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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能力

展示

評估

• 評估具有診斷、測量、甄別、篩選、回饋的功能。

• 本次集中討論促進學習的評估



一、教育的目的
• 重視孩子、培育孩子

• 讓孩子建立自信（自知、自尊、自重、自愛、自強）

• 培養興趣、養成習慣

• 引起求知欲

• 勇於解難

• 形成自學習慣no
• 樂於嘗試、挑戰自我

• 這些基本學習態度的養成，較諸分數、排名及等級，影響孩
子的全面成長尤為重要



• TSA的試題有PIRLS設題的影子，

•可是TSA沒有PIRLS的評估項目︰

「興趣」、「動機」、「信心」、「課堂投入度」



二、學習語文的目的

1. 啟發思考

2. 豐富感受

3. 表情達意（聽說讀寫）

4. 有助溝通（聽說讀寫）

5. 學會學習

6. 終生學習



三、語文的特質

1. 語文最小的單位是意義而非字詞，

有了意義便可以用無限的表達方法去演繹。
（情書一封及雨中情）

文字終究是工具，是載體



三、語文的特質

2. 語文的彈性與創造性

•例子: 如何安慰病中的長者？

•見招拆招。

•船到橋頭自然直。

•小病而已，何必掛慮。

•順天知命。



三、語文的特質

•盡人事知天命。

•驚慌有用嗎？擔心有用嗎？

•如今醫學昌明，最近的醫學科技一定有辦法。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節哀順變。

•生老病死，人生慣見亦平常。



三、語文的特質

3. 蘇東坡閱《莊子》後感︰

「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焉。」



三、語文的特質

思維

口語

書面語

言不盡意、辭不達意、非筆墨所能形容



三、語文的特質

4. 語文的不穩定性︰

•小群有小群的語言，家庭、學校、社區、不同專業、
行業、時代都有不同的語言。

•規範化與潮流文化兩者互相碰撞、妥協、淘洗、沉
澱。



四、語文教學的特點

•學不完，也教不完。

•語文學習需要孩子自行建構。



四、語文教學的特點

有結構化的課程
抄抄填填中不容易得到教師
的即時回饋及支持

有教科書

追求各式各樣的教學法

有對有錯，追求標準化的答案

形形色色限期限時限量繳交
的補充練習
不停給孩子打分及評分

充滿壓力，恐懼失敗，
甚或逃避學習

沒有課程

幼兒不會以語言回應，母親仍
會溫柔並豐富的輸入語言

沒有教材
沒有教學法

沒有對錯，也沒有標準答案

沒有壓力的大量生活化、有意義
的練習

小心呵護孩子的自尊與自信

有信心繼續學習及不怕犯錯，
勇於嘗試

幼兒學母語 小學生學書面語



四、語文教學的特點

•每個孩子學習母語的過程快慢都不一樣，表達方法
也會不一樣。

•書面語學習也應參考幼兒學習口語的特點。



四、語文教學的特點

語文是學無止境的。

語文是生活的重要部份。

我們每天都在應用語文及增進已具的能力。

我們很多語文都是從生活中、在環境中學回來，
而不全是在學校中學到的。

學校語文教學的目的是讓孩子更樂於親近語文，
愛用語文，並成為語文的用家及能手。



五、目前的評核或令語文教學失焦
1. 沒有重視閱讀︰閱讀是語文教學的重中之重。目前語文

教學沒有重視閱讀能力。

• 閱讀能力講求培養興趣，建立閱讀的習慣，這需要連貫、
持續的閱讀以建立閱讀能力。

• 閱讀需要海量閱讀，需要速讀及掃視，否則我們沒法生
活在今天資訊澎湃、洶湧的世代。

• 小學階段的課本及作業成績比較單一、膚淺，有很大的
欺騙性和虛假性。

• 沒有足夠的閱讀量影響大腦的發展、影響性格的形成。

( https://read01.com/m8d0x6.html小學閱讀能力決定人一生的高度）



五、目前的評核或令語文教學失焦

•重視閱讀教學的教學表現為︰

海量閱讀（智障孩子可改為大量聆聽）

深度思考（critical thinking）
深情體會 (EQ Vs IQ)
生活應用



五、目前的評核或令語文教學失焦

2. 目前追求標準答案為主的工作紙對提升語文能力，語感
建立，詞彙應用，閱讀能力的大幅提升，深度學習，培
養學習的好奇心和閱讀習慣、興趣、動機等有多大助益？

• 答案是思考的敵人，答案終止思考

• 教條化的思考，格式化的思考窒礙思考的流暢度，限制
了思考的自由度……

• 教條及表格的規範，增加了認知的負荷，分散了專注深
思，為SEN學生來說，製造更大的學習困難



五、目前的評核或令語文教學失焦
• 教條及表格的局限，令感覺稀釋，令思考膚淺，令內涵單薄，
為SEN學生來說，令他們更難於發展自己的情感與思考

• 教條及表格的出現，令文本成了完成任務的工具，主僕關係
倒置，探索思考文本的特色及深意不再受到重視

• 教條及表格的應用，令思考缺乏了彈性，對文本的賞識缺乏
了針對性。

• 教條及表格的頻繁使用／濫用。由於容易預設標準答案，令
答案流於單一而平面，缺乏孩子的角度，缺乏了多元的探索，
令文本的理解粗淺浮泛，學生多經這類訓練後，會依賴因循，
更容易依樣葫蘆而生厭。



五、目前的評核或令語文教學失焦

傳統的教學傾向發散性思考，比較容易激發創意，又或
是出現適性的多元表現；

新派的教學傾向條件式思考，比較容易過早聚焦，制約
限制了在某方面的思考。

引導式思考為學生提供了思考的路徑；關鍵核心聚焦於
題旨的思考則要求思考的深度與廣度。前者的學習浮泛，
後者追求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五、目前的評核或令語文教學失焦

3. 工作紙成了語文教學的主要部分



五、目前的評核或令語文教學失焦
• 例子討論︰老師訓練學生的觀察能力及描寫能力，設計一系列的工作
紙︰

1) 要求學生標記校內特別室的名稱及位置，並排列遊覽的先後次序

2) 用五感分別寫下對學校的感受

3) 填寫校園小裝飾物的所在位置

4) 說出校內人物雕像的名稱

5) 校園建築物選舉並選擇合用的形容詞

6) 寫出在花圃中觀察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所見

7) 用一句句子寫出校園所見師生的活動為何

8) 填寫人物活動的四項特徵

9) 工作紙提供圖片，學生找出圖片所在地及寫出如希望 / 不希望在
該地上課等



五、目前的評核或令語文教學失焦
• 此系列的工作紙學生學了甚麼？老師啟導了甚麼？

學習變得被動，沒有自主性

只被激活了最浮淺的字詞短句作
回應，欠缺深度思考

只須填上簡單的關鍵字詞，未有鼓
勵學生用句群把深度的觀察寫出來

完成工作紙後已疲憊不堪，沒有後
續動力學習

沒有了自行選擇的權利，遊覽變得
走馬看花

跟我來，我帶你看

激活孩子的思考

多用語文表達

為孩子熱身

帶孩子深入認識校園的各方面

老師傳遞的 學生接收的



學生的能力在哪？如何評估及提升？
找出ZPD及鷹架學習

• 教師要相信孩子，讓孩子說話，並讓他們跟友伴多談看法，這
樣才可以激活他們對校園的想像、觀察及思考，亦能提升他們
的說話能力。

注意認知發展

• 教師需要給予孩子空間和時間，讓他們觀察和發現—一個屬於
他們的校園。孩子的認知發展需要時間消化、處理訊息。

語文養料的示範 / 輸入

• 教師需要提供優秀的文章予孩子閱讀作為輸入，讓他們學習

觀察及表達。



五、評核影響致令語文教學失焦？

4. 科大高等研究院新任院長高漢安（Andrew Cohen），
初中已因為討厭上學而逃學，父母只好帶他到博物館流
連及讓他留在家中看一箱箱的書，結果他憑自學考入美
國史丹福大學，而這著名學府的學生都對求知充滿熱情，
令他愛上上學，輾轉成為國際知名學者。

• 成長於美國的高漢安說，人類天生有求知慾，但教育制度
內標準化的功課、測考等

「成功將人類的求知慾降低」。
（2017年5月17日明報）



五、評核影響致令語文教學失焦？

5. 學生多填工作紙，限於填寫字詞短句。長久的操練結果，
學生少有寫一句完整的句子。

• 學生沒法說一段有層次有內涵的說話，

• 亦不懂用書面語寫一段完整的句群。(缺乏書面語的語感)
• 填充式的問題對學生的思維及深度學習沒有甚麼幫助，

• 只學會了被動的等待回應的學習模式。



六、評核的局限

1. 評核要是影響了學與教，那即是說學與教干預了
評核，影響了評核的信度及效度。

2. 評核的對象弄錯了？

現在評核的的對象是老師、學校、老師所教的課

程而非評核孩子的發展。



六、評核的局限
3. 可以回饋學與教嗎？

1) BCA在檢討和制訂教育政策方面有其功能，但指它

「能為個別學生提供學習回饋」實屬過譽。

要準備收集學生數據，就需要包括學習成長歷程、校

園生活、學習心理等因素，這樣才能為每名學生建立

個人化的學習路線圖。



六、評核的局限
2) 學習如何發生？教學如何介入︰

認知學派理解學習是發展學生的

「可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

那是指學生依靠自己的努力所達到的「實際發展層次」，與在
他人輔助下所能夠達到的「潛在發展層次」之間的距離。

在這「可發展區」內，他人的輔助對學生的發展效用最大。建
基於這個理念，促進學習的評估就是要透過評估，找出每名學
生的「可發展區」，支援他們的學習。



六、評核的局限
3) 目前的BCA無論在評估內容或報告形式上，都不是促進學

習的最佳評估工具，原因有二。

第一.要找出學生的「可發展區」，評估題目的難度要和學生
的能力對口，即是在「可發展區」附近。可是BCA的題目卻是
以學科的基本能力作目標，所以對某些學生來說太淺，但對另
外某些學生來說又太深，無助於找出所有學生的「可發展區」。

第二. BCA的評估報告以學校而非學生為單位，而且事隔數月
才送交學校，故即使報告提供學校在某些學習單元上的達標情
况，卻未能提供針對個別學生的回饋，更遑論促進學習！

（莫慕貞，2017年4月20日明報）



六、評核的局限

4. 答案對了≠學到了 vs 答案錯了≠沒有學習

• 《公主的月亮》

• 《魚就是魚》

老師要有專業的能力作專業的判斷



《公主的月亮》

• 公主的能力在哪裡？

• 學習需要甚麼能力？

• 怎樣提升公主的學習能力？



《魚就是魚》

• 魚的能力在哪裡？

• 學習需要甚麼能力？

• 怎樣提升魚的學習能力？



六、評核的局限

5. 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意思是教師應把評估的重心放在找出
學生學得不好的原因以及如何幫助他們作出改善，而不
是以評估找出學生所學到的知識和內容。(EDB文件)

6. 評核可以看到孩子聽說讀寫的表現，但看不到他們如何
思考，如何建構，如何應用調適（accommodation）與
同化（assimilation），以建立所學。

7. 教師設計及運用工作紙教學，會影響教師對教材的鑑賞
能力、專業成長及教學視野。



七、孩子能力的展示
評估的鐵三角︰認知、觀察、詮釋
（US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assessment triangle）

謎語一則︰
出生在人間
不愛吃魚蝦
只求漫天飛
雲霧裏當家



七、孩子能力的展示

寫作一則︰

• 夏天好像一位千變萬化的小姑娘。高興時，就會展露和
顏悅色的笑容，把大地照耀得活潑起來。憂傷時，就會
面如死灰，黑沉沉的，毫無生氣。發脾氣時，更會暴跳
如雷，聲淚俱下，所以我們要多留意天文台的指示。

• 夏天我最愛到海灘游泳，碧波盪漾，暑氣全消，十分涼
快。少女們更喜愛躺在沙灘上享受日光浴，不消半天，
皮膚就給曬成黝黑色的，給人十分健康的形象。



七、孩子能力的展示
• 孩子要由興趣、觀察、概念、意義切入學習，而非由工作紙、
形式化的理解切入學習。

• 目的是減少碎片化、缺乏意義的學習，帶來真正的讀寫經驗。

藥方︰讓孩子感到語文是可親可近的。

感動觀察思考概念語言表達培養語感能力提升。



八、對學習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

作為學習的評估



《蚱蜢旅遊記》（節錄閱讀）

用誦讀及提問安排活動

1. 對規定的看法是甚麼？

（評估學生的背景知識、生活經驗）

2. 向蚊子／蚱蜢說一個道理

（評估學生對故事的綜合評賞能力）

3. 甚麼樣的規定才是好的規定？（評估對生活應用思考）

4. 生活上的規定有甚麼用處呢？（評估對生活應用思考）

5. 應該怎樣建立規定？（評估整理理論能力）



對規定的看法是甚麼？

• 規定很重要

• 是個命令

• 一定要做

• 看情況

• 可以做再做

• 變化



向蚊子說一個道理

• 這個河是大家的，不一定要聽你的命令。

• 如果是你，你想坐一個比你小很多的船嗎？

• 規定不一定要做，看情況。

• 規定是看情況遵守。

•不要勉強別人。
不一定要聽你的命令。

• 遵守規定要看情況。



向蚱蜢說一個道理

• 不要勉強自己。

• 別人說甚麼，不一定要聽。

• 如果這個小水池變成大海你要怎麼辦？

• 如果你不想遵守這條河的規定，就請你走別的路。

• 有時候也要遵守規定。

• 可以直接跳過去，不要理它。



提問是有效的學習方法

• 標準答案會終止思考

• 標準答案扼殺了耐性與好奇心

• 想像與創造力需要的是多元思考、多元可能性

• 不是老師設問來考查學生

• 而是協助學生觀察、好奇、質疑、發問來探索新事物



九、總結

1. 孩子會長跑，老師卻要求孩子蝸牛學步。

2. 法國小學生的語文課不許於課後做習作，只許看圖書。

3. 評估最重要的是評估為甚麼孩子沒有胃納？為甚麼沒有
動機？為甚麼沒有興趣？為甚麼沒有成就感？為甚麼
感厭煩？

4. 成功的語文學習來自大量的延伸自學，而非來自評核或
練習，所以解決了第三項的困難，讓孩子親近語文，樂
用語文學習，他們就會把語文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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