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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ng to Learn, Learning to Write” 

• 文類為本的教學策略，成效見於不同教學文獻 (Rose, 2008, 2012; Rose 

& Martin, 2012)。 

• 由馬丁(Martin) 和盧斯(Rose) 開發，八十年代，羅芙莉 (Rothery, 

1994)等人發展了「文類教學法」(genre approach)，用明示式的方法教

授學生掌握各種重要的文類。 

• 此外，為發展學生的跨學科的語文能力，九十年代開始，盧斯 (Rose, 

2008, 2012) 等人從在比較偏重寫作的「文類教學法」的基礎上，大大加

強了閱讀教學的成分（即「閱讀促進學習」），提高澳洲土著兒童英語的

讀寫能力，使其能參與英語主流社會，增強其社會向上流動的能力。 

• 達至不分階層，人人有機會學習，人人有機會成功  

  (learning for all, successful for all)。 

「閱促進學習」(R2L) 教學理念 



• 「閱讀促進學習（R2L）策略」則對澳洲土著的英語學

習帶來正面影響。 

• 隨後，澳洲新南威爾斯省以80所學校作教學實驗，發現

採用「閱讀促進學習（R2L）策略」後，各年級學生的

後測平均分數均較前測高 

•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近年也在丹麥、瑞典、挪威、

芬蘭、蘇格蘭等國家或地區推廣施行。 

• 研究顯示這種教學法對提昇學生讀寫能力有顯著的效果，

同時能有效收窄不同能力學生之間的差距。 

「閱讀促進學習」(R2L) 教學理念 



閱讀促進學習的三個層次 
              (David Rose, 2012) 

「閱讀促進學習」(R2L) 教學理念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策略(R2L)的三個層次 

•提供三個層次的閱讀和寫作支援  
(Three level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support) 
•教師可在課程中的適當時間應用  
(Flexible according to situations) 

第一個層次 
First Level 

準備閱讀 
Preparing 

for reading 

共同建構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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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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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層次 
Third Level 

句子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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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字詞拼寫 
Spelling 

句子寫作 
Sentence 
Writing 



•教師可在課程中的任何時間應用 

•提供三個層次的閱讀和寫作支援 

•能力較佳者(For high achievers) 

第一個層次 
First Level 

準備閱讀 
Preparing 

for reading 

共同建構 
Joint 

Construction 

個人創作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第二個層次 
Second 
Level 

詳細閱讀
Detailed 
Reading 

共同重寫 
Joint Note-

making/ 
Rewriting 

個人重寫 
Individual 
Rewriting 

第三個層次 
Third Level 

句子建構 
Sentence 
Making 

字詞拼寫 
Spelling 

句子寫作 
Sentence 
Writing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策略(R2L)的三個層次 



•能力一般者(For medium length) 

第一個層次 
First Level 

準備閱讀 
Preparing 

for reading 

共同建構 
Joint 

Construction 

個人創作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第二個層次 
Second 
Level 

詳細閱讀
Detailed 
Reading 

共同重寫 
Joint Note-

making/ 
Rewriting 

個人重寫 
Individual 
Rewriting 

第三個層次 
Third Level 

句子建構 
Sentence 
Making 

字詞拼寫 
Spelling 

句子寫作 
Sentence 
Writing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策略(R2L)的三個層次 



•能力稍遜者(For low achievers) 

•教師可按實際情況隨機應變 (Flexible according to situations) 

第一個層次 
First Level 

準備閱讀 
Preparing 

for reading 

共同建構 
Joint 

Construction 

個人創作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第二個層次 
Second 
Level 

詳細閱讀
Detailed 
Reading 

共同重寫 
Joint Note-

making/ 
Rewriting 

個人重寫 
Individual 
Rewriting 

第三個層次 
Third Level 

句子建構 
Sentence 
Making 

字詞拼寫 
Spelling 

句子寫作 
Sentence 
Writing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策略(R2L)的三個層次 



備課階段 

(Lesson preparation) 

1.分析文章結構 

2.為「閲讀準備」寫教學筆記 

3.設計不同層次的問題 

4.  用熒光筆標示關鍵詞語 

5.在標示字詞上寫提示筆記 

6.為句子的含義和闡釋做筆記 

教學階段 

(Actual teaching ) 
準備閱讀  

Prepare for reading (Story) 

詳細閱讀   

Detailed reading (Story) 

寫作字詞 & 共同重寫 

 Note making & Joint rewriting 

共同建構  

Joint construction 

 個人創作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1 選擇範文 (Select the text) 

 原則有四： 

•  符合課程目標（Curriculum） 

•  配合課題需要(Field)：故事選具有精彩情節的段落 

•  程度宜具挑戰性(Mode)：不宜太淺易，因師生合力

可解決困難 

•  宜選文類功能清晰(Genre)、結構分明的文章 

 

備課階段(Lesson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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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語體 

岑, 2015 



非時間序列- 新聞稿 

時間序列 

激化 – 敘事  

無激化 – 回述 

 

解釋某現象出現的原因–原因解說 

以現象發生的次序解釋某現象如何發生– 順序解說 

解釋由多個因素產生的結果– 因素解說 

解釋事件或成因所導致的後果或成效– 後果解說 

以某個學說來解釋某個現象 – 原理解說 

 

記述歷史事件 (時間順序) – 歷史記述 

提出論證以支持某立場- 論說 
 
就議題作正反討論以作出結論 - 評議 

評價文章 – 讀後感 

詮釋文字或漫畫資料 – 詮釋 

描述事物的屬性、特質、活動和反應  -描述 

把類別組織起來，然後逐一描述 - 分類報告  

比較不同事物或現象之間的異同- 比較 

論辯 

資料回應 
 

議論 

文類 

故事 

陳述 

解說 

程序 
 

歷史記述 

報告 

說明應該和不應該做的事項 – 守則 (實驗守則) 

依次序敘述一項科學活動– 程序記述 (科學實驗) 

建議 針對某一情況作出建議 – 建議 

中學跨學科語體一 覽表  岑, 2015 



語體  傳意功能  語體結構  

故事 Stories 

1.  敘事 

Narrative 

按時空把人物經歷或事件始末
記敘出來 

背景 ^ {行動 ^激化 ^ 化解 

^結局 ^評論 } 

2.  回述 

Recount 

重述過去和經歷，目的在記錄
事件。通常按時序排列。 

背景 ^ 事件[1 – n] ^ （總
結） 

陳述 Factual  

3.  原因解說 (説明） 

Causal 

Explanation  

解釋事物發生或出現的原因及
因果之間的聯系  

現象確認 ^ 解說序列[1-n] 

^ 總結  

 

 

4. 描述 

Description 

描述事物的屬性、特質、活動
和反應 

概述^描述(1-n)^總结 
 

議論 Argumentative  

5. 論說 

Exposition  

提出論證以支持某立場 

 
立場^論說(1-n)^重申立場 

6. 評議 

Discussion  

就議題作正反或多角度討論，
權衡利弊以作出結論  

議題^正面論說(1-n)^反面
論說(1-n)^結論 

岑, 2015 

跨學科語體 



香港大學為非華語學生設計新教材 

(New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CS 

Students by HKU) 

• 針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和適應 3+3 新學制的
需求 

• 研發非華語學生中文教材，出版包括一系列的
《中文八達通》、 《高中中文》，以滿足非
華語學生的需要。 

• 書中，其中一個設計，是用文類教學法(genre 

approach)，和「閱讀促進學習」(R2L)教學策
略，利用讀寫結合，教授學生閱讀和寫作。 

 



 
 
 
 

 
 
 

                        

教學資源介紹：教材(課本) 
• 針對GCSE和GCE課程編寫的《新版中文八達通》和《高中中文》 

     提供文類(Genre) 元素，以提高學生閱讀和寫作能力。 

• 《新版中文八達通》共四冊。 

     因應需要而提供修訂本。 

 

 

 

 

 

•                      

 

•                      

 

•                 《高中中文》共兩冊  

 

 
 
 

                
 
 

 

解說文類 

議論文類 

記敘文類 

描寫文類 

記敘、解說、議論文類 

評議、游說、描寫文類 



活動一: 文化語境分析 
學生能掌握記敘文的文步。 
學生能掌握有關課文的詞
彙和句子 
結構。 
學生能掌握六何法。 
 
 
 
 
 
(高中中文，第一冊，岑紹基等，
2014) 



活動一：電視節目說明 
學生能夠掌握說明文的
結構。 
學生能夠認識說明事物
的句式。 
學生能夠掌握有關課文
的詞彙和 
句子結構。 

 (高中中文，第一冊，岑紹基等，2014) 



活動一∶文化語境分析 
學生能掌握論說文的文步。 
學生能夠掌握有關課文的詞彙和
句子結構。 
學生能瞭解不同的飲食文化。 
學生能就食物的味道發表意見。 

 
 
         
(高中中文，第一冊，岑紹基等，2014) 



閱讀理解分四層次 
  
閱讀涉及四個層次： 

拆解詞語結構 (decoding words from letter patterns)、 

辨識句子意思 (identifying meanings from sentences)、 

推斷文本的上下連繫 (inferring connection across a 

text)、 

詮釋關係 (interpreting relations to the social context of a 

text)。(根據文本的社會背景) 
 

 

                                                     
(Rose & Martin, 2012:146) 

 

 
閱讀促進學習(R2L)的主要原則   

 



context 
(beyond the text) 

discourse 
(across the text) 

grammar 
(within the sentence) 

spelling 
(letter patterns) 

interpretive 

inferential 

literal 

‘decoding’ 

閱讀理解分四層次 

(Rose & Martin, 2012:146) 
 



字詞上的(decoded) 

意思存在於部件中，需閱讀者從字形的構造理解意思，如從
「江」的形旁「水」理解字義與水有關，再從聲旁「工」辨
認讀音。 
  
字面上的(literal) 

意思存在於句子的字詞中。字面的理解也被稱為「字行閱
讀」。 
 
 
 

閱讀促進學習(R2L)的主要原則   
(Rose & Martin, 2012:146) 



推斷的(inferential) 

意思是在文本中的其他地方，例如另一句句子或部分，或在
插圖中。讀者必須認清那些讀到的詞語，以及其他在文本中
的文字或圖像之間的關連。推斷含義（inferred meaning）
還包括隱喻、比喻和成語，其中包括兩層含義─字詞的字面
意思和推斷含義。從句子中的字面來看，可能並無任何意義，
但推斷含義卻有其意思。推斷式的理解也被稱為「行間閱
讀」。 
  
詮釋的(interpretive) 

文本外的意思即是在讀者的經驗、態度、對話題的知識中，
這包括運用你對文本所知、所想、所感；推斷要點、確認文
本目的、認識作家的評價和觀點。這也被稱為「行外閱讀」。 

閱讀促進學習(R2L)的主要原則   
(Rose & Martin, 2012:146) 



 描述文 (Describing Genre) 

                 概述^描述(1-n)^總结 

小艾和智文的興趣 文步 

    小艾和智文是同學，他們有不同的

興趣。 

概述 Overview 
-小艾和智文喜歡不同的
東西。 

小艾喜歡室內活動，常常在圖書館看書，

最喜歡看圖畫書。而智文喜歡室外活動，他放

學後經常在運動場上踢足球，是學校有名的運

動健將。但是他們都不喜歡唱歌和畫畫。 

描述 Description 
-小艾在室內喜歡看書，
智文喜歡到運動場運動。
他們都不喜歡兩種活動。 
  

   雖然他們有不同的愛好，但是他們每

天一起玩耍，成為了好朋友。 

總结 Conclusion 

-雖然有不同興趣，卻很
要好。 



描述文 



描述文 
字面上的(literal) 

1. 小艾和智文都不喜歡

甚麼？  

推斷的(inferred) 

2. 為甚麼小艾和智文成

為了好朋友? 

詮釋的(interpretive) 

3. 如果你是小艾和智文

的同學，你會和他們一

起玩耍嗎? 為甚麼？ 

 

小艾和智文的興趣 

 

小艾和智文是同學，他們有不同的興趣。 

小艾喜歡室內活動，常常在圖書館看書，最喜歡看

圖畫書。而智文喜歡室外活動，他放學後經常在運動場上

踢足球，是學校有名的運動健將。但是他們都不喜歡唱歌

和畫畫。 

雖然他們有不同的愛好，但是他們每天一起玩耍，

成為了好朋友。 

 

 小艾                   智文 



記敘文 

背景 

行動 

激化 

化解 

(結局) 

評論 

(背景 ^ 行動 ^激化 ^ 化解 ^結局 ^評論)  



Engaging 



記敘文 
字面上的(literal) 

1. 樂兒是男孩子還是女

孩子 ?  

推斷的(inferred) 

2. 為甚麼樂兒要跟兩個

女孩子說話?   

詮釋的(interpretive) 

3. 你從這件事學到甚麼? 

Interpretive 



 論說文（中學） 

立場^論點一^論點二^重申立場 

金錢能帶來快樂嗎？ 文步 

       有很多人認為財富可以令他們快樂，所以想盡辦法要賺很多錢、
想要發財。但我認為人不一定要有錢才快樂。 

立場 

Position 

作者認為人不一定要有
錢才快樂 

        首先，每個人快樂的原因都不一樣。快樂是一種感覺。每一
個人都有令他們感到快樂的來源，例如朋友、家庭、健康，甚至
一朵小小的花也能令人快樂。因此金錢不一定能帶來快樂。反而，
一些不能用錢買的東西，如親情、友情等更能帶給人快樂。 

論點一 

Argument 1 

每個人快樂的原因都不
一樣 

 

        另外，我們不一定因為更多的財富而更快樂。雖然金錢可以
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讓我們吃得更好、住得更好，但是根據一
個大學的研究，當我們的物質生活滿足時，更多的金錢並不一定
使我們更快樂。 

論點二 

Argument 2 

我們不一定因為更多的
財富而更快樂 

 

        總括而言，金錢不一定能帶來快樂。我們應該尋找一些令自
己快樂的方法，不應該只為了賺取更多的金錢，而忘記其他快樂
的來源。 

重申立場 

Reiteration 

金錢不一定能帶來快樂，
我們應該尋找一些令自

己快樂的方法 

 



標
示
一
些
表
達
個
人
意
見
的
關
鍵
詞 



論說文（中學） 
 
字面上的(literal) 

1. 作者認為有什麼東西

是錢買不到的？  

推斷的(inferred) 

2.作者認為有錢才會快

樂嗎?請解釋一下。 

詮釋的(interpretive) 

3. 你覺得有甚麼方法可

以令你感到快樂？這個

方法需要用錢嗎？ 



總結：「從閱讀中學習」教學法的特點 

• 先讓學生充份準備好，才讓學生回答問題或開展教學活動。 

• 按照學生的能力提問，讓他們能夠各展所長。 

• 經常讚揚學生的表現，培養學生的成功感。 

• 採取明示式教學，重視讀寫結合，訓練功能表達。 

• 環環相扣。上一個教學步驟的收結是下一個教學步驟的開端
。 

• 言文結合。學生在閱讀文本、辨認關鍵詞語的同時，要以口
語回答老師的文本問題。 

• 可以按照學生能力調節教學步驟。 

• 老師能透過詮釋型的問題，鼓勵學生將閱讀文本與自己的生
活經驗和知識結合，並把自己的想法與其他同學分享。 



文類：描述文(一)

以初階班為例

主講：張悅豫老師



考慮到初
小學生的
能力，教
學主要集
中於第二
及第三個
層次。



對象：小一非華語學生

教學目標：

• 學生能說和寫出「眼」、「耳」、「口」
等五官字詞，並以「大」、「小」、
「圓」、「方」、「三角」加以形容。

• 學生能以「牠有一個 / 雙 YYXX。」句式寫
出一個句子。(例：牠有一雙圓耳朵。)



文步

以結構相近的
句子組成文章

。



圖式結構 文本內容 內容分析 圖式結構分析

界定
大鼻是一隻松鼠，牠的樣子是怎

樣的？

介紹大鼻，以及

引入下文。

界定要描述的素

材，並作簡介。

描述

牠有一個大鼻子。

牠有一個小口。

牠有一雙圓眼睛。

牠有一雙方牙齒。

牠有一雙三角耳朵。

牠有一雙尖耳朵。

描述大鼻的五官。

從各方面對所描

述的素材作出描

述。

文本：《大鼻的樣子》
文類：描述文類 Describing genre family
文體：對象描寫
功能：從多角度對事物作分類和描寫
圖式結構：界定 ^ 描述─外貌







問：大鼻的耳朵是怎樣的？ (文本的)

牠有一雙三角耳朵。 牠有一雙尖耳朵。

文中說明大鼻有一雙三角/尖耳朵。

延伸問題：你知道其他有尖耳朵的動物嗎？



問：你的樣子是怎樣的？ (詮釋的)

學生自由作答。

延伸問題：你的樣子跟大鼻相似嗎？

問：為什麼大鼻叫作大鼻？ (推斷的)

牠有一個大鼻子。

文中說明大鼻有一個大鼻子，因此它的名字便
叫作大鼻。

延伸問題：你能想出一位有一個大鼻子的人嗎？















文類：描述文(二)

以初階班為例

主講：翁漢強博士



上課基本資料
就讀學校：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培基小學、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上課地點：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SSP   班：C 1
級 別：小六1名；小四2名；

小三2名；小二4名；小一9名。
上課時間：每週二小時三十分

(9:30am-12:00noon) ，
逢星期六早上上課。



描述文
閲讀理解
前測

學生表現



在2014年11月8日的第一節課，

初小學生做前測時，

發現他們的識字量並不多，

通讀文章的能力和動力原來不高，

真的非常苦惱！

往下的課如何教？

教什麼？

怎樣實施Reading to Learn？



於是，

就想了一個方法

實施Reading to Learn：

斬件奉上、

逐層品味、

螺旋遞進、

重溫重寫。



R 2 L〈描述文〉
〈小艾和智文的興趣〉

之
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的構想

第一階段

把全篇Reading to Learn範文分割幾段，

分開幾次導引學生學習，

每次詳細講讀關鍵字詞，

既豐富識字量，

也加深理解該段文字的重點。



詳細閱讀 重溫 講讀、理解、練習、

仿作、寫作
1 詳細閲讀（一）

小艾和智文是同學，

他們有不同的興趣。

______ 和 ______是 _____，

他們有不同的 _______。

2 詳細閲讀（二）

小艾喜歡室內活動，

常常在圖書館看書，

最喜歡看圖畫書。

1．重溫練習一

_____和 ____是 ____，

他們有不同的 _____ 。

（1）室內活動是 ___________的活動。

( )

（2）小艾喜歡在哪裏進行室內活動？

（3）小艾最喜歡看甚麽書？

（4）我知道，還有其他的室內活動：

我知道，在哪裏進行這些室內活動：

（5）仿作：在圖書館看書

（6）仿作：最喜歡看圖畫書

最喜歡 _____ ________

寫作練習

___________喜歡室內活動，

常常在 ，

最喜歡 _____   ___________  



詳細閱讀 重溫 講讀、理解、練習、

仿作、寫作

3 詳細閲讀（三）

智文喜歡室外活動，

他放學後經常在運動場上

踢足球，

是學校有名的運動健將。

1．重溫練習一

____和 ____ 是 ___，

他們有不同的 _____。

2．重溫練習二

小艾喜歡__________，

常常在________看書，

最喜歡看__________。

（1）室外活動是 ______的活動。

（2）智文喜歡在哪裏進行室內活動？

___________ ( )

（3）仿作：在運動場上踢足球

（4）仿作：

他放學後經常在運動場上踢足球



詳細閱讀 重溫 講讀、理解、練習、

仿作、寫作
4 詳細閲讀（四）

智文喜歡________，

他放學後經常在運動場上

踢_________，

是學校有名的運動健將。

但是他們都不喜歡唱歌和

畫畫。

雖然他們有不同的愛好，

但是他們每天一起玩耍，

成為了好朋友。

重溫練習一至練習三

_____和 ___ 是 _____，
他們有不同的 _____ 。

小艾喜歡____________，
常常在__________看書，
最喜歡看____________。

智文喜歡________，

他放學後經常在運動場上踢

_________，

是學校有名的運動健將。

(1) 運動健將是________________

(2) 你認識哪些運動健將？______

(3) 「有名的」意思是 ___（ ）

(4) 小艾和智文都不喜歡的兩種活

動是：

(5) 小艾和智文爲什麽成爲好朋友？

句子仿作

仿作(1) 

_________喜歡______________，

_________喜歡______________，

但是他們都不喜歡____和____。

仿作(2)

雖然他們有不同的_________，

但是他們每天一起__________，

成為了_____________。



第一階段

學生課業示例



教學設計的構想

第二階段

以〈我的興趣〉為題，

導引同學

運用Reading to Learn範文

的關鍵字詞，

進行「共同建構」和「個人寫作」



共同建構

學生課業示例



閱讀促進學習
( Reading to Learn )

描述文
「個人寫作」

學生表現



構 思

初小非華語學生對著篇幅長、生字
多、難字多的文章，可能會因為恐
懼、怕難而缺乏耐性，因而放棄閱
讀和學習；為了讓學生不怕，為了
讓學生沒有壓力，可以輕輕鬆鬆的
學習，於是「斬件奉上」，從少漸
多；「逐層品味」，加深印象。



感 受

結果，因為學生分開數次學習這篇
範文，並且經過多次重溫和練習，
對文章的內容越來越熟悉，印象也
非常深刻；到了2014年12月13日那
一節課，竟然已非常熟悉文章內容。
對著有空格的文句，也可以朗朗上
口，高聲把文章朗讀。



結 語

讓學生在輕鬆的氣氛，

感到有成功感的氛圍中，

按部就班地主動學習，

相信這是最有意義，

也最有果效的教學。



文類：論說文

以中至高階班為例

主講：容運珊老師



思 考

• 各位老師，您們認為非華語學生應該學
習論說文嗎？

• 在以往的教學經驗裡，您們如何教論說
文？成效如何？



非華語中學生、小學生為何
要學論說文嗎？

• 參加辯論比賽

• 表達個人意見

• 表明自己的立場：學會說「不，
NO! 」



論說文常見教學策略

• 閱讀論說文文章？

• 講解詞語和句式？

• 講解論點、論據、論證？

• 組織辯論比賽？

• 觀看辯論比賽的影片？



論辯文類

• 在學校裡，論辯文類主要分為兩類：

• 論說文體（Exposition）

• 評議文體（Discussion）

• 論說文的主要功能

• 就一個立場，羅列證據，提出對事物的看法

（岑紹基，2010:120）

• 游說讀者接受經邏輯推斷的觀點或見解



論說文體的文步結構

文步 功能

1.論題（Thesis）提出立場（Position），或附以預覽
（Preview）

2.支援觀點
(Arguments)

列舉支援立場的各個觀點，方法是羅列
論點（Points），附以論據（Elaboration）
說明，此文步會重複出現，直至論題全
面闡釋為止

3.重申立場
(Conclusion)

摘要（Summary）、重申立場
（Reiteration）

（岑紹基，2010:122）



論說文的語言特點

• 訴諸感情和理智，以達致游說、論辯的目的

• 語氣須客觀理性，多用第二人稱稱呼對方

• 有時用科研數據或權威人士看法來加強說服
力



「閱讀促進學習」(R2L) 

的論說文教學

以2014年香港大學SSP Class 1B為例



師生上課資料

• 授課老師：鍾慧欣導師、容運珊導師

• 學生人數：18人，就讀香港不同的本地主流學校中一
級

• 學生簡介：大部分學生都是南亞裔學童，來自不同的
國家，例如菲律賓、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等，他
們在日校學習主流中文課程

• 上課時間：逢星期六早上九點半至十二點半

• 上課地點：香港大學校園的課室



教學前的論說文寫作測試
前測題目：你認為老師應不應該和學生在

臉書上交流？

學生A的前測寫作：
你認為老師應不應該和學生在臉書上交流？

學生B的前測寫作：
你認為老師應不應該和學生在臉書上交流？



教學前的學生訪談和問卷調查：
學生的中文論說文閱讀和寫作困難

• 學生的閱讀困難：學生的中文詞彙量不足、無法識字和認
字、無法掌握中文句子的意思和文法、無法理解篇章的內
容大意。

• 學生的寫作困難：學生在中文篇章的文步結構、詞彙量和
連接詞運用等方面未能掌握，以致他們的中文寫作經常出
現字數偏少、文步結構鬆散、詞彙量不足、連接詞誤用等
毛病。



教學範文：SSP 前測試
卷的文章

<孩子應否做義工>

<金錢能帶來快樂嗎？>



閱讀促進學習的三個層次（Rose & Martin, 2012；岑紹基，2012, 2013）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的教學步驟



教學流程：
合共五週，每週三個小時

第一週 準備閱讀、詳細閲讀

第二週 寫作句子、集體重寫

第三週 寫作詞語、共同改寫

第四週 觀看影片、進行辯論

第五週 共同建構



針對學生前測中所出現的詞彙量
偏少問題的教學對策



詳細閱讀示例

有大學的研究指出，當我們的物質生活滿足

時，更多的金錢和物質對人的影響反而愈小，

因此，我們並不會因為有更多財富而變得更快

樂。 ——節選自<金錢能帶來快樂嗎？>

1.有……指出：引用句式
2.當……時：條件句式
3.因此、因為、而：因果句式
4.更多的、反而、愈、更多、更：比較句式
5.並：遞進句式

提及/提到 感到滿意在……的時候

再多的/很多的/

許多的

故此/因而/

所以/由此 由於



詳細閱讀Detailed Reading

導師詳細講解篇章的字詞句和文步結構，
增加學生的詞彙量和對文步的認識。

導師根據不同能力的學生而設置不同類型的問
題，讓全班學生均能投入參與課堂教學

學生積極舉手回應老師的提問



針對學生前測中所出現的句式、
連接詞誤用問題的教學對策

 強化策略 Intensive strategy: 學習句式結構

 句子建構 Sentence making

 共同重寫 Joint rewriting



學生認真抄寫課堂筆記及共同建構
的文章
 抄寫字詞及句式
 抄寫字詞

針對學生前測中所出現的文步結構
鬆散問題的教學對策
 分組寫作活動
 共同建構 Joint construction:

學生代表板書同學的發言



教學後的論說文寫作測試

後測題目：社交網站能夠/不能夠帶來友誼？

學生A的前測寫作：你認為老師應不應該和
學生在臉書上交流？

學生A後測：社交網站能夠/不能夠帶來友誼？

學生B的前測寫作：你認為老師應不應該和
學生在臉書上交流？

學生B後測：社交網站能夠/不能夠帶來友誼？



總結：論說文教學重點

• 朗讀句子的重要性：讓學生掌握字詞和句子的發音
和意思

• 在讓學生回答問題之前，先給學生充分的準備

• 重點字詞附以中、英文解釋

• 提問不同難度的問題

• 肯定學生：複述學生的回應內容

• 大力稱讚學生的重要性：鼓勵班上不同能力的學生
作答

• 鼓励、提示學生結合生活例子來理解文章內容

• 重複講解字詞的重要性：鞏固學生對詞語的掌握



 
閱讀促進學習  

( Reading to Learn/R2L )  

教學設計 
 

記敘文教學 
以SSP初中班為例 

靈活運用，調整教學內容 



背景資料 

時間：2013年11月 

上課地點：香港大學 

上課時間：每節180分鐘（9:30am-12:30pm） 

學生對象：中一  

學生人數：20人 

課    題：記敘文寫作 

 



前測 



高程度學生 



低程度學生 



教學目標 

• 正確掌握記敘文的文步結構 

• 增加詞彙量：表達時間的詞語和連接詞 

 

（Rose & Martin, 2012；岑紹基，2013） 

第一個層次 

First Level 

準備閱讀 

Preparing for 

reading 

共同建構 

Joint 

Construction 

個人創作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第二個層次 

Second Level 

詳細閱讀 

Detailed 

Reading 

共同筆記/ 

重寫 

Note-making/ 

Joint 

Rewriting 

個人重寫 

Individual 

Rewriting 

 

第三個層次 

Third Level 

句子建構 

Sentence 

Making 

字詞拼寫 

Spelling 

句子寫作 

Sentence 

Writing 

         （岑紹基博士的簡報，2012） 



教學週 教學活動 

第一週 準備閱讀 詳細閱讀  

(前測) 

《一次乘地鐵的經
歷》 

共同重寫 

 

第二週 

 

詳細閱讀  

(前測) 

《難忘的運動會》 

共同創作 

- 訂立題目 

 

第三週 共同創作 

- 寫作任務 

 

第四週 個人創作 

 



準備閱讀 

• 引起學生興趣、討論 



詳細閱讀 

• 導師以提問方式，提示學生標記時、地、人、事等記敘文要素 

• 表達時間的詞語：忽然、一邊……一邊…… 

• 連接詞：於是、然後 

• 記敘文文步 



共同重寫 

• 根據標記出來的內容，師生共同改寫 

《一次乘地鐵的經歷》 

• 進一步了解內容，擴充生字庫 

問題：學生未能掌握記敘文結構、文步 

 



教學週 教學活動 

第一週 準備閱讀 詳細閱讀  

(前測) 

《一次乘地鐵的經歷》 

第二週 

 

共同重寫 

 

強化策略 

-記敘文結構、文步 

 

詳細閱讀  

(前測) 

《難忘的運動會》 

第三週 共同創作 

- 訂立題目 

 

共同創作 

- 寫作任務 

 

第四週 個人創作 

 



強化策略 

• 學生自行排列出文章順序，並與正確文步、
意思配對 

• 鞏固對記敘文文步結構的認識 



詳細閱讀 

• 記敘文文步 

• 內容分析 



共同創作 

• 師生共同協作，完成寫作任務 

• 學生先提出感興趣的題目， 

再以投票方式訂下共同創作的記敘文題目 



共同創作 

• 學生輪流當小書記，寫下同學建議的 

句子和內容 

• 導師以提問方式引導學生完成寫作任務 



個人創作 
高程度學生 





低程度學生 





時間：2014年12月 

上課地點：香港大學 

上課時間：每節180分鐘（9:30am-12:30pm） 

學生對象：中二至中三 

學生人數：20人 

課    題：記敘文寫作 

 

• 全部同學已於上學年學習記敘文的結構， 
以及表達時間的詞語、連接詞 

 



前測 



高程度學生 



低程度學生 



教學目標 

• 準確拓展記敘文各文步 

• 正確掌握記敘文的時序、人稱 

（Rose & Martin, 2012；岑紹基，2013） 

第一個層次 

First Level 

準備閱讀 

Preparing for 

reading 

共同建構 

Joint 

Construction 

個人創作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第二個層次 

Second Level 

詳細閱讀 

Detailed 

Reading 

共同筆記/ 

重寫 

Note-making/ 

Joint 

Rewriting 

個人重寫 

Individual 

Rewriting 

 

第三個層次 

Third Level 

句子建構 

Sentence 

Making 

字詞拼寫 

Spelling 

句子寫作 

Sentence 

Writing 

         （岑紹基博士的簡報，2012） 



教學週 教學活動 

第一週 準備閱讀 詳細閱讀  

(前測) 

《一次驚險的旅行》 

強化策略 

-記敘文的文步 

第二週 

 

詳細閱讀  

- 兩篇校內篇章 

- 記敘文的時序、
人稱 

共同創作 

- 訂立題目 

 

第三週 共同創作 

- 大綱圖 

- 文章 

 

第四週 個人創作 

 



準備閱讀 

• 以「驚險」為主題，請學生分組寫下 

聯想到的詞彙 

• 幫助學生重溫字詞，引起討論 

 



詳細閱讀、強化策略 

• 導師以提問方式，提示學生標記 

記敘文要素 

• 記敘文文步 



詳細閱讀 

• 記敘文的時序 

• 時間標示詞包
括：有一天晚
上、突然、就
在這時、然後、
最後、從此 



詳細閱讀 

• 記敘文的人稱 

• 以《一件小事》的
卡通版和文字版，
讓學生分析分辨第
一和第三人稱的分
別 

 

 學生已明白這些語
文知識，但未能在
寫作中運用自如 



教學週 教學活動 

第一週 準備閱讀 詳細閱讀  

(前測) 

《一次驚險的旅行》 

強化策略 

-記敘文的文步 

第二週 

 

詳細閱讀  

- 校內篇章 

-記敘文的時序、
人稱 

共同重寫  

+ 強化策略 

 

 

第三週 共同創作 

- 訂立題目 

 

共同創作 

- 大綱圖 

- 文章 

 

第四週 個人創作 

 



共同重寫、強化策略 

• 共同重寫《小敏的心事》最後兩個段落 

• 運用時間標示詞，以重寫的方式作記敘文 

 



• 把重寫的內容變為劇本，
並作一至三分鐘表演 

共同重寫、強化策略 



共同創作 

• 師生共同完成大綱圖和文章 



高程度學生 





低程度學生 





對 R2L 之我見 

• ✓ 富彈性、高靈活度的教學環圈 
✓ 能結合其他的教學安排，如戲劇教學 

 針對學生能力調整教學內容，設計最適合
學生的教學安排 
 

• ✓ 強調師生互動、共同協作的教學理念 
✓ 強化策略鞏固特定的語文知識 

 縮短高、低程度學生的距離 
 針對性提高學生的讀寫能力 





小組活動

主講：戴忠沛博士、鄭穎瑜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