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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小學巡禮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打破中文課程固有框架  革新求變

乘着新春這個喜慶日子，在此祝各位老師教務順利，身心康泰！新學期開始，

不知老師會否為教學注入新元素，讓課堂耳目一新？今期我們會介紹一個於中文科

課程求變求新，達至師生雙贏的成功例子，給各位同工參考。

▼ 11 月 24 日，謝煒珞校長率先向老師分享教學心得。

位於天水圍的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兩年前開

始銳意改革校內的中文科課程，重新設計課程架構、教

學模式和課時，並由一年級開始推展，第二年推至二年

級。課程改革至今，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一方面，

接受新課程的學生的讀、寫、聽、說能力均有長足進步，

同時改善了學習態度、思考力和創意；另一方面，中文

科老師認為課堂的氣氛變得更愉快，整體教學質素亦有

提升，使師生更加享受中文課堂。

反思教學方法  質重於量

該校於 2017 年底，兩次與其他學校同工分享及交流

教學心得，以便收集更多意見，進一步完善新課程。第

一場分享會於 11 月 24 日在該校禮堂舉行，謝煒珞校長

向不同小學的中文科老師介紹新課程的理念、架構和推

行成效，更安排同儕觀課及交流問答環節。第二場分享

會安排在 12 月 9 日，該校的中文科主任謝婉茵應本公司

邀請，擔任座談會的嘉賓，向多間小學的老師作介紹和

分享。本文現將兩場分享會的內容整理及歸納如下。

謝校長表示，改革中文科課程的念頭，來自對現今

教學風氣的反思︰老師是否教得愈多課文愈好？功課量

是否愈多愈好？她認為，學習語文必須通過每日多閱讀、

多朗讀，在日常生活中積累和培養語感；而且，要平衡

教學的「質」與「量」，教學內容應該少而精要；更重

要的是，教學時必須有機、有序地串連聽、說、讀、寫

各個部分，不能將它們分割成碎片。至於佈置課業，則

需要強調活學活用，讓學生愉快而有效能地學習。基於

以上的理念，一眾老師重新檢視了中文科課程的橫縱向

規劃，並採用與他們理念相近的教科書——《活學中國

語文》，全力發展新課程。

着重閱讀朗讀  三管齊下

謝校長重視日常的語文積累

和運用，因此要求學生每天在學

校和家裏都要做兩件事︰朗讀、

閱讀。學生需要高聲地朗讀課文，

讀得流暢、有感情，從而培養語

感。另外，校方在校內設置閱讀

列車、樓層閱讀天地、圖書角等，

營造良好的環境，鼓勵學生閱讀，

更要求學生每天到網上學習平台

閱讀篇章，大大增加閱讀量。

新中文課程分為三個部分：「中文課」、「書法課」

及「兒童文學課」，三者互相配合，全面訓練學生語文

基礎知識、讀寫聽說、寫字和創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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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文課

顧名思義，「中文課」就是常規的語文課，老師會

以單元形式授課，每個單元由一個主題貫穿，包含「講

讀」、「導讀」、「綜合訓練」及「自讀」四個部分。

老師會先精教「講讀」的課文，並從中教授相關的語文

基礎知識；然後略教「導讀」的課文，重温及鞏固重

點；接着，在「綜合訓練」，老師會通過先說後寫、讀

寫結合等方式，有機地串連讀、寫、聽、說四種能力的

訓練；最後，讓學生通過自行閱讀「自讀」的文章及課

外讀物，進行自學及延伸。老師們會細心挑選合適的單

元來教授，並深入地教授「講讀」課文和語基知識，以

及讓學生進行各種課堂活動，大大提高學習的趣味。而

且，學生會在課堂上完成大部分功課，即使文章寫作也

不例外，既方便老師即時指導，又能真實地呈現學生的

能力。

	二、書法課

針對學生寫字不工整的問題，校方設計校本硬筆書

法課程，採用教材《寫一手好字》，教材中的字體皆由

內地知名書法家丁迪蒙教授所寫。每個年級皆有不同的

訓練重點，以一、二年級為例，分別着重寫基本筆畫及

部首，其他年級則會通過寫成語、名人名句、詩詞和古

文來練字。謝校長表示︰「我們只會要求學生每天寫兩

行字，但是要非常認真地寫。」在課堂上，老師更可即

時糾正學生的書寫和執筆姿勢。經過持之以恆的練習，

一、二年級九成學生的字都變得十分整潔，謝婉茵主任

更指出，學生會自動自覺地說要寫「書法字」！

	三、兒童文學課

為啟發學生的想像力和創意，校方特設兒童文學

課，每年共教授三個兒童文學單元。老師會運用《活學

中國語文》的延伸單元、繪本及自編教材，讓學生接觸

不同類型的故事、童詩等，再進行個人或小組創作，以

文字、圖像、手工、口頭匯報及話劇等形式表現出來。

以《活學中國語文》關於圖像詩的單元為例，學生在瞭

解圖像詩的特點和欣賞不同的作品後，便會嘗試模仿創

作；又如安排學生閱讀寓言故事後，進行小組創作故事

或角色扮演。多接觸文學作品和創作後，該校老師發

現，學生無論是閱讀興趣，還是反思、協作和創造能力

皆有所提升。

成效顯著  師生得益

總括來說，在推行新課程後，學生能更愉快地學

習，學習態度亦更積極、投入，喜歡上中文課和更有成

功感，連帶中文水平也提升了，有程度高的小二學生甚

至能寫出二百多字的文章。至於老師，因為不用追趕課

堂進度，設計的課堂活動全部能一一實行，使他們更加

享受教學過程。對此，謝校長指他們會繼續努力將新課

程做得更好、更完善。

▲  寫字練習貴精不貴多，
最重要是用心地把字

 寫好。

▲  小一學生創作的圖像詩，充滿想像力和創意。

▲  謝婉茵主任在教學分享會上分享
 教學心得。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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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課教授《活學中國語文》二下一單元一的「講讀」
課文《爬山》，學習重點是「掌握事情的開始、經
過和結果」。老師在教授課文後，便提供情境題
目，請學生分組補寫故事的「經過」。

各組學生須在限時內完成補寫故事，老師正在
逐一解答疑難。在老師平日的訓練下，學生養
成了完成寫作後，檢查並修改文章的良好習慣。

▲  各組學生輪流朗讀自己所寫的故事，只見他
們毫不怯場，全部放聲朗讀，明顯平日訓練
有素。然後，老師作出點評，並請其他同學
給予意見。

▲ 觀課後，所有老師分為兩組，討論剛
才課堂的內容、教學方法等，各人紛
紛發表意見，氣氛相當熱烈。

▲ 小一學生的寫作課業，用詞相當豐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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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e 世代」，師生利用電子工具來教學和學

習已漸趨恆常。在教學時，我經常反思：「為何要用？

是否真正幫助到學生？」電子教學不應「為做而做」，

最有效的電子教學，是能夠與教學課程結合，而非單單

運用電子工具，與本來的教學內容割裂。

那麼作為「e 世代」的老師，要設計怎樣的電子課

堂，才能讓學生從中真正地得益呢？「照顧學習多樣性、

師生互動、生生互動、評估中學習、以學生為中心、適

時適切的回饋……」等等的教學法，要用怎樣的電子工

具才能真正實踐出來呢？在親身試用教圖 iConnect 平台

進行電子課堂後，我認為這個平台能夠真正在課堂中做

到愉快和自主地學習，並取得實際的教學成效。	

一項優質的電子教學工具，應具備彈性，能設計具

創意、靈活的活動，配合不同教學需要的課堂流程。有

別於一些舊酒新瓶的「電子配套」，教圖 iConnect 是以

「分組活動」、「自主學習」為本的平台。例如在傳統

的課堂上，一直都難以照顧不同學習差異的學生，然而

我透過 iConnect 平台，把不同類型、程度的多媒體資料

派發給指定學生，讓他們根據自己的需要，自行探索學

習，這樣既能照顧班上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又能達到

用戶分享

自主學習的目的。學生十分積極地選擇感興趣的學習內

容，大大提升了他們的學習動機。

最後，我請學生分組完成作品，並利用 iConnect 平

台指派不同資料給每個組員，啟發他們思考和討論，讓

他們更投入於課堂活動之中。學生通過 iConnect 平台提

交作品後，可以即時與全班同學分享，我又能馬上作出

回饋，討論氣氛自然變得熱烈。

更重要的是，運用 iConnect 平台不止能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更能真正在教學上獲得成效。例如在進行說

話活動前，我先派發不同的詞彙卡給學生，想不到這能

夠大大提升學生學習字詞的成效，並能在分組討論中愉

快、自主地發揮創意，幫助累積豐富的寫作素材。而且，

iConnect 平台緊扣《活學中國語文》課本，平台中已具

備配合課本各個單元中「說話」和「寫作」的活動，這

使我無需自行製作電子教材，間接令備課的工作輕鬆了

不少！

「活用」
「活學」中國語文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吳樹東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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