只是在實際執行
教學時應考量下面幾個因素：(可參閱所派的講義或文獻)



總結
• 課程設置

• 教學定位：
• 聽說先行
• 應用為主
• 重視溝通能力，延伸説話

• 聽說讀寫有機地結合（參考調適架構）

• 把握漢語的特點

• 了解學習漢語的難點

• 布置情境，抓住情境

• 生活化、實用性為主（功能-情境-任務）

• 運用常見的資源

• 鞏固所學

• 趣味性，能引起延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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