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 SSP Workshop (10)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支援計劃 
  

非華語學生中文教與學 

經驗分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2016年6月25日 



工作坊流程 
工作坊簡介及歡迎辭 (李潔芳老師、宋小萍老師)   

 
第一部分：如何處理非華語學生學習困難(一)9:35am-11:00am 

                  翁漢強博士 
          彭志全老師 
          梁滿榮老師 
          張華民老師    
                  主講者與各講者 - 答問時間(一) 

第二部分：如何處理非華語學生學習困難(二)11:15am-12:30pm 

                  高寶珍老師 
          羅月興老師 
          蔡海群老師 
          主講者與各講者 - 答問時間(二) 



 
非華語學生中文教與學經驗分享 

  如何處理非華語學生學習困難？ 

 戲劇學中文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翁漢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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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基本資料 
就讀學校：德貞女子中學、世界龍崗劉皇發中學、順利天主教中 

                      學、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德愛中學、馬利諾神父 

                      教會學校、瑪利曼中學、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真 

                      光女書院、伊利沙伯中學、棉紡會中學、寶血會上智 

                      英文書院、勞工子弟中學、匯基書院（東九龍）、保 

                      良局顏寶鈴書院、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上課地點：九龍工業學校 

SSP      班： 1B 

級        別：中五4名；中四5名；中三7名；中二8名。 

就讀學校課程：GCSE_ASL (6名）、GCSE（14名）、DSE（4名） 

上課時間：每週三小時 (9:00am-12:00noon) ，逢星期六早上上課。 

 

                        

               



本班學生不同族裔的小統計 

族    裔 人 數 

印度 2 

巴基斯坦 10 

菲律賓 5 

尼泊爾 3 

越南 1 

韓國 1 

中美洲 1 

回流 1 



學習差異的「困局」 
語文程度的差異 
學習態度的差異 
學校課程的差異 

（DSE、GCE AL、GCSE） 

 
 

程度高 程度一般 程度低 
 

態度積極 

態度一般 

態度消極 



非華語學生中文課程教學法 

2010年開始…… 

    在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接觸了 

     摺紙學中文、圖畫書、多元教學法…… 

     Reading To Learn 

回想若干年前…… 

    在新加坡教育部，認識了 

    綜合教學法 

最近一年……思考有沒有其他的教學法？ 

 



爲什麽運用戲劇教中文？ 



「戲劇學中文」課節的 
小統計 





教學示例 



非華語學生 
戲劇學中文 

教學案例分享 



守株待兔 
流程 時間 目標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準備階段 5分鐘 講解學習形式 
分發〈守株待兔〉原
文 

學生閱讀文本 

理解文本 15分鐘 講解文本 逐句講解 學生認讀字詞、理解文本內容 

戲劇活動
（一） 

10分鐘 分組活動-定格 講解定格要求 
學生分組，討論、設計定格，學
生展演定格 
 

戲劇活動
（二） 

15分鐘 
分組活動-        
兩幅定格 

講解編作兩幅定格要
求 

學生分組，討論、設計兩幅定格，
學生展演定格。 
 

        

戲劇活動
（三） 

15分鐘 分組活動-獨白 
講解為定格人物增加
獨白的要求 

學生分組，討論、為兩幅定格中
的人物增加獨白，學生展演小品 

回饋        
總結 

10分鐘 評述各組展演 
評述各組的創作和表
演，建議改進的方向
和技巧 

學生聆聽評述和建議，予以修改，
彩排下一輪的展演 



〈守株待兔〉 
：理解文本 



〈守株待兔〉：分組討論 

 



〈救 虎〉 
流程 時間 目標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準備階段 5分鐘 講解學習程式 
派發〈救虎〉原文
和譯文 

學生閱讀文本 

理解文本 15分鐘 講解文本 逐句講解 
學生認讀字詞、理解文本內
容 

戲劇活動
（一） 

10分鐘 分組活動-定格 講解定格要求 
學生分組，討論、設計定格，
學生展演定格 
 

戲劇活動
（二） 

15分鐘 
分組活動-       
兩幅定格 

講解編作兩幅定格
要求 

學生分組，討論、設計兩幅
定格，學生展演定格 
 

戲劇活動
（三） 

15分鐘 分組活動-獨白 
講解為定格人物增
加獨白的要求 

學生分組，討論、為兩幅定
格中的人物增加獨白，學生
展演小品。 

回饋        

  
10分鐘 評述各組展演 

評述各組的創作和
表演，建議改進的
方向和技巧 

學生聆聽評述和建議，予以
修改，彩排下一輪的展演 

戲劇活動
（四） 

8分鐘 價值反思 
教師提問，請學生
講述對道士的評價。 

每一名學生輪流講述對道士
的評價。 

總結 
3分鐘 

 
綜合評價 

教師歸納學生的評
價，作出回饋。 

學生聆聽，或可就教師的評
述表達感想。 



〈救虎〉：獨白/對白草稿 



〈救虎〉：獨白/對白草稿 



《世說新語》兩則 
流程 時間 目標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準備階段 5分鐘 講解學習程式 

派發《世說新語》
兩則-〈管寧割席〉
和〈與友期行〉 
原文和譯文 

學生閱讀文本 

理解文本 15分鐘 講解文本 逐句講解 學生認讀字詞、理解文本內容 

戲劇活動
（一） 

10分鐘 
分組活動-定
格 

講解定格要求 
學生分組，討論、設計定格，
學生展演定格。 

戲劇活動
（二） 

15分鐘 
分組活動-        
兩幅定格 

講解編作兩幅定格
要求 

學生分組，討論、設計兩幅定
格，學生展演定格。 

戲劇活動
（三） 

15分鐘 
分組活動-獨
白 

講解為定格人物增
加獨白的要求 

學生分組，討論、為兩幅定格
中的人物增加獨白，學生展演
小品。 

寫作活動
（一） 

15分鐘 
 

分組活動-以
「交朋友」
為題，草擬
寫作大綱。 

教師引導學生思
考兩則短文中關
於結交朋友需要
的態度和原則。 

學生思考教師提出的問題，
分組討論，並草擬寫作重點
和綱要。 

寫作活動
（二） 

 
30分鐘 寫作文章 

教師佈置 
寫作練習 

學生寫作文章 



〈與友期行〉：展演 

 



「戲劇教中文」的模式和類型 
（2015-2016度 九工1B班） 

一、熱身活動（食品和食品的味道） 

二、理解文本（守株待兔、救虎、成語） 

三、寫作準備（座談會/坐針氈） 

                           （議論文） 

四、過程戲劇  （交朋友） 



「戲劇教中文」的意義 

•  增加趣味 

•  導引思考 

•  代入文本 

•  豐富想象 

•  提升思辨 

•  其他   

 



總  結 
•不是唯一的教學法 
•因應不同的學習目標而運用不同的戲劇法 
•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不可能一步到位，循序漸進 
•其他 

 
謝謝各位 

翁漢強 
yhk.hqw@gmail.com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與教經驗分享 

  如何處理非華語學生學習困難？ 

讀寫教學(一)：飲食文化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彭志全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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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學校 
 

元朗天主教中學 
 

 
明愛胡振中中學 

 
九龍工業中學 

中一（7人）、中二
（9人）、中五（1
人)  

中一（5人）、中二
（5人）、中三（6
人）、中四（8人）、
中五（7人）  

中一（11人)、中二
（1人)  

 
周一、二  
( 3:30pm-5:00pm ) 
  

 
周四、周五 
 ( 3:45pm-5:15pm )  
 

 
周六 
 ( 9:00am-12:00pm )  
 

 
巴基斯坦、尼泊爾、 
菲律賓、 
 

 
巴基斯坦、尼泊爾、
印度、菲律賓 
 

 
巴基斯坦、尼泊爾、
印度、南非、印度、
委內瑞拉 
 



教學分享：觀課活動 

• 緣起：教育局觀課 

• 日期：2015年12月12日（星期六） 

• 地點：九龍工業中學 

• 人數：中一至中四級來自不同學校、族群的學生 

• 教學主題：各國飲食文化 

• 構思：源於臨近聖誕節，設想籌辦節日或生日派對，
著學生分組，方式以國家及族群為單位。 

• 組別：分別為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度和國際四組。
各組分別有正副組長各一。 

• 資料提供：教師預備不同國家的剪報及飲食單張供學
生參考。 

 



教學分享：觀課活動 

• 各組任務：商討自己國家族裔的特色或傳統食品
，羅列並加以說明。 

• 各組有20分鐘討論時間，分別以板書和口頭報告
，介紹自己國家的食物文化，讓觀課嘉賓擔心評
判，選出最佳的組別。 

• 評分標準：板書表現與口頭表敘。 



學習重點  

• 討論不同國家的特色食物。 

• 老師安排學生按照所屬國家分組，討論在派對時
，應準備哪些地方特色食物，並作口頭匯報。最
後由老師作評判，定出何組較有特色。 

• 透過分組討論，突顯不同國家的特色食物及文化
意義。 

• 透過閱讀文章，完成工作紙練習。透過延伸閱讀
，完成閱讀理解。  



討論環節：巴基斯坦組 



討論環節：尼泊爾組 



討論環節：印度組 

 



討論環節：國際組 

 



延伸閱讀：認識中、西餐 



延伸閱讀 

認識中、西餐 



學習困難 

1. 學生程度參差，語文能力方面，聽說較強，讀寫
較弱； 

2. 認識詞彙有限，執筆忘字；  

3. 部份組別學生學習動力較弱，專注力不足。 



解決方法 

1. 分組以設定任務，完成任務為目標，讓學生積極
參與學習活動； 

2. 以能力較高或態度正面的學生為正副組長，帶動
小組討論和口頭報告； 

3. 針對詞彙量不足，或對所認識的知識面不足，多
提供類似資料讓學生參考 

4. 此組別學生英語能力不錯，所附資料宜中英對照
，幫助理解。 



好 處 

1. 學生對食物普遍感興趣，對所屬國家的食物也較
熟悉，故討論內容應較為充分和實在； 

2. 學生除了閱讀資料，增加詞彙外，藉著分組口頭
匯報，同時訓練他們的口語表達和認識別國的飲
食文化； 

3. 延伸閱讀，除了認識中外飲食文化外，同時也學
習寫作文章的結構布局，作為以後預備寫作作準
備。 

 



總 結 
1.學習主題方面，貼近學生生活，使他們投入課題

，積極參與； 

2.教學形式方面，小組活動學生的參與感較大，結
合讀寫或讀講，學生進步顯著； 

3.學習支援方面，讓學生感到，學習中文是享受，
並給予讚美與欣賞； 

4.延伸學習方面，使學生養成閱讀中文的習慣，日
積月累，儲養語文素養。 

 

• 謝謝各位 

彭志全老師 ccpang27@hku.hk 



 
非華語學生中文教與學經驗分享 

  如何處理非華語學生學習困難？ 

 聽說讀寫教學(一) 
以《伊索寓言》故事 

練習讀、寫、聽、說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梁滿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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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基本資料 
•直資中學學生，平日各科皆用英語授課。學生為南
亞裔、菲裔，一人為英裔。 

•學生人數: 13人，就讀中一、中二及中四級 

•學生分佈於三級，程度參差。同一級學生語文能力
亦大有差異。 

課堂基本資料 
 

•上課時間：逢周五下午四時至五時半 

•上課地點：學校課室 

•教材：採用《中文八達通》課本教材及自編教材 

 

 

 



課題：《伊索寓言》—狐狸與葡萄 

 

 
   

 

 

日期：2016年3月4日     

 

時間：4:00pm–5:30pm 

 

出席人數：9人  

                 (中一3人，中二0人，中三1人，中四5人) 



學生困難說明及改善方法 

•困難(1)：學生識字量少，閱讀理解能力受影響。 

•改善方法：以寓言故事作閱讀材料，同學較有興 

            趣和較易理解。 

•困難(2)：學生平日以英語溝通，少機會說中文， 

           中文說話能力弱。 

•改善方法：以複述故事和角色扮演方式練習說話 

            ，可豐富情節，同學會更有興趣。 

 

 

 

 



為甚麼選《伊索寓言》作教材 

1.《伊索寓言》故事文字簡單，角色不多，但充 
  滿童趣且寓意深遠，很適合作為語文學習教材。 
 
2.《伊索寓言》故事風行全世界，不同國家的小  
  朋友都會聽過，用作教材同學有親切感。 
 
3.故事形式的教材用於練習讀、寫、聽、說四個  
  範疇皆較易處理。 



教學目標 

 

1.介紹《伊索寓言》故事 — 狐狸與葡萄 (聆聽) 
2.介紹故事內詞彙、故事內容及主旨 (閱讀) 
3.指導學生複述故事內容 (說話) 
4.指導學生回答問題及重寫教事結局： 
  狐狸終於拿到葡萄，狐狸邊吃邊說：「葡萄味 
  道真甜美啊﹗」(寫作) 
5.提供延伸閱讀材料，鼓勵同學回家閱讀 



預期學習成果 

 

1.學生能理解故事內容。   
2.學生能認識文章內主要詞彙意義。 
3.學生能參與小組討論及簡單複述故事內容。 
4.學生能在工作紙內回答有關故事問題及重寫故 
  事結局。 



教材及教具 

 

 1.《伊索寓言》故事動畫短片 (網上 youtube) 

 2.故事內容文本  

 3.詞彙練習工作紙 (工作紙一) 

 4.故事問題工作紙 (工作紙二) 

 5.重寫故事工作紙 (工作紙三)  

 6.延伸閱讀材料 
 



播放故事動畫短片 

 

 1.播放《伊索寓言》故事動畫短片 

 2.提示學生專心觀看及聆聽 

 3.討論故事內容及回答問題 

  



派發故事文本 

1.介紹文章詞彙 
2.提問及引導討論 
3.朗讀故事文本 
 
 



一位同學的故事文本 



工作紙一 

 

 

 

  1.派發關鍵詞語表 

    (工作紙一) 

  2.書寫及朗讀詞語 

  
 



工作紙一 

•同學完成工作紙一 
 



工作紙二 

 1.同學分組討論及完成 

   (工作紙二) 

 2.回答提問 

 3.討論問題4及5 

 



工作紙二 

同學完成工作紙二 
 



工作紙二 

同學回答問題4的
不同答案 



工作紙二 

同學回答問題5的
不同答案 

 



工作紙三 

1.同學合作完成 

   (工作紙三) 

2.討論及合作重寫 

  故事內容 

3.提供詞語供同學 

  參考 

 

  



工作紙三 

 完成後的工作紙 



工作紙三 

•完成後的工作紙 

 



同學複述故事-說話訓練 
 
 
總結學習要點，課堂完結。 
 
 
派發延伸閱讀資料，鼓勵同學回家
閱讀。 
 

 



延伸閱讀材料 

  鼓勵同學回家閱讀 
 



課後總結 

1.能依教學計劃完成課堂。 

2.同學對故事內容感興趣，先觀看短片尤其有用。 

3.同學個别差異大，須多兼顧。 

4.時間較緊，課堂主要為大組師生互動，可多增 

  加分組活動。 

SSP學生分享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與教經驗分享 

  如何處理非華語學生學習困難？ 

聽說讀寫教學(二) 
 

LOVE教學法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張華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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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執教三組 

2016/7/18 63 Wa Man 

中華基督教會 

桂華山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
中學、文理書院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王華湘中學 

中一 

( 21人 ) 

中二( 18人) + 

中一(2人，文理書院) 

中四(11人)、中三
(1人、王華湘中學) 

周三 

(4:00pm-5:30pm) 

周五 

(4:00pm-5:30pm) 

周四  

(4:10pm-5:40pm) 

菲律賓、尼泊爾、
巴基斯坦 

菲律賓、尼泊爾、巴
基斯坦、泰國 

巴基斯坦、尼泊爾、
印度、南非(half)、
瑞典(half) 



 

學習困難： 
 1. 同學之間的互動不在學習上； 

2. 不願朗讀； 

3. 對漢字不大會掌握； 

4. 不容易記憶範文內容； 

5. 師生互動不夠吸引；…… 

解決方法： 

1. 引用LOVE教學法 

2. 識字教學輔助：象形文字、部首等 

3. 中英對照、粵拼輔助；…… 

好處：提昇對範文內容的認識 ；提昇學習漢字的 

             興趣；學生能減少錯別字、加快學生識字量 

 

 

 

 

 
 

 

   

          

2016/7/18 64 Wa Man 



 

LOVE教學法：發揮聽說讀寫教學範圍 (2-1) 

 是採用聽、說、讀、寫等多種手段學習的一種方法，一
般由兩人合作進行。LOVE教學法的操作過程如下： 

 

L（Listen）聽：要求學生甲讀，學生乙聽。學生甲讀
材料時，要求清楚、準確。學生乙集中注意傾聽，迅速
扼要記下要點。  

 

O（Outline）提綱：要求學生乙寫提綱，甲準備複讀。
學生乙可根據記下的要點，整理出條理清楚的提綱，如
有不清楚的地方，可詢問甲，也可要求甲複讀一遍，學
生乙再作記錄。  

 

2016/7/18 65 Wa Man 



 

LOVE教學法：發揮聽說讀寫教學範圍 (2-2) 
 V（Verbelize）表述：要求學生乙複述，學生甲聽並記錄
。乙對照提綱，複述聽到的材料內容，學生甲傾聽乙的複
述，並作必要記錄，以便評價。 

 

E（Evaluate）評價： 要求學生甲評價學生乙的複述，或
者甲、乙共同評價。學生甲根據記錄和原材料，評價乙複
述的完整性、條理性、正確性及是否抓住重點要點等，學
生乙聽，並可提出自己看法，共同討論。  

 

以上四步為一輪，進入下一輪學習時，角色互換。這一學
習方法可以提高學生的注意力、記憶能力、思維能力和評
價能力，是綜合培養中學生能力的一種方法，可運用於外
語、語文、歷史、地理、生物等學科的學習中。  

 

 

 
 

 

   

          

2016/7/18 66 Wa Man 



 

實例一：認識範文後的默寫 

 

2016/7/18 67 Wa Man 

 



 

實例二：猜字、朗讀閱讀材料後的默寫(一) 

  

 

 

 

 
 

 

   

          

2016/7/18 68 Wa Man 



 

實例三：猜字、朗讀閱讀材料後的默寫(二) 

  

 

 

 

 
 

 

   

          

2016/7/18 69 Wa Man 



 

實例四：猜字、朗讀閱讀材料後的默寫(三) 

 
 

 

 

 

 
 

 

   

          

2016/7/18 70 Wa Man 



 

小活動：象形字與課文聯繫 

 
 

 

 

 

 
 

 

   

          

2016/7/18 71 Wa Man 

高、京、亭、景、影、
就、亮 



 

 

小結： 
 

 

2016/7/18 72 張華民 Cheung Wa Man     can1@hku.hk      facebook.com/wamanworkshop 

 

 

 Love教學法可以在範文、歌詞 (唱歌前後) 

    、故事(成語)、韻文等體裁進行。 

 Love教學法可發揮學生之間的互動精神。 

象形文字可以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語文能
力。也可以在不同的範疇切入。 

以下為剛才傳閱讀的《每周一趣》，已編 

  寫了一年一個月了，希望 

  可以供大家參考。 
 

  

     

mailto:can1@hku.hk


 
非華語學生中文教與學經驗分享 

  如何處理非華語學生學習困難？ 

 讀寫教學(二)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高寶珍老師 

(任教學校：黃焯庵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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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來自不同學校及班級， 學習差異極

大。 
2. 程度較高的學生要求較高， 需預備深淺

兩種工作紙，並同時兼顧教導兩至三組
進度不同學生。 

3. 菲律賓學生較主動活潑， 泰國學生較內
歛不願發言。 

4. 週六上午課同學參加課外活動較遲到達
課室，課時嚴重不足。 



  

1. 以口語表達帶動學習，重視學生的口語表
達訓練，減輕學生對閱讀艱澀的中文的恐
懼感。 

2. 教材中較深詞語旁附有插圖及空白格讓學
生寫下/畫上感想。 

3. 增加課堂互動，每半小時加插不同類型的 
     課堂遊戲。
4. 對於程度較弱的學生，可鼓勵學生以動作/

面部表情來作答。 



  讀寫教學 :《我是小記者》

從閱讀報章學
六何法



  
(一) 學生能閱讀經簡化並附有插圖的新聞稿 

       報導。 

 

(二) 讓學生認識記敘文的寫作方法：時間、 

       地點、人物、事件、為何及結局。 

 

(三) 學生能利用「六何法」 視覺組織圖及
「六何法」工作紙構思一段新聞報導。 



  

 

  

一 引起動機：傳公仔接龍遊戲 
                                

1. 學生分成幾組‚每組六人，每人分別代表人、
事、時、地、物、發生原因等六個因素。 

2. 老師把玩具熊交給第一位同學，他必須立刻說
出所代表六何其中一項，然後依次把玩具熊交
給鄰座同學直至全組完成。 

3. 最後由組長依序讀出由組員說出包括人、事、
時、地、物、發生原因等六個因素構成句子，
順利完成得一分。 

3. 限定時間內得分最高的一組勝出，可獲小禮物 
    。 

◆ 玩具熊一隻 



  
  

二、 
 教學內容 教學資源 

1. 老師播放並帶讀簡易的新聞稿簡報。 
2.   玩遊戲  
3. 張貼數張寫有六何法時、地、人、事

的大畫紙在黑板。 
4. 把學生分幾組派發不同顏色筆，一聲

令下，每組學生在指定時間在其中一
項寫下剛才新聞稿中所聽到/看到的內
容，可以是文字或圖畫。 

5. 時間一到，每組再輪流在下一張大畫
紙上寫，直至所有組別完成後。 

1. 新聞稿簡報 
 
2.  六張大畫紙 
 
3.  六種不同顏色筆  



  
  

 
 教學內容 教學資源 

6. 由老師收集各畫紙並在全班同學面前檢
視每張內容並一起進行修改錯漏地方。 

7. 學生分六組代表不同報社的記者，各報
社輪流 以「六何法」的其中一「何」填
寫相關的工作紙，完成後向全班簡介。 

8. 教師引導學生根據分組匯報的資料，完
成「六何法」視覺組織圖。  

9. 各組代表不同報社記者學生分組口述/撰
寫新聞報導一則，並向全班作簡報。 

 

1. 「六何法」 相
關 的工作紙 

 
2. 「六何法」視 
    覺組織圖 



  附一   六何法工作紙(五張) 

 

附二   六何法視覺組織圖 

 

附三   含插圖報章示例 

 

 

 

 



  

 

附
一
◇

六
何
法
工
作
紙
之
一 



    
  何
地 

( 地

點 

)   

  
  

(         )  

        

六何法工作
紙 

  

  

                         層數、環境嘈吵/ 寧靜   

  
  

  
  

  

                         牆身顏色、家具   

      

    

  

附
一
◇

六
何
法
工
作
紙
之
二 



  

附
一
◇

六
何
法
工
作
紙
之
三 



  

                                                              

                     

                       原因                                                               

  
  

  

                                  原因   

  
  

  

  

  
為

何 

( 為什

麼 

)   

  

六何法工作紙  
附
一
◇

六
何
法
工
作
紙
之
四 



  

附
一
◇

六
何
法
工
作
紙
之
五 



  

「六何法」視覺組織圖 

                                                           

 

 

 

 

 

 

                                 

 

 

 

 

圖片 

 

 
 

 

    

 

 

 

 

 
 

 

附
二 

◇ 

六
何
法
視
覺
組
織
圖 



  

     警方閃電               偵破長沙灣一間餐廳 

 
遭爆竊案，拘捕                      一名男疑犯，被 
 
捕男子姓何，二十一歲，他染有一頭金髮，雙 
 

手滿是紋身                 ，報稱在髮型屋任職。 
 
 



  



  



  



  

◆   創意寫作活動◆ 
   
   

  

  

  

  



 
非華語學生中文教與學經驗分享 

  如何處理非華語學生學習困難？ 

 教材設計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羅月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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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任教三組 

保良局林文燦 

英文小學 

小四(10人)  小五 

(11人)小六(7人) 

 

保良局林文燦 

英文小學 

小四(10人) 小五
五(6人)小六(5人) 

 

閩僑小學(小二  1人)  

(小三  3人) (小六  1人) 

真鐸學校(小一  1人)  

樂華天主教小學(小二  1人)  

將軍澳官立小學(小一  1人) 

週一 

(3:30pm-5:00pm) 

週三 
(3:30pm-5:00pm) 

週六 

(9:30am-11:30am) 

印度、尼泊爾、 

巴基斯坦、英國 

、日本、英國 

印度、尼泊爾、 

巴基斯坦、日本 

巴基斯坦、英國、 

斯里蘭卡、菲律賓 



一、教材設計上的問題 

1. 白紙 黑字，難引起學習興趣 

2. 中文字太多筆劃，難持久寫字 

3. 中文字難記憶 

4. 非華語學生喜好活動，不喜歡正規學習 

5. 文化與其背景有差異 



二、解決方法 

1. 工作紙宜多圖畫、色彩 

2. 內容由淺入深 

3. 看圖寫字/作 

4. 從活動中學習中文 

    ①  摺紙、字詞卡 

    ②  圖卡、句子遊戲 

    ③  手工、繪畫 

    ④  唱歌學中文、節日活動教學 

    ⑤  舉辦戶外學習中文活動 

5. 題材生活化 



交通 
1. 

工 

作 

紙 

宜 

多 

圖 

畫 

、 

色 

彩 
 

 



2.內容由淺入深 

 
 



 

3. 

看 

圖 

寫 

字 

╱ 

寫 

作 
 



4.從活動中學習中文 

                   ①摺紙、字詞卡 

 

相 

架 

、 

手 

指 

偶 

字
詞
卡 



②圖卡、句子遊戲 
猜圖遊戲 傳聲筒 

學 

生 

分 

成 

幾 

組 

參 

與 

活 

動 

看 

誰 

勝 

出 
 



③手工、繪畫 

用 

泥 

膠 

捏 

雪 

人 

學 

五 

官 

學生彩色繪畫 
認 

識 

不 

同 

顏 

色 

的 

中 

文 

字 

及 

讀 

音 
 



④唱歌學中文 

 



兒歌 

 



節日活動教學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⑤舉辦戶外學習中文活動 
 

20/4/2016參觀志蓮淨苑及南蓮園池合照 



5. 題材生活化 

 

• 小活動 

• 以下這篇文章你會如何令非華
語學生了解這篇文章的內容？ 

• 可否從活動中了解？ 

 



難忘的校運會 
       我叫阿力，是一名中二學生，我最難忘的一件事是發生
在上一年的全校運動會的時候。 

       去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和同學方馬、喬安和貝兒一起參
加學校的運動會，我們比賽的項目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
每年我們都是這項目比賽的冠軍。 

        這一次，我負責最後的一棒。剛開始的時候，方馬跑得
比較慢，不過，之後喬安和貝兒都跑得很快，我們這一組一
直領先。可惜，當輪到我接棒的時候，由於我十分緊張，結
果不小心跌倒在地。我覺得膝蓋很痛，眼淚也流出來了，但
是全場的老師和學生都為我鼓掌、大聲支持我，於是我繼續
站起來，堅持完成比賽。最後，雖然我們沒有贏取任何獎牌
，但是大家都沒有怪責我，並且很友善地邀請我一起吃東西。 

        通過這一次的校運會，我深刻體會到我的同學和老師是
多麼的親切友善，我真的很喜歡和他們一起學習、一起做運
動。 



選材生活化 



 三、總結 

1. 提起非華語學生學習第二語言的興趣 

2. 由淺入深，令其有成功感 

3. 學習中文不是一件難事 

4. 參與活動，透過圖像、字卡、遊戲加  

    強記憶 

5. 認識中國文化，使其融入香港社會 



 
非華語學生中文教學與經驗分享 

  如何處理非華語學生學習困難？ 

 識字教學、說話教學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蔡海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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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的困難 

 1. 中文是第二語言，甚至是第三語言。 

2. 接觸中文語境甚少，唯一在學校上中文堂    

    才有機會運用。 

3. 沒有一個自然的生活中文溝通環境。 

4. 家長不夠重視、家庭支援不足。 

5. 學生學習中文動機低，特別是非華語中學 

    生。 

6. 學校支援非華語學生的資源有限。 

114 



識字上存在的困難 

1. 由於接觸少，用中文字的頻率低。 

2. 課堂上學的中文字，運用機會少，容易遺  

    忘。 

3. 對中文字的結構不了解，對文字部首、認 

    知甚少。 

4. 基本上不看中文書籍。 

115 



教學上(識字)遇到的困難 

1. 大部分學生專注力低。 

2. 有些學生聽力跟不上，從而影響識字的進 

    度。 

3. 覺得中文字非常難學、難認。 

4. 過多依賴母語或英文作為介面，影響了識 

    字的成效。 

5. 家庭、學校的支援跟不上。 

116 



解決辦法及教學分享 

1. 根據心理學家、教育家維果茨基認知發展 

    論：學生學習新知識時，如老師在適當時 

    助學生一臂之力，學生的能力提升一級。 

   (鷹架作用) 

2. 教學法:啟發、模仿、認知法。 

3. 圖片為切入點，助學生原有的知識建構新 

    知識。 

 
117 



解決參考方法: 

1. 老師講課生動有趣，教材是死的，老師的   

     教學是活的。配合教材設計適當的活動， 

     例如：個人認讀、小組比賽識字、字卡等 

     等。 

2. 如果聆聽較弱的，老師用身體語言表達或 

    實物引導學生。 

3. 不被定好的教學計劃圈死，課堂上根據學 

    生的程度、反映做適當的調適。 

 
118 



4. 不建議用中英夾雜，令學生過多依賴英文   

 ，寧願用實物、圖畫表達。 

5. 給家長可行性建議。例如：到圖書館讓學 

    生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中文書看，家長可 

    給小朋友適當的獎勵。(口頭或物質) 

6. 多參與社區活動 (有免費或政府津貼)，令  

    小朋友在自然環境學會中文。學校可提供 

    課後補習。 
119 



舉例一 

例如： 

120 

跑 

跑步 



拆件: 

足＋包＝跑 
啟發記憶：啟發學生用自己方便的 

方法去記中文字。 

聯想：跑是用足做的動作。 

 
121 



活動：老師帶領學生透過行為動 

作提升學生識字成效。 

檢視：老師問這是甚麼字詞? 

全班認讀，如忘記就重顯圖片。 

122 



舉例二 

動作為切入點： 

例如：提 

扌代表手 → 老師提着學生的書 

包。 

讓學生模仿提書包的動作。 

123 



說話難點 

1. 說中文語境甚少。 

2. 少和本地生溝通。 

3. 自信心不足，不願意踏出第一步。 

4. 聽力、認知有限。 

 

 

 

 

 

 

 

 

124 



解決方法及教學分享 

根據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學習理論，學習是經 

由練習或經驗獲得知識或行為持久改變的歷 

程，透過模仿、重複、強化三種手段，形成 

一種習慣而達到學習的目的。 

 

125 



1. 善用字卡遊戲。例如：完成識字階段後，由字→詞→  

    老師造句→學生→模仿→自創句子→其他學生重複。 

2. 強化階段：設計情景，例如：將所學字詞編成一個短   

    故事，然後由學生充當字詞角色。 

3. 獎勵計劃，例如：邀請上台講，掌聲鼓勵，講得最好  

    的學生獎勵果汁糖。 

4. 老師帶讀，學生朗讀。 

5. 短片，讓學生複述主要內容，就算一個詞、一個句子 

    都無問題。 

6. 基礎較弱的學生，老師只示圖片，學生模仿老師講。 

7. 對於程度較高的學生，用Reading to learn的方法， 

    訓練他們描述不同圖片所表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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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 大量識字。圖片、動作表達為切入點。 

2. 分配時間給學生對話溝通。 

3. 多訓練、多重複、多強化。 

4. 鼓勵看本地不同台的電視或廣播，多輸入 

    中文，才有多輸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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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cler.edu.hku.hk/hk/student-support-program-

for-non-chinese-speaking-students-ssp 
 

 

 

   

感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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