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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小學巡禮

秋雨沁涼，颯颯金風為新學年拉開序幕。新學年新開始，大家對新學年

有甚麼美好的期許？這一期我們與大家分享趣味語文教學法，祝願這一年的

學與教妙趣無窮。

怎樣讓學生學好語文？關鍵是讓他們在語文學習中

找到趣味！五邑鄒振猷學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編寫

了「趣味語文校本課程」。有別於傳統重灌輸輕感悟的

教學模式，此課程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親身體驗閱讀

篇章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使每一個學生都愛上語文課。

新教學法 新校本課程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是五邑鄒振猷學校第二套語

文校本課程，編寫此課程的鄭麗娟副校長曾獲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和多個教師獎項，她表示2003年時由於覺得

坊間的教科書未能滿足教改和課改的要求，開始與同工

逐年撰寫校本課程，至2009年完成。該課程着重提升學

生的語文能力，學生的成績雖有顯著的進步，但對語文

學習的興趣卻不夠。完成這個課程的撰寫工作後，鄭副

專訪 五邑鄒振猷學校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 讓語文學習從趣味開始

校長學習了新的教學法，利用了兩年時間，開展新一輪

的教學研究，例如利用遊戲教授語文知識、以戲劇教學

進行閱讀教學，增加語文學習的趣味。新的教學法讓學

生通過體驗，感悟閱讀篇章中人物的思想感情，理解文

章中的深層信息。累積了上次校本課程的撰寫經驗，鄭

副校長成功申請到優質教育基金的撥款，重寫該校的校

本課程。

▲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教材和編撰者鄭麗娟副校長

▲

 學生和童書創作成品

▲
  「愛麗絲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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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石投林」找學位   趙榮德

找一個名小學學位，六、七月是叩門高峯期，八月是冷

靜期，九月卻是另一個高峯期，我稱之為「亂石投林」期。

何謂「亂石投林」？為甚麼有「亂石投林」這個現象？家長

又應該怎樣部署？這三個問題都是本文會談的三大要點。

先談「亂石投林」。所謂「投林」，是指尋找學校。方

法是投寄信件給心儀的小學。所謂「亂石」，是不理有沒有

學位，我都提議家長給各間心儀的小學寄一封求見信。你或

許會問，學校沒有學位都寄出信件，豈不是浪費郵票？寄一

封信要多少錢？學位一個值幾多錢？如果用十餘塊錢換來一

個學位值不值得？

為甚麼會有「亂石投林」這個現象？很簡單，每年九

月開學時，每間名小學或多或少會有一至兩個學生離校，有

些移民去外國，有些轉讀另一間更有名的小學，有些轉讀IB

國際文憑課程，這樣便會空了一兩個學位出來。校長知道有

學位賸空，便第一時間找學生來填補。若校長不立即填補學

位，教育局一知道該校有學位賸空，便立即派學生來讀了。

所以校長不敢怠慢，立即從枱上申請入學的信件抽幾個學生

來面試。如果你那封信被抽了出來，孩子便很大機會入讀這

間學校了。學校不是有後補名單的嗎？有，但後補名單上的

學生是「叩門」而來的，不是突然出現的，很多校長是不會

找「叩門」那批後補學生而另拆新一批的申請信的！

最後要談的是怎樣部署。先談時間，「石子」即信件不

要太早發出，最好是留待八月底、九月初。信件不要要求校

長給你兒子學位，你只謙虛的要求一個面試機會。當接到電

話，一定要恭恭敬敬說：「好，我一定帶孩子準時到。」面

試那一天，必須準時出席，成功後立即買校服翌日便可上課

去了。

專家小檔案 趙榮德老師，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曾任主席八年，前喇沙書院副校長，亦曾任教育
局家庭與學校事宜組副主席，著有《香港小學升學策略》、《不一樣的家長》等。

數學生活化　生活數學化  關顯彬 

記得以前曾教過一班一年級學生，在上課鐘聲響起時我

已走進教室等候，小朋友個個汗流浹背地跑進教室，臉上

仍洋溢着剛才嬉戲時快樂的表情。在等待他們情緒平靜下來

時，有一位小男生舉手說：「老師，我覺得學校好奇怪！

下課很好玩，為甚麼只有10分鐘？上課不好玩，卻要40分

鐘；如果上課10分鐘，下課40分鐘，那多好啊！」

童言童語聽來雖然天真可愛，但卻也反映出孩子真實的

心聲：「如果上課也能像下課那樣好玩，課本就像漫畫那

樣好看，那該多好啊！」我們曾經是小孩子，也都有過相同

的期盼，每位教育工作者都知道這個事實，可是很奇怪的一

件事發生了，當我們成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卻都遺忘自己幼

時殷切的期盼，忽略了孩子真正的需求──在遊戲中快樂學

習。

所有人都知道兒童隨着年齡的增長，對課業學習的興趣

逐漸降低，學習的焦慮逐漸升高，尤其是在數學學習方面。

我們可曾認真思考過這樣的問題：兒童喜歡怎樣的數學教

材？怎樣的教學活動才能夠引起兒童學習的興趣？我確信課

程專家、教育行政單位、教師、家長都知道問題的癥結與答

案，只不過沒有人勇於突破傳統僵化的思考和教學模式，總

是從成人的角度和想法（希望兒童能達到怎樣的教學目標）

編輯教科書，忽略學習的主體是學生，教學時也是以老師為

主，學生只是被動或是半強迫式的接受數學知識，使學生不

喜歡學習數學無法解決。

究竟小學生不喜歡數學或數學成就低落的原因為何？曾

有許多教育專家，幾乎大部分的研究結果都指出「數學課

程」和「教學活動」對小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興趣和成就

有非常大的影響，可是「以學生為本」的教育核心價值未見

解決。

我常思考一個問題：教育源自於生活，數學也是生活的

一部分。為甚麼我們不能在生活中教導兒童學習數學呢？

我認為兒童學習的數學教材必須生活情境化，數學教學活動

遊戲化，這樣才能吸引兒童學習數學的興趣，提升數學的能

力。編寫一份適合兒童學習的好教材，必須與兒童的生活經

驗、社會情境及其文化脈絡相結合，才能引發兒童學習的興

趣和培養自行建構知識的能力。在課程中必須強調以「學生

為本」的教與學，而在數學領域更強調數學學習生活化，希

望教師在進行教學時能重視兒童原有的知識和經驗，配合兒

童的認知發展，結合兒童熟悉的生活情境，而選擇有趣的學

習方法最為重要。

專家小檔案 關顯彬校長，前任小學校長、生命價值教育課程總監、前香港國力書院課程總監、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榮譽顧問、國際資優潛能研發教育機構策劃總監、前香港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議會課程委員、亞洲電視本港

台通識小學堂節目數學科導師、香港有線、無線電視台及香港電台兒童理財節目嘉賓，個人著作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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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落地 教師發展
一個課程能不能成功落地，不單看教學設計，還

看教師專業發展。為了把課程理念帶到去每一位任教老

師，教材設教師用書，並每課皆備教案。鄭副校長每一

個單元都會和老師共同備課，一起討論每一課學生的難

點，運用甚麼的教學策略。若老師在施教上仍有困難，

鄭副校長會與老師協教，也設不同的公開課。在落實課

程的時候，鄭副校長也會到課室觀課，並和任教老師討

論課程哪些地方可以優化，修訂現行的課程。

除了讓任教老師了解課程理念，校方也要消除家長

對不設教科書的疑慮，所以學校會邀請小一家長觀課，

並每學段設一次家長工作坊，由科任老師向家長說明如

何和學生在家複習，為家長設温習錦囊。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在體

驗中領悟，讓語文學習更深刻，既提升學生了學習語文

的興趣，也培養了學生不同的能力。

體驗學習 激發創意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包涵讀、寫、聽、說和創

意思維能力的培養，通過遊戲中學習、戲劇教學等教學

方法，讓學生快樂地學習語文。除了篇章教學外，課程

設創意文學教材，讓學生邊閱讀經典文學作品，邊進行

創意思維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意。例如《愛麗絲夢遊仙

境》：「愛麗絲去了兔子洞中，穿過小門，沿途看到很

多奇形怪狀的小動物……」鄭副校長改寫的閱讀材料刻

意不寫出愛麗絲看見甚麽小動物，而是由學生想像小動

物的樣子，利用繪畫和文字，口頭報告自己的創作。

又如《我家是動物園》童書創作單元，讓學生參

考改編了的童書，按家庭成員的特徵，比喻家人成為不

同的動物，創作自己的作品。鄭副校長說：「學生看完

童書後，多問他們幾句，比如：『你覺得自己像甚麼

呢？』他們的想法自然就會湧出來，這時他們就會很想

寫作。」課程通過不同種類的課業訓練學生不同的能

力，也同時培養了他們學習語文的信心和興趣。

高度參與 保底不封頂
在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方面，鄭副校長運用了讓

學生高度參與的教學法，設計全班學生都能參與的小組

活動、遊戲、戲劇活動。而老師給學生做的課業以「保

底不封頂」的原則去設計，能力稍遜的學生只需完成基

本練習，而能力較強的學生則不設限制，讓他們自由發

揮。例如科普故事單元的延伸活動，學生需要製作一張

海報介紹動物。能力稍遜的學生簡單幾句作介紹，能力

較強的學生完成的海報內容像百科全書一樣的齊全，

但無論成品怎樣，老師都會把全班所有海報編集成書，

作全校巡迴展覽，讓每個學生也有參與和學習的機會。

「學生有參與的機會，他才有機會去繼續跑，就像龜兔

賽跑，誰能說龜最後不能跑完全程呢？但你不能不讓他

跑。」鄭副校長說。

多元評估 貫徹趣味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每個單元設不計分的評估，

幫助老師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課程除設有傳統的測考

外，更引入有趣的評估方式「趣味語文大挑戰」。「趣

味語文大挑戰」以攤位遊戲的形式，評估學生能否掌握

該學段所教授的語文知識，例如學生在玩遊戲中成功分

辨名詞、動詞與形容詞，便可獲得一個印章。老師可以

從學生獲得印章的數目，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

趣味語文校本課程

學校自行編寫中文科一至六年級課程，包
含閱讀教材、單元工作紙、寫作工作紙、專題研
習、創意文學教材。

•	 單元閱讀教材：全年約8至9個單元。

•	 輔助教材：童書創作、創意文學教材、中華文
化朗讀手冊（把中國名人故事、節日故事、美
德故事、歷史故事編寫為琅琅上口的打油詩，
讓學生每天午讀）。

•	 專題研習：以中華文化為主軸，讓學生認識中
華文化的傳統。

•	 電子自學平台：設粵普課文朗讀、網上練習及
默書、電子圖書。

▲  「趣味語文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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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運用成語  提升語文能力
要學生寫出好文章，詞彙的積累與運用最為重要。學習成語能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有助掌握文章的內容，而於寫作

中活用成語，下筆文采飛揚，妙筆生花，能讓文句言簡意賅，生動有趣。

坊間有關成語的出版物只能讓學生「認知」不同的成語，卻未能讓學生「活用」所學。「學」而不「用」讓學生未能

有效提升語文能力。所以，一本優秀的成語練習必須引導學生先「學」後「用」。

讓學生活學活用

優秀的成語練習應該把成語分門別類，方便學生在寫作時查找同類成語並加以

運用，更需向學生示範如何靈活地把不同的成語在寫作中「活用」，從而鼓勵學生

「學」以致「用」。

讓學生全面掌握

優秀的成語練習應能讓學生全面

掌握所學，能正確書寫成語，並在合

適的語境下運用成語。

讓學生輕鬆學習

優秀的成語練習能讓學生擺脫

一貫學習成語的枯燥乏味，得以輕

鬆學習，進而在學習中找到樂趣。

★	根據現行香港小學中國語文課程編撰，每冊

精選常用成語180條。詞條配有解釋、漢語拼

音、典故、兩句例句及近/反義詞。例句特設

「寫一寫」讓學生掌握成語正確寫法，幫助學

生加深記憶。

★	每冊分為五個單元，各單元設「融會貫通」，

活用該單元的成語編寫成好段，並設成語練

習，鞏固學生對成語的掌握。

★	設「牛刀小試」及成語例句貼紙，讓學生通過

遊戲於短時間內掌握成語。

★	設「流芳百世」引導學生從名家運用成語的例

子中全面掌握成語的用法。

★	設「積少成多」腦圖，擴闊學生的思考空間，

方便學生寫作時查找同類成語。

★	附送「成語自學光碟」，以雙語動畫與說書，

讓學生輕鬆快捷地學習成語，增添學習樂趣。

《教圖小學活用成語》小三至小六
▲ 《教圖小學活用成語》小六 P.78和P.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