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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小學巡禮

今年創校已20年的佛教黃藻森學校，早於1998年參

加香港教育局的「資訊科技教育先導計劃」，成為全港

十間最先發展資訊科技教育的學校之一。時至今日，徐

劍校長仍堅持帶領着老師克服重重困難，走在電子教學

的最前端。除了是由於徐校長獨具慧眼，洞悉電子教學

將會成為大趨勢；更重要的，是為了透過不同媒體來教

學，讓學生真正地愉快學習，其精神和經驗值得我們借

鑑。

專訪 佛教黃藻森學校

推廣資訊科技教育　走在最前線

猴年伊始，敬祝老師們身體安康，教務一切順利！

如何有效地進行電子教學，似乎成為近幾年來老師關注的話題。今期介紹的

佛教黃藻森學校，無論是校長、科主任、老師，以至家長等，都本着令學生愉快學習的目的，積極推動電子教學，並

自行研製電子課本，至今成效顯著，屢獲殊榮。他們在發展電子教學方面的經驗，很值得同工參考。

家校合作  研發電子書

該校在2010至2014年入選教育局的「學校電子學習

試驗計劃」及「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得到300多萬

的撥款後，由英文科和資訊科技組的老師合作，設計和

研發小一至小三級的英文科電子教材，包括英文課本、

電子學習活動、文法及拼音活動、課業及評估等。徐校

長表示，觸發他們有這個決定，是希望設計更切合學生

需要的教材，並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和動機。「在使用

電子書後，學生不需再購買教科書，我們會把電子教材

列印和釘裝成書本，派發給學生，減輕了家長的負擔，

這也是另一個好處。」徐校長笑說。

無論是任何一項政策，沒有老師和家長的支持，都

難以順利推行。因此，該校斥巨資在每間課室安裝投映

機，讓老師習慣使用電子器材來教學。同時，又安排同

儕觀課，由較有經驗的老師帶領新老師進行電子教學。

至於家長方面，學校在學期初已派發通告通知家長，釋

除家長的疑慮，同時提供電腦給學生借用，在家校溝通

良好的情況下，電子教學最終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

     學校樓高七層，校舍寬敞，為學生提供舒適的學習環境。▲

▲   圖為校方研發的電子教材，已印刷和釘裝成課本， 

 方便學生温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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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方於2012年奪得「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資訊科技教育嘉許狀。

▲ 學校設有多媒體電腦室、電腦音樂室等，學生已習慣使用資 

 訊科技來學習。

不斷嘗試  衝破困難

常言道「萬事起頭難」，在研發電子教材初期，

各種問題即不斷湧現。首先，是軟件上的問題，老師們

即使已構思好整個電子遊戲的玩法，但常礙於網上電子

平台的諸多限制而不能實踐，所以在設計時感到「綁手

綁腳」；還有部分程式軟件只在某種型號的電腦才能運

作，都令老師們感到沮喪。於是，該校曾與數間公司合

作過，經過多次磋商和磨合，終於研發出合適的電子平

台；老師們又發揮無窮創意，利用坊間不同的電子平

台，如QR Code、電子白板等設計各種小遊戲，彌補原有

平台的不足。針對機種的問題，校方更不惜工本，買齊

了Window、ISO和Android三種型號的平板電腦供學生使

用。

另外，硬件上也不乏難題需要解決。身兼英文科協

調主任、教務主任的馮家俊老師表示，起初當幾十名學

生一同進入電子平台時，學校的Wi-Fi便難以支援，上

網速度變得非常緩慢，甚至容易當機。及後，在投入不

少人力物力，經過多次測試和改良，才能真正在課堂上

暢順地應用電子教材。而且，時間也是研發電子教材的

一大問題。馮老師與兩位英文科主任——列淑嫻老師、

胡劍偉老師合作，在繁重的教務中擠出時間設計電子教

材，常常要追着教學進度，甚至犧牲假期的休息時間去

做，實在很不容易。胡劍偉老師笑說︰「常常下個月要

教的那一課，今個月還未做好教材呢！」至今，小一至

小三級的教師已使用了自家研發的英文科電子教材約三

年，教學過程暢順，師生皆有得益，當日的辛勞完全值

得。

        

全力推廣  屢獲殊榮

電子教材凝聚了徐校長、老師和技術人員的心血，

它完全能夠配合課堂使用，加強師生互動，吸引學生愛

上英文。校方希望將豐碩的成果與外界分享，於是在過

去數年間，曾與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及各大專院校合

作，舉辦了多場資訊科技教育講座、工作坊供

教育界同工參與，並協助超過10間小學進行資

訊科技教育活動。而且，該校的老師也積極推

動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除了在多個國際性資訊

科技教育會議中分享教學經驗及成果外，更在本

港及海外資訊科技教育應用比賽中獲獎無數。例

如曾代表中國參加「世界信息峰會大獎」，獲得

「2006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電子學習獎」銅

獎和「香港數碼教學資源獎勵計劃榮譽大獎」等，

更兩奪「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英文教育、資訊

科技教育），成績有目共睹。

校長小檔案

徐劍校長，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

士，主修資訊科技教育應用，從事教育

工作二十多年，對推廣資訊科技教育不

遺餘力，曾參與香港、澳門和內地等

多個地區的資訊科技教育分享會議。

上 課 時 ， 學 生
「一人一機」，
以求達到最佳的
教學效果。

▲



專家會客室

2016 年 2 月 第十期

不去！」我狠命地捶打這兩條可恨的腿，喊着：
「我可活甚麼勁！」母親撲過來抓住我的手，忍住
哭聲說：「我們在一起，好好活，好好活……」

看完第一段後，老師可指出母親有一句說話很深

刻地印在作者的心中，是哪一句？媽媽在這段中只說了

兩句話，哪一句較重要？學生能夠抓到重點的。老師可

以接着再問，媽媽為甚麼要這麼說？兒子為甚麼不好好

活？可否找出兩個線索來呢？學生找到後，再問他們，

這兩個線索給你甚麼樣的感覺？就是作者已放棄自己，

他覺得自己癱了，不想別人再跟他說那麼多。

接着，看看第二至四段︰

可我卻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經到了那步田
地。後來妹妹告訴我，她常常肝疼得翻來覆去地睡
不了覺。

那天我又獨自坐在屋裏，看着窗外的樹葉飄
落。母親進來了，擋在窗前……對於「跑」和
「踩」一類的字眼，她比我還敏感。她又悄悄地出
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沒回來。

上面我們剛提問過，兒子不好好活的原因。這裏可

以嘗試叫學生代入情境，引導學生思考作者在想甚麼？

當一個人已放棄自己，獨自坐在屋裏，看着窗外的樹葉

飄落，思想會是怎樣的呢？

接着可以再引導學生思考，作者的媽媽又怎樣呢？

請學生從課文中找出相關的句子並朗讀出來，然後聯繫

生活經驗：到底肝癌是怎樣一回事？可以告訴學生，媽

媽是患了肝癌，有沒有人知道這種病是怎樣的？老師再

作補充說明。再問，媽媽痛不痛苦？媽媽痛苦，不單身

體上痛苦，精神上也痛苦，因為她要照顧癱瘓的兒子，

兒子卻已放棄了自己。

w

一   前言︰何謂「文本教學」？

提問是老師在課堂上常常使用的方法，這其實是

「文本教學」中常見的技巧。具體來說，「文本教學」

是指在教學中，根據教學的任務、目標及文本特點等因

素，所選用的促進有效理解的機制、方法和技巧，具有

實效性、有效性和針對性。

二   提問 → 細讀 → 感悟

有效促進學生理解文本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個就

是「提問．細讀．感悟」。「提問」在語文教學中是很

重要的，若所提的問題不到位，就難以突出教學重點；

因此，提問時要注意因勢利導、點撥啟發。「細讀」包

括閱讀與朗讀，有助探究文本中典型的或具有遷移價值

的知識點。「感悟」則是最後在梳理和反思的過程中，

幫助學生體悟人性或人生。這三個步驟是一個整體，不

能分割或斷裂。

下面將以中國當代作家史鐵生的散文《秋天的懷

念》為例，解構如何透過提問、細讀、感悟來進行「文

本教學」。

三   史鐵生《秋天的懷念》（五年級）

史鐵生的《秋天的懷念》，是作者癱瘓後一段時間

後所作的，記念他與媽媽相處的一段經驗。文章不淺，

我們如何透過「提問．細讀．感悟」來引導五年級的學

生去理解呢？老師要先讓學生自讀文章，取得一個整體

感覺，再進行梳理。梳理時，請學生先看第一段︰

雙腿不能走動後，我的脾氣變得暴怒無常。聽
着甜美的歌聲，我會猛地把手邊的東西摔向四周的
牆壁。母親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偷偷
地聽着我的動靜。當一切恢復沉靜，她又悄悄地進
來，眼邊紅紅的，看着我。「聽說北海的花兒都開
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總是這麼說。「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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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煒珞校長，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校長，北京師範

大學兒童文學教育博士，是資深教育工作者及童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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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氣我們明白，但其實媽媽更有理由生氣對

吧？為甚麼媽媽沒有發脾氣？為了兒子着想。這裏老師

可以要求學生再細讀課文，找出說明母親為兒子着想的

地方，這個梳理很重要。

第一處是母親進來，擋在窗前，央求作者去看花。

媽媽為甚麼擋在窗前？媽媽像一扇門，擋住的不是飄落

的樹葉，而是兒子鬱悶煩躁的思緒。這裏可以看出，媽

媽的愛好勇敢！帶着這種感受，着學生讀一次相關的課

文。這個時候老師可以板書︰母愛的內涵＝母親的愛是

勇敢的！

第二處是媽媽對「跑」和「踩」一類的字眼敏感，

擔心話語會勾起兒子更大的痛苦。這裏可以看出，媽媽

的愛好細心。帶着這種感受，着學生再讀一遍。老師進

一步板書︰母愛的內涵=母親的愛是勇敢的、細心的！

回頭再探討第一段最後一句，「撲」、「抓」、

「忍」三個字用得好不好？為甚麼？用得好，因為這三

個字體現了媽媽的痛心、哀傷。

再問，媽媽這麼傷心，也只有一個願望，是甚麼？

一家人一起好好活。從這裏可以看出，媽媽的愛好堅

定、執着，只求兒子積極生活。這個時候又可以板書︰

母愛的內涵＝母親的愛是勇敢的、細心的、堅定的、執

着的！

接着，再由幾個「悄悄」去品味母愛。我們處理

這篇散文是跳躍式的，因為要抓住感情基線、抓住表達

重點。「悄悄」一詞分別出現在第一及第三段，可以先

着學生朗讀，一遍有「悄悄」，一遍沒有「悄悄」，比

較兩者的感情有甚麼不同。這樣可以順帶讓學生學懂詞

語運用的重要︰「悄悄」這個簡單的詞語人人都懂，為

何作者用出來會讓你有如此深刻的體會？兩個「悄悄」

雖然表示的情境不同，但都表現了母愛的小心翼翼。這

時候可以板書︰母愛的內涵＝母親的愛是勇敢的、細心

的、堅定的、執着的、小心翼翼的！同時，老師可以指

出，媽媽只是透過說話以及關愛兒子的行為，去表現這

種無私的愛，從而讓學生明白母愛原來是這樣的。

然後，梳理最後兩段︰

鄰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時候，她正艱難
地呼吸着。別人告訴我，她昏迷前的最後一句話
是：「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女
兒……」

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花在
秋風中正開得爛漫。我懂得母親沒有說完的話。妹
妹也懂。我倆在一起，要好好活……

起初，兒子對母親的愛並不理解，最後才終於懂得

母親沒有說完的話。這時候，可以引導學生去理解母親

沒有說完的話是甚麼？「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

未成年的女兒，你們倆在一起，要好好活，好好活。」

很簡單的一句話，但意義很深重。

「好好活」是甚麼意思？可以請學生分組討論，談

談自己的理解。有了感受，就叫學生再重讀一次，並將

自己情感投入下去。理解全篇文章後，就可以昇華，引

導學生進行高階思考，探討文章的主題。當兒子明白媽

媽叫他「好好活」的涵意後，母親的愛以及那個秋天與

母親一起的情景就深印在兒子心中，兒子將心中的回憶

化作無比的思念，所以將文章取名為《秋天的懷念》。

這篇文章對五年級學生而言不淺，但經過老師梳理

後，學生就能掌握母愛是怎麼一回事，母愛在兒子身上

產生了甚麼作用，而最後作者體會到的又是甚麼。接着

還可以進一步深化，指出母親的期望就是作者回歸自己

的生活，活出自己人生的色彩。最後，可推薦作者的其

他作品給學生，作為拓展延伸。

總結︰「文本教學」的作用

　　總括而言，「文本教學」是一個閱讀的過程，是師生和作者對話的

過程，學生在讀中感知、感悟、積累，形成語感。「提問．細讀．感

悟」這三部曲，在文本教學中是不斷重覆出現的，它其實是一個由「質

疑」到「深悟」的過程。先讓學生自讀文章，是要讓學生自己先取得一

個整體的感覺，純粹是感覺，然後老師透過有序的提問、有策略的朗

讀，讓學生對文章內容有所體驗、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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