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應需要，善用策略
——有系統地幫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毛燕美老師

黃慧盈老師

潘梓盈老師

劉珮慈女士

2021「以行求知」研討會：擁抱挑戰 拓展學習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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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學生需要：

學校層面

分享重點

落實課程設置模式 規劃校本課程

發展學習材料

探討學與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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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層面



2019/20 2020/21

劉珮慈女士
毛燕美老師
潘梓盈老師
黃慧盈老師

劉珮慈女士
黃慧盈老師
葉美娟老師
黎淑儀老師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校情及協作歷程

過往一直為低濃度學校，本學年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剛超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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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層面

課程設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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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置模式：融合？抽離？

女

融合 抽離

或
NCS

Teacher
Teacher

NCS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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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置模式：融合和抽離雙軌措施

融合 抽離

課程發展處（2019）

NCS

Teacher
Teacher

NCS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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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課程設置模式：融合和抽離雙軌措施

聆聽和說話課

與本地學生一同學習

增加與本地學生接觸的機會

沉浸語言環境，多聽多說中文
NCS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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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離

課程設置模式：融合和抽離雙軌措施

閱讀和寫作課

聚焦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

針對閱讀和寫作的難點

盡快提升讀寫能力

Teacher

NCS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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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離

課程設置模式：融合和抽離雙軌措施

導修課

每周2節，為一年級非華語學生
而設，由科任教師任教

編排在時間表內，每周1節，
科任教師任教，鞏固課堂學習

功輔班(為非華語學生而設)

增潤課

編排在時間表外，每天1節，
指導學生完成家課(中文家課優先)

Teacher

NCS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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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策劃-推行-評估」(PIE)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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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
Planning

推行
Implementation

落實「策劃-推行-評估」(PIE)循環

評估
Evaluation

分析學生的起步點，
參考「學習架構」
擬定預期學習成果

檢視學與教成效 設計單元

探討學與教策略

規劃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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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生的起步點，參考「學習架構」擬定預期學習成果

第一組 (二年級)

起步點 NLR(1.1)1 能認讀學習和生活上的常用字詞 (L)
NLR(1.1)4 能理解閱讀材料的內容大意 (H)

預期學習成果 NLR(1.1)2 能理解簡短句子的意思 (L)
NLR(1.1)3 能理解短小段落的大意 (L) (H)
NLR(2.1)1 能理解閱讀材料的時地人關係 (L) (H)
NLR(2.1)1 能對閱讀材料中的具體事件提出簡單的看法 (H)

閱讀 (L) 能力稍遜學生
(H) 能力較高學生
學生表現較弱的項目

第二組 (三年級)

起步點 NLR(1.1)1 能認讀學習和生活上的常用字詞
NLR(2.1)1 能理解閱讀材料的時地人關係

預期學習成果 NLR(1.1)3 能理解短小段落的大意
NLR(1.1)4 能理解閱讀材料的內容大意
NLR(2.1)1 能對閱讀材料的具體事件提出簡單的看法 12

NCS

NCS



NCS起步點 NLW(1.1)2 能正確書寫常用字 (L)
NLW(1.1)3 大致能運用提供的字詞寫簡短句子 (H)

預期學習成果 NLW(1.1)3 大致能運用提供的字詞寫簡短句子 (L)
NLW(1.1)4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句子，內容完整 (H)
NLW(1.1)5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單段落，意思清楚 (H)

分析學生的起步點，參考「學習架構」擬定預期學習成果

(L) 能力稍遜學生
(H) 能力較高學生

寫作
第一組 (二年級)

第二組 (三年級)

起步點 NLW(1.1)3 大致能運用提供的字詞寫簡短句子

預期學習成果 NLW(1.1)4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句子，內容完整
NLW(1.1)5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單段落，意思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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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量少

字詞遺忘率高

學習材料的程度與學生
水平存在差距

欠缺學習策略

難以掌握整篇課文的內容

構思寫作內容遇到困難

文句表達不清

分析問題癥結，探尋解決方案

因應學生需要，發展學習材料

部件識字教學

鞏固字詞學習(認讀遊戲)

建立寫筆記的習慣

運用概念圖

戲劇教學 (角色扮演、朗讀劇場)

深度閱讀，連繫生活

朗讀教學

看圖說故事

讀寫結合，提供鷹架

寫作小錦囊

識字

閱讀 說話 思維

閱讀

寫作

寫作

識字

寫作

閱讀

閱讀

說話 寫作 思維

識字 閱讀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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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層面

規劃校本課程、發展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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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閱讀 寫作 品德情意、文化

二 勤奮苦練
——通過事例來寫人

3〈赤道上的金牌〉4〈周潤發學英語〉
 根據事例，分析人物性格

一 「善良/誠實的(人名)」
 選取合適事例，表現人物性格

 勤奮堅毅、善良正直

三
五

狡猾？聰明？愚蠢？
——寓言的特點
成語故事——插敍法

5〈烏鴉又被騙了〉6〈黑驢的下場〉
 認識寓言的特點
 根據故事圖式總結寓言的內容
9 〈望梅止渴〉
10〈畫龍點睛〉
 認識插敘法

二 「狼來了」
 寫作寓言故事
 運用倒敘法 (NCS)
 寫出角色的內心想法

 和平共享、實事求是、
重視誠信

 認識成語的來源，領
略中華傳統語言之美

六 角色放大鏡
——語言描寫、行動描寫

11〈木偶的眼淚〉12〈穀倉裏的黃鼠狼〉
 認識語言描寫和行動描寫

三 「木偶的笑容」
 運用語言描寫和行動描寫

 自我節制、樂於助人

十一 發人深省的故事
——對話的作用

5 〈沒有牙齒的大老虎〉6〈畫鳥的獵人〉
 認識對話的作用

四 「夾着尾巴逃跑的狐狸」
 運用對話創作故事

 認真學習

十二 校園內外——借事抒情 7〈第一次探訪〉8〈學校裏的隱形人〉
 認識借事抒情

五 「校園事件簿」
 運用借事抒情

 友愛同儕

十三 中國傳統節日
——靜態和動態描寫

9 〈龍船比賽〉10〈中秋觀燈〉
 認識靜態和動態描寫

六 「農曆新年裏的活動」
 運用動態和靜態描寫

 尊重多元文化
 認識中國的傳統節日

十五 難忘的日子
——日記和週記

13〈背水慈善行〉14〈種菜樂〉
 認識日記和週記的格式和內容

七 「特別的一週」
 運用適當的格式寫作週記

 關懷顧念

規劃校本課程 中文科科主任、主流班科任教師與非華語班科任教師一同規劃

讀寫結合 重視品德情意和文化元素

配合單元主題、學校關注事項、校訓、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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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學生需要，發展學習材料

單元規劃

 閱讀(課文理解)

閱讀理解工作紙

 寫作(課文句式)

造句工作紙

 識字(課文詞語)

字詞運用工作紙

 閱讀(語文知識)

語文知識工作紙

 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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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規劃
擬定聆聽、說話、閱讀、寫作範疇的預期學習成果

根據學生學習進展調節預期學習成果

因應學生需要，發展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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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規劃

教學圖片

字詞教學

難點

因應學生需要，發展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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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版權所限，未能顯示有關圖片



單元規劃

閱讀策略

主要教學提問/教學活動

多媒體學習材料

因應學生需要，發展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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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工作紙

題目針對學生的學習難點
(如：時地人關係、段落大意)

列出各題的層階，以便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展

題目用詞及表達盡量簡單直接

題型多為選擇題、填表題和短答題

設有評鑑題和情境題

因應學生需要，發展學習材料

21



字詞運用工作紙

讓學生鞏固課文所學字詞

題目盡量運用學過的字詞和句式

若學生能力較低會加入圖片，
幫助學生理解

因應學生能力加入造句題

因應學生需要，發展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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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版權所限，
未能顯示
有關圖片



字詞運用工作紙

學生運用重點字詞造句

深化學生對字詞的掌握

因應學生需要，發展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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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層面

探討學與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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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鞏固字詞學習-認讀遊戲

通過趣味遊戲的方式激發學生識字興趣是一種有效的教學方法，
使平凡沉悶的漢字學習過程變得生動有趣 (謝錫金，2002)

教師可以設計字卡遊戲鞏固非華語小學生的識字能力，因應學
生能力調節遊戲難度 (張慧明、林偉業，2015)

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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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鞏固字詞學習-認讀遊戲 識字

教學設計

教師一邊讀出詞語，一邊把字卡放到桌上。若讀音與字卡配合，
學生便要拍一下字卡

查考學生對課文詞語「字音」和「字型」的掌握

提升學習興趣 了解學生對字詞的掌握，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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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鞏固字詞學習-認讀遊戲 識字

27

此處原為課堂片段



探討學與教策略

戲劇教學(角色扮演)

閱讀 說話 思維

角色扮演活動應以強調以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為目標。角色扮演
能增加學生的思維能力 (廖佩莉，2017)

戲劇教學有助第二語言學習，既能製造運用語言的機會，亦能增
加課堂趣味，提升學生參與度和學習動機 (羅嘉怡、胡寶秀、祁
永華、鄧啟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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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戲劇教學(角色扮演) 課文〈烏鴉又被騙了〉

閱讀 說話 思維

教學設計
教授課文前：

展示烏鴉第一次被騙的四格圖畫，學生觀察圖片，根據圖意自擬對白

學生並非跟着課文文句唸對白，結合說聽和思維的訓練

每位學生都有參與演出的機會

能力稍遜的學生先觀看同學的演出，理解活動要求是自己能力所及之後更
有信心參與演出

學生更有興趣學習課文，了解烏鴉為何會再次受騙
29



探討學與教策略 戲劇教學(角色扮演) 閱讀 說話 思維

30

此處原為課堂片段



探討學與教策略

戲劇教學(朗讀劇場)

學生代入課文角色，帶感情地用書面語朗讀課文，無須轉換成口語，
欣賞課文的文句表達

無須記誦臺詞和安排道具、服飾、走位

結合了朗讀與戲劇的元素，有機地結合閱讀和說聽的訓練

學生為了參與戲劇活動，樂意反覆閱讀課文，主動向教師查問字音

何洵怡 (2011)

閱讀 說話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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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戲劇教學(朗讀劇場)
課文〈沒有牙齒的大老虎〉

教學設計

學生代入課文角色朗讀對白，輪流扮演不同角色，感受課文中角色的
語氣，加深對角色的行為、性格的掌握

能力較高的學生主要扮演對白較多的角色，能力稍遜的學生扮演對白
較少的角色

教師請學生評鑑同學的語氣是否準確，演出是否符合角色的性格特點

閱讀 說話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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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戲劇教學(朗讀劇場)

課文〈沒有牙齒的大老虎〉能力較高的學生扮演對白較多的狐狸

閱讀 說話 思維

33

此處原為課堂片段



探討學與教策略 戲劇教學(朗讀劇場)
課文〈沒有牙齒的大老虎〉能力稍遜的學生扮演對白較少的牛大夫

閱讀 說話 思維

34

此處原為課堂片段



探討學與教策略
戲劇教學(朗讀劇場)

延伸寫作〈夾着尾巴逃跑的狐狸〉

完成戲劇學習活動後，學生對文本已有透徹的認識，配合延伸寫作任務，
讓學生代入角色寫作，把戲劇活動產生的意念和感受，催化成寫作動機
和素材，減低學生對寫作的恐懼(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
2019）

教學設計
學生寫作文章〈夾着尾巴逃跑的狐狸〉，代入大老虎的好朋友獅子的身
份，勸大老虎不要上當，阻止狐狸欺騙大老虎

寫作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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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寫作 思維

36

此處原為課堂片段



獅子是大老虎的好朋友，獅子對大老虎說：「不要相信狐狸，牠以前有欺騙
(烏)鴉的肉，所以牠今次也是欺騙你的。」大老虎聽到後，覺得很生氣了。大老虎
回答說：「我不會相信狐狸。」大老虎就不喜歡狐狸。

獅子又去找狐狸說：「你不要欺騙大老虎，我知道你是狡猾的。」
大老虎生氣地(對狐狸)說：「哼！你欺騙我，我要殺死你！」狐狸害怕地說：

「對不起，我……我不敢欺騙人了！」
狐狸夾着尾巴逃跑了。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不要聽信別人的花言巧語。

學生作品〈夾着尾巴逃跑的狐狸〉 寫作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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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閱讀，連繫生活

探討學與教策略

重視閱讀的過程，連繫學生的生活經驗，細讀文本，體會作品意蘊，
提升閱讀深度

透過閱讀和欣賞，滋養情意，培育品德

閱讀

38課程發展議會(2017)



深度閱讀，連繫生活

探討學與教策略 閱讀

課文〈周潤發學英語〉

內容大意：周潤發到荷里活拍電影，堅持不用配音，努力學習英文

教學設計

閱讀課：分析課文內容，帶出周潤發學習英文的困難和努力

說話活動：學生反思及分享學生中文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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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深度閱讀，連繫生活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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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潤發
學習英文

距離學生生活經驗較遠，
難以引起共鳴

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

閱讀 說話
學生反思學習中文的歷程

更深刻體會周潤發
學習英文的困難和堅毅

連繫非華語學生
學習中文的經歷

聆聽同學的分享，
與同學互相學習

周潤發的成功經驗
鼓勵非華語學生繼續努力學習

探討學與教策略
深度閱讀，連繫生活

品德情意：
勤奮堅毅、
欣賞別人

閱讀

41



探討學與教策略
深度閱讀，連繫生活

學生分享自己學習中文的困難和方法

學生一：Google和問姐姐

學生二：聆聽課文及詞語朗讀
閱讀

42

因版權所限，未能顯示
有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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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S



探討學與教策略
讀寫結合，提供鷹架

寫作

課文(四段)

寫作題目：〈到玩具店購物〉

寫作要求：順序記事（一段）

曾學習「我的玩具」單元，學了
一些玩具的名稱和特點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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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讀寫結合，提供鷹架

教學設計
把原本四段的課文改寫成一
段作為範文，提供鷹架，方
便學生模仿遷移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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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語言教學應該適時為非
華語學生提供鷹架。例如：
提供示範、將複雜的任務細
分或簡化、提供必要的協助
與結構、適當的發問促進學
生思考等。(關之英，2012)

因版權所限，未能顯示有關圖片



探討學與教策略

讀寫結合，提供鷹架

以範文示範如何逐步建構寫作內容，
從內容重點句子段落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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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讀寫結合，提供鷹架

引導學生從範文中圈出
一些可以學習的詞句

學生構思寫作內容，
向教師提問需要用到
的字詞寫法，而非提
供大量詞句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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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讀寫結合，提供鷹架

提供與範文相同的
框架和引導問題，
幫助學生建寫作內
容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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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讀寫結合，提供鷹架

今天早上，媽媽和我到玩具
店去買玩具。玩具店裏的玩具
很多，有洋娃娃、玩具車、拼
圖、扭計骰、泥膠等。我們，
一面走，一面看。我們買了洋
娃娃(熊貓、獨角馬)、扭計骰
和泥膠。媽媽付錢後，我們一
起把玩具拿回家。今天過得真
快樂呢！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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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與教策略
寫作小錦囊

學生把課堂所學的詞句寫在「寫作小錦囊」，
寫作時可以參考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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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展望

校方安排曾參與支援計劃的教師任教不同年級，繼續發展及優化學習材料和
教學設計，把經驗推展至各個年級。

教師由不熟悉非華語中文學與教，到學會運用「學習架構」、發展學習材料
和探討不同學與教策略。教師現時在非華語中文學與教方面積極進修及參與
不同支援計劃，持續提升專業水平。

這兩年因疫情關係，學與教面對很多挑戰，但樂見學生喜歡學習中文，也喜
見他們的進步。學生不但融入校園，與同學相處融洽，部分學生還會參與不
同類型的中文比賽和活動，挑戰自己，希望他們能繼續積極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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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

十分感謝校長、教育局支援人員的支持及幫忙。我們從起初不知道如何規
劃課程、發展單元學習材料及應用「學習架構」，到現在能自行發展及調
適學習材料。除了學生學習上的進步，老師也得益甚多。

在此亦感謝參與支援的老師，雖然我們教學年資淺，但有教學熱誠，也願
意和同儕分享交流，互補不足。將來即使沒有支援計劃，仍可合力傳承所
學，使我校非華語教學繼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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