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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教育與評估改革的不斷發展，香港學校越來越重視「促進學習的評估」的

評估理念與方法。因應學校的發展需要，我們於20們自2013年開展了「促進學習的

評估:建構與實施高效可行的寫作回饋系統」研究。

本書收錄了我們在實驗教學過程中發展出來的寫作回饋系統，包括回饋策略、

評估標準及回饋工具。此外，還加入一些參考示例，以展示寫作回饋系統的應用方

法，從而幫助更多老師在寫作教學中應用。

本研究得以開展並圓滿完成，實有賴多方支持。

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 Qua I i ty Educat i on Fund) 的撥款，為

我們建立了一個與學校校長和老師一起開展研究的平台。

感謝實驗學校校長和老師的鼎力支持: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中華基督教會

協和書院、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佛教黃允歐中學、嘉

諾撒培德書院、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鳳溪廖萬石堂中學(按首字筆劃數排

序)。在研究過程中，老師們為教學實驗獻計獻策、勞心勞力，使教學實驗得以順

利進行。在此，還要感謝895名同學的積極參與，同學之間、師生之間的互動回饋

令人鼓舞。

感謝湯浩堅博士、許守仁先生、蔡鳳詩老師及李孝聰博士給本研究提供支持，

他們的寶貴建議十分有助於本研究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

感謝研究團隊成員廖先先生、島附燕妮小姐、鍾竹梅小姐、張麗娜小姐、郭劍鋒

先生、李良堅先生等在不同時期所付出的努力。他們積極合作、全力工作，使本研

究各細節都落實到位。

我們希望寫作回饋系統能幫助學校更好地落實「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有關理念

與方法。在兩年的研究中，我們與實驗老師進行了充分的交流，反覆調整回饋系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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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配合實際教學的需要。教學實驗後，另有來自62所中學的百餘位老師參加了

「寫作回饋系統」的推廣研討活動，對我們的系統給予了非常正面的回應。實驗前

後的兩次調查顯示，該回饋系統得到了老師的認可 。 日後，歡迎老師繼續向我們回

饋校本經驗與建議，以進一步完善該系統。

近年來，有機會與中國語文課程發展、教學及研究人員繁密合作，在「促進學

習的評估」領域開展多項研究、舉辦系列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我們深感榮幸。在未

來的日子，讓我們繼續為提升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一起努力 !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祝新華(博士)

2013年3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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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目的

( 一 ) 研究背景

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是世界評估改革的方向，也是香港近年

推行評估改革的焦點。促進學習的評估具有一系列特徵，強調回饋對於學習的促進

作用 (Feedback As Feed汁。rward) (Assessment Reform Group, 2002; Hattie & Timperleγ， 

2007)是其一。因為評估並不是學習的終止，而恰恰是下一階段學習的開端。教師提

供合適的回饋，學生才能清楚學習中出現的問題，明確新階段學習的目標，從而採

取恰當的方法以改善學習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在考試報告中指出，與聆聽、說話等能力相比，學生

的寫作能力依然欠佳，提升學生寫作能力仍然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面對這種情

況，學校應該從中一開始就著意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這對於確保學生有良好的中

文學習表現，以及適應將來的實際工作，都有重大的幫助。

寫作回饋是促進學習的評估的重要元素。在寫作教學中，回饋是促進學習的評

估的重要方式，也相當於「第二寫作過程 J (何萬貫， 2007 )。如在書面評語中，

教師要在語吉組織、寫作技法、立意構思及行文等方面提出學生可理解、能跟進的

修訂意見，使學生有明確的改進方向與方法。

目前教學中的寫作回饋未必能達到「有效促進教學」的目標，主要問題

有: (1)回饋形式過於簡單。如只給一個等級或分數，對提升學生作文能力沒有太

大幫助 。 (2)回饋的信息不易理解。即學生難以理解回饋的內容，回饋不能產生作

用。 (3)回饋信息無指導性。老師只是籠統地給批語，並沒有提出改善方向等。總的

來講，目前的主要問題不在於缺乏回饋，而在於缺少有效的回饋，無法引導學生提

升寫作水平 。

( 二 )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發展符合「促進學習的評估」理念、切實可行的寫作回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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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幫助教師提供更有效的「言果堂回饋 J (寫作過程指導、作文講評)、「書面

(作文批改) ;同時 ， 指導學生「互動回饋」、「自我回饋 J '並理解及跟

饋。研究採用的文體為記敘文。

要目標如下:

總結教師與學生在寫作教學回饋中面對的困難。

發展寫作回饋系統(策略、標準、 工具) ，並在教學實驗中使用和修訂，

推動 「促進學習的評估」的理念與方法在香港寫作教學中的應用 。

促進教師掌握寫作回饋的策略、方法，提高寫作教學與回饋的成效，推動

教師的專業發展。

建立校際交流平台，推動實驗教師及其他教師相互學習，探討寫作回饋理

念與方法。

參與學校和研究過程

參與學校及學生

港八所中學參與研究 ，各校參與教學實驗的班級、教師和學生人數目見表1-1 。

表1-1 參與2011-2012年度教學實驗班級、教師和學生數目

學校代號 班級數 教師人數 學生人數

A 4 3 144 

B 34 

C 36 

D 4 4 149 

E 3 2 102 

F 5 4 143 

G 5 3 140 

H 4 4 147 

總數 27 22 89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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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究過程

本研究為期兩年，由2011 至2013學年，分為六個環節:

1 .分析現狀

研究小組在實驗前通過問卷調查、觀察課堂、分析教師評語、參考「全港系統

性評估」結果報告等方式，瞭解學生的寫作困難、教師給予回饋的表現、學生理解

及跟進回饋的表現、師生對回饋的認知及態度等。這些信息為設計具體可行、配合

教學評估需要的回饋系統提供了良好基礎。

2. 發展寫作回饋系統

研究小組在現狀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國際新近文獻資料，發展適用於中一記敘

文寫作的回饋系統。

3. 教師專業發展

實驗開始前，舉辦研討會，幫助實驗教師認識寫作回饋系統;實驗期間，研究

小組多次訪校與實驗教師共同備課;多次舉辦校本及校際研討會、交流活動，進一

步完善寫作回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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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實驗

教學實驗在2011-2012學年的中一年級進行。教師實驗寫作回饋系統，包括寫

作過程回饋、撰寫作文評語與課堂講評三方面。

5. 跟進研究

跟進研究在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進行。經過學校的實驗，研究小組再對6名

實驗教師進行一段時間的後續觀察，瞭解教師是否能夠持續地使用寫作回饋策略系

統。

6. 總結經驗

總結經驗，舉辦研討會向全港中學教師推廣寫作回饋系統。來自全港62間中

學的 117名教師參加於2013年2月 23 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的成果總結與推廣研討

會，有關結果可參見附件4 。

三、寫作回饋系統總覽

在現狀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國際新近文獻資料，研究小組發展起一套寫作回饋

系統並經教學實驗加以驗證。該系統包括策略、標準與工具三大組件:

(一)寫作固饋策略

寫作回饋策略體現了高效回饋的重要特徵 ， 也是教師對學生進行回饋時的重要

準則。本研究提出的寫作回饋六項策略如下:

1 根據特定情況靈活回饋;

2. 鼓勵多方互動;

3. 體現好作文的標準;

4. 令學生清楚;贊賞、批評的原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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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聚焦於學生最感困難又可改進之處;

6. 具有操作性的建議並引導跟進。

每個策略附以若干樣例，方便教師更容易掌握和應用這些策略。

(二) 寫作評估標準

寫作評估標準體現了對中一學生記敘能力的要求，有助於教師更有焦點地為學

生提供回饋，貫穿學生寫作的全過程。圍繞著這些標準，研究小組提供了體現標準

的作品樣例、有待改進的作品樣例，並設計了一些教學活動，供教師在指導學生寫

作時選用。

(三) 寫作回饋工具

針對不同階段的寫作活動，研究小組發展相應的回饋工具。

1 .寫作過程中的回饋:中學寫作回饋工作紙(工具1 ) 

2. 寫作後的書面回饋:教師書面回饋自我檢查清單(工具2 ) 

3. 寫作後的口頭回饋:教師講評課回饋的設計(工具3 ) 

本書主要闡述上述策略、標準與工具，並附以使用說明、實例，希望教師容易

理解、應用這些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