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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的英文為「picture books」，在日本被稱為「繪本」，意
即是一種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甚至完全沒有文字，全是圖畫
的書籍  (林敏宜，2000)。 

 

 

圖畫書利用畫面及顏色展示故事，即使學生只懂得部分中文字，
也能從圖畫理解內容(Shanila、祁永華、潘溫文，2011）。 
 

 

一  圖畫書的定義 



二  香港非華語學生閱讀的困難 
大部分的非華語學生欠缺在家閱讀中文書的經驗。而在學校
裡，老師要求非華語學生閱讀中文篇章或書籍時，他們都表
現得不太願意，原因是（Shanila、祁永華、潘溫文，2011）： 

 

掌握詞彙不足 

 

不明白文本複雜的句式 

 

不明白作品的社會或文化背景 

 

對閱讀文字沒有興趣等 

 



三  圖畫書教學有助解決香港非華語學生閱讀的困難 

Shanila、祁永華、潘溫文（2011）認為圖畫書是一個很好的非華語
教學媒介，原因在於： 

 

圖畫豐富 

 

用字較淺白、句式精簡 

 

賦予讀者很多聯想的空間 

 

 

 



三  圖畫書教學有助解決香港非華語學生閱讀的困難 (續) 

 學生能夠通過觀察圖畫，並加上自己已認識的詞彙去思考和猜測故事

的內容，能有效地輔助學生識字和閱讀 (陳玥瑩，2013)； 

 

 圖畫書中圖畫和文字互相關聯的特質，能激發學生進一步了解文本的
深層意義的興趣 (陳玥瑩，2013)。 
 



  四  圖畫書的語文教學功能 

   

   圖畫書能夠幫助學生提升識字能力，因為學生能夠透過觀察圖

畫，聯想故事的內容，掌握文字的意義。  

  ( Fry,2002; Scheinkman,2004; Shanila、祁永華、潘溫文,2011) 

 



五  選用圖畫書的原則 

為非華語學生選取圖畫書作為中文教材時，可根據《中國語文教育學
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2008）提出的原
則： 

 

配合學生的心智發展 

符合多元文化的特色 

考慮學生整體中文能力 

 



六  利用圖畫書訓練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的學理依據 
 

1. 圖畫書教學原則是根據 Krashen 第二語言習得的理論裡的「輸入
假說」: 
 

 具體來說，語料的詞彙、句式應該稍微高於學習者目前的第二語言
水平。 
 



六  利用圖畫書訓練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的學理依據 (續) 
 
綜合Krashen的「輸入假設」，「可理解的輸入」需要具備以下幾種特點： 

 

  適合學習者理解的內容； 

 既有趣又能聯繫學生生活； 

 不一定按照語法程序安排； 

 要有大量的語料輸入及說話溝通。 

 



六  利用圖畫書訓練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的學理依據 (續) 
 
2.  聯想識字法 (謝錫金、張慧儀、羅嘉怡、呂慧蓮,2008） 
 

圖畫書教學採用圖畫作為具體的事物，引導學生延伸想像，然後引導非華
語學生聯想字詞。 
 
例如: 同一種顏色的事物聯想、從同、反義詞的關係聯想字詞，通過聯想
識字，有系統地豐富非華語學生的詞彙網絡。 
 
 
 
  
 
  

 



 

3.Krashen的「情感過濾假說」(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如要達到語言習得的理想效果，教師應該營造輕鬆的學習環境。 

 

 

 



六  利用圖畫書訓練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的學理依據 (續) 
 

4. Swain（1985) 的 「輸出假說」： 

    

   學習者能透過語言交流，驗證自己運用的語言是否正確，並作出修改。 

 

      因此，圖畫書的教學過程中，教學的目標是教授略高於學生現有
水平的詞彙及句式，並且鼓勵學生在堂上輸出語言 ，例如寫作、
小組討論及匯報。 

 

 



六  利用圖畫書訓練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的學理依據 (續) 

識字、閱讀及寫作教學理念的解說 

  識字 

謝錫金（2000）指出識字的目標包括：認讀字詞、書寫字詞、應用字
詞。  
 

圖畫書教學運用的識字策略： 

 

結合心理詞彙  與 書面詞彙對應 

看圖識字 

利用詞語關係連繫網，擴大詞彙量 

   



六  利用圖畫書訓練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的學理依據 (續) 

 豐富閱讀經驗 

 閱讀圖畫書不只是著眼於有趣的圖像，而是藉圖畫書的示意功能透
過圖像感知讓讀者由外在的表象瀏覽發展成為內在想像與思考的心
智活動，將具體的圖像轉化為心靈的抽象意念，即能從情節感悟故
事內涵與主旨 (林美琴，2009)。根據自身經驗與知識喚起感情與思
想，評估與批判。 

 



六  利用圖畫書訓練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的學理依據 (續) 
 

讀寫結合 
非華語學生在學習中文的初期，主要以寫作簡單的句式為首要任務。
根據《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
生）》（2008）： 

 

讓學生從模仿開始，提供「可理解的輸入」，即適合他們程度的句式，
然後讓他們仿作。學生如果能夠掌握較多的句式，讓學生發揮自己的
創意，最後獨立寫作。 

  
 



六  利用圖畫書訓練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的學理依據 (續) 
 

協作學習 

根據斯力文( Slavin,  1995，見於林瑞芳，2002）的研究結果，協
作學習法比傳統學習法更能提高學生的成績。透過與同儕之間的協作
學習，能夠營造活潑的課堂氣氛，刺激非華語學生的思維，識字量能
因此而漸增，寫作的篇幅也會隨之增加。 

 



七 圖畫書教學設計框架 
 

A 圖畫書閱讀準備    B 綜合語文訓練  C 圖畫書製作 

I   聽說訓練 

II  識字訓練 

III  詞彙/句式學習 

IV  文本理解 

V  文本深層閱讀 

VI  寫作訓練 
 

I    從圖 / 文獲取訊息 

II    從圖/文訊息推理 

III   聯結/整合 

IV   故事發展大要 
 

I 構思故事 

II 看字創圖 

III 重整構思 

IV 聽取意見再作修訂 

V 圖畫書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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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圖畫書教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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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非華語言課程架構 

教科
書 

自擬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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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中文堂 

普通話堂 
繪
本 

語
文
知
識 



背景 
 級別︰二年級 

 人數：7人 

 國籍：巴基斯坦 

 上課模式︰抽離式中文及普通話課堂 

 教材︰ 

(1) 校本單元筆記(包括讀、寫、聽、説) 

(2) 校本圖書《石頭記》、《找朋友》 

(3) 教科書 

(4) 繪本 



學生中文水平 
 約一半學生為中下程度 

 讀、寫、聽、説範疇表現：説話較理想，尚能表達意思 

 閲讀及寫作能力較弱 

 學生學習多樣性較大 



選  書 
 選擇適合學生程度的圖書 

1. 有字書 

 

2. 無字書 

    拓展想像力 

 

3. 校本自擬圖書 

 



已選用的圖書 

 



選書注意 
 學生背景 

 圖書內容 

 



低－中程度圖書參考 
 



中－高程度圖書參考 

 



訂立學習目標 
 按學校要求 

 按學生需要(程度 / 年級) 

 分層學習目標 

 字詞：認讀 / 書寫 / 應用 

 語文知識：句式 / 字型結構   

 寫作 

 聆聽 

 説話 



分 
層 
學 
習 
目 
標 



分 
層 
學 
習 
目 
標 



教具 



不同閲讀階段 

閲讀前 閲讀時 閲讀後 



閲讀前 
 封面觀察 

 封面猜測 

 文題猜測 

 人物介紹 

 



閲讀前：觀察及猜測 
 



閲讀前：人物介紹 



閲讀時 
 聯繫生活經驗 

 圖文結合識字 

 部件識字 

 圖示：採字蝶、文字幸運輪、沿路追尋 

 理解內容 



閲讀時：聯繫生活經驗 

 



閲讀時：圖文結合識字(一) 

老師朗讀
字詞 

學生選取
正確字詞 

學生寫出
字詞 



閲讀時： 

(1)圖文結合識字(二) 

(2)部件識字找部件:在書中找出「土」  字部件的字 

(3)部件識字工作紙 

(4)理解內容 

 

 



閲讀時：識字 
 運用圖示「採字蝶」 

 激發心理詞彙 

 利用剛學字詞造句 



閲讀後 
 朗讀(填充讀) 

 複述故事 

 片段排序 

 句式仿寫 

 



閲讀後：複述故事 
 利用圖示「沿路追尋」 

 

 

路線： 

我家門前→我的床下→童話城堡→外太空→我家門
前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X75eFjrvMAhUk26YKHas4AxUQjRwIBw&url=http://jasonjc.pixnet.net/blog/post/30304625-


閲讀後：片段排序 



閲讀後：句式活動(一) 
 運用變易模式 

 配合圖示：時間線 

 對比「有時……有時……」及「一面……一面……」句式 



閲讀後：句式活動(二) 
 學習「一面……一面……」句式 

閲讀後：閲讀後：句式仿寫(一) 

閲讀後：句式仿寫(二) 

• 學習「在……，有……」句式 

• 運用句式「在……，有……」仿作故事 

 



閲讀後：句式仿寫(二) 
 學習「在……，有……」句式 

 運用句式「在……，有……」仿作故事 

 



教科書與圖畫書 

教科書 圖畫書 

內容 
單元教學，綜合 
讀寫聽説範疇 

只有閲讀範疇 

排版 
一篇記敍文長度 
約一至兩頁 

一個故事約二十頁 

圖文量 圖片少，文字多 圖片多，文字少 



圖畫書教學反思 
好    處 困    難 

 內容更有趣味性及創意  容易把焦點放在圖畫 

 大量圖像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  選書 

 豐富圖像能吸引學生閱讀  一人一書 

 容易培養出學生的閲讀興趣  學生心理詞彙量少 

 課堂氣氛熱烈  需自製教材 

故事結構模式於重複中有變化，便於進 
     行反覆鞏固，強化記憶 

 需配合校本課程 

 學生享受翻頁的過程 



圖畫書教學策略 

 

 

 
 
 
 
 

《到底少了什麼？》教學分享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中文科主任 

盧秀珠老師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支援計劃（SSP） 



教學團隊:潘溫文、盧秀珠、黃慧勤 
 

 

 
 

運用圖畫書教學提升非華語學生識字、讀、寫能力 
(IKTMC，2016) 

 



一、校本課程發展的考慮: 

學校、學生背景及中文程度 

嘗試使用圖畫書進行教學的原因 

選擇《到底少了甚麼？》作為閱讀文本的原因 

 
 

 



二、學生背景及程度 

 
前置練習（高、中、低程度學生） 



 
 
三、教學流程與教學設計 
 1）識字教材 

詞彙表 識字（部首部件）工作紙 



 
 
三、教學流程與教學設計 
 1）識字教材（續） 

字詞工作紙（心情） 字詞工作紙（社區設施） 



 
 
三、教學流程與教學設計 
 1）識字教材（續） 

配詞工作紙 

造句工作紙 

2）利用句式造句 



三 、教學流程與教學設計 
 3）文本理解 



三 、教學流程與教學設計 
 4）寫作教材 



三、教學流程與教學設計 
 5）說話訓練教材 



四、利用圖畫書教授識字、詞彙、理解文本及掌握句式的 

        教學過程: 

 

 

 
 

  

    

 

第一階段  識字、朗讀 

第二階段  擴大詞彙量 、理解文本 

第三階段  由句及段為寫作做準備 



五、教學片段分享 



六、教學成效 

 



   利用圖畫書教學的難點   

及  

教學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