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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情分析

➢抒情角度單一化，對日常生活欠缺敏感度

➢未能具體抒發個人感受

➢命題作文，字數須達致500字感困難

➢詞彙貧乏， 錯別字繁多



教學重點

記敍抒情文

寫作教學

對象：中二級
全體學生

豐富寫作內容



學習重點
⚫前測——評估學生已有能力

⚫文章賞析——學習抒情手法

⚫敍中生情

⚫以情帶敍

⚫修辭：豐富寫作內容

⚫自我檢視：透過檢視表，以提升學生寫作能力

⚫後測——檢測學生進步的情況



十週教學流程
重點

前測﹕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1 審題立意

2 學習抒情手法(文章賞析)

3-4 敍中生情+
簡短寫作 (Patlet)

5-6 以情帶敍+
簡短寫作 (Nearpod)

7 添加元素—修辭

8-9 互評(iMark) 自評(自評工作紙)

10 後測﹕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將學習重點具體化
以錦囊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透過仿作

加強學習效能

以自評及互評

加強學生寫作意識

設計理念



從「促進學習的評估」邁向「作為學習的評估」

2017：《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提出在評估加入作為學習的評估

2014：香港的課程改革進入「學會學習2+」階段，
並提出『邁向「作為學習的評估」』口號

為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和有效學習的習慣，
教師在教學上該更積極地連繫學習和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 作為學習的評估

評估目的 通過了解學生的學習過程，從而
優化學與教的措施

培養學生後設思維能力、自我調整
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幫助學生建立
良好的學習習慣和訂定個人學習計
劃。

評估焦點 學生的學習進程、學習困難和學
習需要

學生的學習策略運用、個人學習的
後設思維能力和對學習的反思能力。

評估標準 參考課程要求而訂定的預期學習
成果

個人期望和師生一起參考課程要求
而訂定的學習目標

評估措施的主要
執行者

教師 學生為主，教師為輔，主要通過自
評和互評等活動進行

「促進學習的評估」和「作為學習的評估」都在實踐「進展性評估」的精神，
下表展示兩者的差異：



豐富描寫段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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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添

元素

敍中生情

以情帶敍

豐富

用詞

範文
賞析



照顧學習多樣性

✓ 透過檢視表，培養學生自我檢視的習慣，以提升學生寫作能力

✓ 透過多媒體提高學生寫作意識

✓ 教師鷹架：提供同一體裁短篇文章作參考，協助能力較弱的學生寫作

✓ 分層工作紙：按照好班與普班而調適

✓ 提供「錦囊」自由選用 (寫人/敍事/狀物/寫景/情感/說理) 



審題立意 「審錯題」的謬誤

「離題」、「偏題」

的情況常出現。

加強學生審題能力及

認清不同文體的特性



審題立意



審題立意
➢ 同一個題目，可以不同的文體撰文。

➢ 例：以朋友為題

「審錯題」的謬誤

「離題」、「偏題」

的情況常出現。

加強學生審題能力及

認清不同文體的特性



教師鷹架

以「先輸入，後輸出」的原則

確保學生能有足夠的輸入

教師鷹架學生

1.認識手法→ 2.評鑑→ 3.半操控式創作→ 4.自由創作



1.認識手法
先輸入理論知識，讓學生對特
定的寫作手法有基礎認識，從
而提升其語文的後設能力

(meta-cognitive ability)



2.評鑑

透過分析範文
擴大學生的輸入

（題材與學生息息相關）



3.半操控式操作

學生先透過擴充段落
作為練筆



4.自由創作 （分層工作紙）
透過簡單的自評，

強化學生對於寫作技巧
上的後設認知

調適好班與普班的字數要求，
以消減學生的「習得性失助」



錦囊 (好詞補給)



小錦囊



優化自評工作紙



學生自評



觀課課堂

課堂時間：2節中文課 對象：中二級

課堂目標：

1. 認識「以情帶敍」的抒情技巧

2. 根據指示，運用不同抒情及修辭手法寫擴寫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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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電子教學工具 Nearpod

1. 增加師生互動性

2. 提高學習動機

3. 即時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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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步子教學

1. 多項選擇題

2. 配對

3. 電子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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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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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鞏固已有知識
• 重溫不同的抒情手法



獲得學生的即時數據，並回饋學生



判斷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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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學生對「以情帶敘」的掌握
• 根據題目要求帶出的「情」，選擇合適的「事件」
• 引導學生思考



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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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學生想像情景找出相應感受
• 引導學生思考(不止一種情感)
• 增加課堂趣味性





運用貼近學生的教材，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課程評鑑階段
（成效分析）



學生學習成果

按照學習重點
批改作文



善用錦囊
豐富詞彙



同學A：課程前

入題較為生硬



同學A：課程後

利用眼前景物
入題，為下文
所抒發的情感
作鋪墊



同學A：課程後

修辭生動，用
詞準確
透過描寫景物
抒發內心的情
感



同學B：課程前

字數不足



同學B：課程後

字數超過
500字

-善用四字詞（字詞錦囊)

-能以敘中生情的手法借事抒情



同學C：課程後

學會在敍事
過程中加入
細節，行為
描寫細緻，
緊張的心情
躍然於紙上



同學C：課程後

情緒轉折流暢自然，所
抒情感深刻有層次



同學D：課程後

角色形象鮮明，亦
能做到以情帶敍，
就文章想抒發的感
情選取合適的素材



十項促進學習的評估原則

1. 評估連結教與學

2. 採用多樣化的評估方法

3. 選擇對學習有利的評估方法

4. 謀求同事通力合作

5. 持續評估學生

6. 讓學生參與

7. 以評估了解學生的學習

8. 讓學生知道評估準則

9. 以反饋輔助學生學習

10. 分析和報告學生成績

梁佩雲、張淑賢﹕《導向學習的評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4-17。



問卷調查



極同意（百分比）
同意

（百分比）
一般

（百分比）
不同意

（百分比）
極不同意
（百分比）

總計

運用各種元素豐富
寫作內容 27.3% 36.4% 28.3% 7.1% 1.0% 100.0%

運用錦囊啟發思考
(豐富詞彙)

28.3% 39.4% 28.3% 2.0% 2.0% 100.0%

使用電子學習工具
「Nearpod」增加課堂趣味 39.7% 41.0% 16.7% 2.6% 0.0% 100.0%

使用電子學習工具
「Nearpod」增加學習成效 37.2% 35.9% 23.1% 3.8% 0.0% 100.0%

使用電子學習工具「Padlet」
增加課堂趣味 41.9% 28.4% 25.7% 4.1% 0.0% 100.0%

使用電子學習工具「Padlet」
增加學習成效 41.9% 27.0% 28.4% 2.7% 0.0% 100.0%

我認為在本年度寫作計劃教學能夠……



極同意
（百分比）

同意
（百分比）

一般
（百分比）

不同意
（百分比）

極不同意
（百分比）

總計

能夠欣賞其他同學
作品

25.3% 33.3% 33.3% 5.1% 3.0% 100.0%

能夠強化我的寫作
信心

26.3% 30.3% 33.3% 5.1% 5.1% 100.0%

能夠積極參與活動 23.2% 28.3% 39.4% 7.1% 2.0% 100.0%

能夠營造班級學習
氣氛

27.3% 25.3% 38.4% 7.1% 2.0% 100.0%

我認為我在課堂上…



共同議課的成果

• 課程設計能啟發學生思考，也生動有趣。

• 欣賞老師能善用電子平台(Nearpod)，能有效提升學生的
專注力

• 老師的教導有組織及有層次，過程很流暢

• 同學使用電子平台時頗為專心，老師也善用同學在電子
平台上的回應



共同議課的成果

• 建議在與預期有出入的投票結果上深入討論，從學生的回答中了解
他們對抒情手法的理解

• 建議在課堂設計中增加多些討論環節(因為防疫措施，暫時不能有
小組討論的環節)

• 將會調整Nearpod的問題，為學生簡化選項

• 未來考慮嘗試兩人一組使用一部Ipad，增加學生的討論及互動機會



展望

• 參與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21/22 讀寫策略發展網絡計劃

• 深化以電子教學教授記敘抒情文，以回應教改「學會學習2+」的關鍵項目

• 待疫情消散時並按照教育局最新的面授指引，適切加入小組討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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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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