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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Rose & Martin，2012）建基於系統
功能語言學理論（如Halliday，1978、1985等），源自Christie
及Martin（1990）著重讀寫結合的「文類教學法」
（Humphrey，2008；Unsworth，2004）。在此基礎上，「閱
讀促進學習」教學法大大加強了明示式閱讀教學的成分，加入
多項鷹架(Scaffolding)以幫助學生發展（Bernstein，1975，
1990，1996），全面訓練學生讀寫能力，從而促使人人有機會
學習，人人有機會成功（岑紹基，2015），切合香港非華語學
生的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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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最初在澳洲的英語第二語言課堂中運
用（McRae et al， 2000），用以改善原住民小學生、中學生和
成人的語文能力，其程度獲得顯著提高。在漢語教學方面，岑
紹基（2013）在香港的國際學校應用該教學法於知識論教學，
及後更用於提升本地學校的非華語中學生寫作能力，包括記敍
文（Shum, 2013）、實用文（Shum, 2016）等文類，在讀寫表
現和課堂參與程度均獲得可觀的進步。Leung（2015，2017）則
提出結合「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於文言作品教學的實踐方向。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的不同好處，例如收窄學習差距，以
學生為主導，廣設鷹架支援，靈活因應學生程度等理念，值得
在本研究中試用並檢視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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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

「閱讀促進學習」是Martin 及 Rose（2012）提出的一套教學法，共分三層次：

•外圈第一層較重視對範文文本通篇結構的認識和掌握，教學步驟包括「準備閱讀」丶「共
同建構」和「個人建構」；

•第二層比較重視對範文內容的細節講解，以及讓學生掌握句子結構和詞句的語言模式，教
學步驟為「詳細閱讀」丶「共同重寫」和「個人重寫」；

•至於內圈第三層則重視講解字詞的結構丶拼寫，和認識句子組成丶以及寫作句子，教學步
驟為「字詞拼寫」丶「句子建構」和「句子寫作」（Rose, 20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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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教學層次
“Reading To Learn”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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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分九步驟，老師可按學生程度靈
活調節（圖一）。在備課階段，老師先選擇合適的範文（Rose & 
Martin，2012）。在「準備閱讀」階段，老師引導學生掌握文章整體結
構，講述內容概要和背景知識，讓他們對文本有初步認識，為往後的
閲讀作準備。在「詳細閱讀」階段，老師設計不同難易程度的問題，
按學生能力提問，並輔以提示，使不同能力學生在閱讀中獲得成功感。
以提問梳理課文時，鼓勵學生以螢光筆標示關鍵字詞。老師亦著重按
學生的程度和需要提供支援，如學生程度較低，則提供多一些內圈的
「鷹架支援」，如字詞拼寫、句子建構（重組句子）、句子寫作等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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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閱讀」階段既然是通過提問幫助學生疏理文章，故提問
按難易分四層次（圖二）。首先是解碼問題（Decoding）：在
字詞層次拆解詞語結構；然後是字面問題（Literal）：在句子
內層次辨識句子意思，答案可在一句内找到（within a line）; 
繼而是推斷問題（Inferential）：從句子與句子間層面推敲文
本的上下連繫，答案須綜合數行才找出（across the lines）；
最後是詮釋問題（Interpretive）：從語境層面按文本社會背
景詮釋文本與讀者的關係，答案在文本以外 (beyond the text)，
須結合讀者已有知識和生活經驗才答到（岑紹基，2015）。
以上提問按學生能力發出，使不同能力學生都能回應，教師並
予以適當的讚賞，鼓勵學生用螢光筆標示答案的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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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重寫」階段分兩部份，其一是筆記摘錄，其二是句子重
寫練習。做法是運用提問及小組協作的方法，讓學生提出關鍵
詞（Keyword），繼而將關鍵詞按彼此的語意聯繫歸類，然後
引導學生利用關鍵詞寫出文句，教師可從中引導學生使用不同
句式，借用範文語言結構，或借用文本內容重寫（岑紹基，
2015），目的是引領學生從閲讀階段進入書寫階段，先書寫關
鍵字詞，然後將關鍵字詞聯結成有意義的句子。其中亦牽涉到
仿效文本語言作書面表達。共同重寫後，如有加強訓練的需要，
可讓學生按關鍵字詞作個人重寫。由於此階段仍依賴閲讀過的
文本寫作，故稱「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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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是「共同建構」及「個人寫作」部份。
共同建構是教師引導學生就一新題目把共同
構思的內容，以完整的文步格式及語言寫作
一篇文章。最後學生再個別創作一篇和文本
屬同一文類的文章，故稱為個人創作。



閱讀理解的四個層次：
「解碼」丶「字面」丶「推斷」丶「詮釋」問題
4 Types of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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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框架 Research Framework

規劃

•協作備課

•「閱讀促進學習」

教學法 （老師與大學

團隊）

Planning
• 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ning

• R2L pedagogy (teacher 
& project team)

1

•準備閱讀

•詳細閱讀
（老師與學生）

Practice 1

• Preparation 

• detailed Reading 
(teacher & students) 

2

•共同重寫與建構

•個人創作 （老師與學

生，學生與學生）

Practice 2

• Joint rewriting & 
construction

• Individual writing 
(teacher & students, 
students & students)

產出與成效

•讀寫應用

•動機（學生）

Product

• Applicability in reading 
and writing 

• Motivation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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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初階學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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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中階學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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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三（高階學生適用）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
對多元族裔學生學習文言的意義

15

因應學生程度細分教學步驟

重視學生的前備知識

重視講解文章的文步
透過不同層次的提問帶領學
生從詞義丶句義丶段意丶通
篇意義，梳理文章內容

設建鷹架，引用不同文本引導學生構想文章結構

從提問評估學習情況，
老師能適時作出調整

強調讀丶寫教學的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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