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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沒字書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純圖象又或是文字少的圖書,容易激活
學生的整體感知。

學生在專注閱讀圖象時,不用分神理解
故事提供的文字線索,有助訓練專注力。

圖象與圖象間需連貫思考,要動用短期
記憶,閱讀過程中,有助增進記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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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字書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圖象沒有語言,如何解釋取決於讀者,有
助讀者放膽的思考及感受。

沒字書提供美感愉悅的閱讀歷程。

要令閱讀得到一個整全的意義,需找出
圖畫之間的連貫,有助發展推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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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字書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在閱讀圖畫時,有助激活心理語言的發
展

在表達閱讀所得時,有助激活對語言的
運用

為學生建立初步的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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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遊戲書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純圖象又或是文字少的遊戲書,容易引
發學生參與遊戲的興趣。

學生在專注理解遊戲時,不自覺的要理
解文字提供的線索,閱讀的目的明確而
有意義,有助練習認字讀句。

遊戲的過程,也是學習規則、掌握規律
的過程,有助啟發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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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書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遊戲書提供學生從玩中學的機會,要是
兩人一組輪流進行,有助豐富社化的經
驗。

聆聽規則、共同遵守規則,在聽說回應
中增加口語運用的機會。

遊戲的過程,也是學習規則、掌握規律
的過程,有助啟發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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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兒歌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音尺短,多押韻,節奏感強,常輔以律動
以增強節奏感。

用詞接近幼兒口語,容易上口記誦。

內容取材自生活,反映兒童的生活,容
易讓兒童掌握當中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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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歌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表達質樸,不事雕飾。

讓兒童由已知的口語,學習過渡進入書
面語的記認。

從琅琅上口的念誦及律動中,領會兒歌
的音樂美及節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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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歌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在大量念誦中學習口語的咬字吐音及享
受念誦的樂趣。

有助加深兒童對生活的認識,豐富他們對
生活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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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歌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詞言淺白,有助豐富日用語的表達

是口語進入學習書面語的橋樑

有助培育兒童對生活的觀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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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童詩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音樂感界於兒歌與散文之間。

用詞比兒歌略深,然仍追求清新純樸的
風格為尚。

句子長短變化不一、段落的變化亦較多。

取材自兒童生活,然表達較具文學的意
趣、具想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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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詩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文字比故事較少,是學習書面語的入門教
材之一

用詞優美,長於觀察與想像

有助發展觀察能力與想像能力

初步品嘗文學的真、善、美

有助學習朗誦及書寫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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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活故事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擴展視野,開闊眼界

認識其他人的故事、其他家庭的故
事……

豐富感知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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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故事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學習故事中人的解難方式及思考方法

在閱讀感受過程中,學習易地而處,體會自
我以外的世界

故事的趣味及懸疑的表達方式,有助專注
聆聽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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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故事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聆聽或閱讀的過程,激活思維能力的發
展。

理解故事文本,要求短期記憶、觀察、
推理能力等的運用。

在認字聆聽或閱讀當中,豐富書面語詞
彙,從而提升閱讀書面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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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故事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在閱讀過程中,體會語法語用的關係,建
立語感

學習描寫人物與故事發展的相關性,有助
寫作的選材與剪裁

享受閱讀帶來的愉悅及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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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故事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在大量閱讀後,逐漸掌握書面語言的
結構

在大量閱讀中,掌握順序記敘事件的
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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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情緒教育故事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有助建立健康的、積極的、自強不息
的人生觀

喜怒哀樂愛惡慾等為成長帶來的挑戰
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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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育故事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學習尊重、誠信、關懷、包容、熱誠、
體諒、毅力、寬恕、責任、犧牲等核
心美德 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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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孩子談美德》

Pam Schiller & Tamera Bryant 著，陳麗蘭譯
列舉十六項孩子需要學習的美德，包括：

(1)同情心和同理心
(2)合作
(3)勇氣
(4)決心和承諾
(5)公平
(6)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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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誠實和正直
(8)幽默
(9)獨立和自信
(10)忠實
(11)耐心

(12)榮耀
(13)因時制宜 適可而止
(14)尊敬
(15)責任
(16)容忍

《與孩子談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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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可預測讀物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引發兒童發展內在掌握規律的能力

學習在重覆、累積、連環、一問一答、
語言的音節變化中,掌握更多推測/預
測的技巧

學習有系統的邏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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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測讀物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我數一, 你數一,
一隻公雞吃白米。
我數二, 你數二,
兩隻白雞過小河。
我數三, 你數三,
三隻燕子飛上天。《我愛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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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測讀物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預測 / 掌握預測的線索
數字順序
音尺及句式
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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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測讀物的學習意義

自我發現與自尊感的提升

獨立學習的成功感

在大量真實、具意義的練習中,學習認
字、掌握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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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測讀物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學習推理的技巧、建立學習的信心

掌握書面語言的結構

在預測的過程中,培育邏輯能力(推論、
分類、組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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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自製圖書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用照片按學生能力發展需要而做書

1. 拍攝 生活情景(寄信、超市、遊樂園……)
引導觀察

2.根據 實物多角度 拍攝 (一件實物的多個
角度)

3.根據 一次 出遊 拍攝 過程(著重順敘 的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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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圖書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4.按主題拍攝照片,如學校的廚房與家中
的廚房與餐飲店的廚房

5.對比拍攝不同的書包,引導觀察比較,擬
人化的編故事

6.觀察局部與全部的關係

7.因應學生的需要而配上文字;又或是用
寫話的方式寫下配圖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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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圖書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自製圖書可用作閱讀課後的延展

 自製圖書亦可用作寫作的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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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圖書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自製圖書亦可用作寫作的結集

玩一玩---觀察過程，思考感受
看一看---觀察特點，創意想像
做一做---體會過程，回想心得
遊一遊---經歷快樂，體驗心情
讀一讀---擴闊視野，豐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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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圖書的特質與學習功能

可以加配不同體裁的文字

可以在基本的照片以外,加插自畫的插
圖

可以在基本的圖文以外,加插裝飾品

可以在圖文之內,加上特別的表達效果
(如立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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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的閱讀
讀出與個人有關的意義

有所豐富感受

能引發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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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閱讀理解的過程 重要性不下於找到一
個總結的看法

閱讀啟智在於啟動觀察、注意、思考、
推測、感受, 大腦活動的過程不能用對
與錯去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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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學習才有助啟智, 被動的記憶不能
激活大腦

認知有缺損的大腦, 更需要閱讀的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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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閱讀的興趣, 養成閱讀的習慣, 具長遠
的教育效益, 因為那是學生一生學習的動力
之源

教養學生發展閱讀的能力, 可以予他一生學
習的利器

閱讀的材料, 俯拾皆是, 宜多隨機選用善用,
與學生互動, 形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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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閱讀

多元情境

多元材料

多元途徑

多元需求

多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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