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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多元文化學生中文教學獎 

棉紡會中學 中國語文科 

 

一、教學理念 

 

棉紡會中學本年度共有七位非華語學生，佔全體學生比例雖然不高，但這也

讓我們有足夠空間，設計更針對性、更個性化的教學。本科積極照顧非華語生的

學習需要，幫助他們學好中文。本文將以中五級泰國籍學生李家欣為例，透過向

同學提供融合學習和抽離課輔導的學習模式，予以適當的學習支援，向李同學提

供適切的中文學習課程。以下將以《中國新年》的課堂設計為例子作說明。 

 

甲、發揮學生優勢 

 

本科老師意識到非華語生的中文基礎水平較弱，因此銳意在識字、閱讀和寫

作方面進行調適。以本校中五級泰國學生李家欣為例，學生在視覺藝術、圖像設

計方面較為出眾，於是在設計教材上，老師善用學生的優勢，加入更多圖像元素，

如在《中國新年》一課，在介紹中國傳統新年的習俗後，老師邀請同學寫揮春，

並容許同學添加圖畫，令學生更加投入。我們在學校當眼處展示家欣的揮春，增

添賀年氣氛，家欣得到老師、同學的認同，學習中文就更有成就感。 

 

 

李家欣同學的手繪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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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創意教學——AI 寫詩 

     

在教授《中國新年》時，老師以富有色彩、圖畫的簡報向李同學講解王安石

《元日》一詩，讓非華語生先認識中國新年的傳統習俗，再由學生分享泰國家鄉

的新年習俗，從中歸納兩個國家新年的異同，令學生明白到兩國即使文化不一，

但人民對新年祝願的意義是相同的。老師不單與同學一同欣賞中國詩詞之美，也

讓學生嘗試運用 AI 軟件創作一首富有泰國賀年氣氛的賀年詩歌。非華語學生遣

字用詞能力相對較弱，但由於詩歌字數要求較少，有 AI 協助，非華語學生相對

容易操作，對寫作也更有新鮮感。在課堂上，同學經老師指導，輸入幾個簡單指

令，在電腦輸入關鍵字，就能生成初稿，其後老師在旁指導，引導同學檢視作品，

以不同的讀寫策略修改文句，削繁去蔽，精益求精，最終寫出一首屬於非華語學

生創作的詩歌。教學活動有最新的科技支持，更能令學生投入於學習語文的樂趣。 

 

 

非華語生李家欣同學嘗試 AI 創作 

 

丙、文化共融 

    

我們積極推動文化共融的教學策略，將非華語生在抽離課堂之所學，帶回本

地學生課堂，促進文化交流。以李家欣為同學例，每星期的八堂中文課，有六堂

屬抽離學習，餘下兩堂則回到大班中，將非華語課學習到的知識實踐在大班課堂

中。我校很認同「文化回應教學」的理念，讓華語生和非華語生能夠作出跨文化

的交流，互相學習，並一同增進語文素養和創作技巧，故此在教授《中國新年》

這系列課堂，家欣不單在抽離課堂學習，老師也安排在大班中繼續延伸這個課題，

家欣在大班中就可以充當小老師身份，向本地生分享泰國文化，包括展示自己設

計的揮春、如何用泰文講「新年快樂」等等。這既可讓本地學生了解校內非華語

生所屬地方的文化，也可促進同學之間的關係，而本地學生分享各自家庭的新年

習俗時，非華語生都可以吸收到書本以外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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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學生嘗試 AI 寫詩 

 

二、教學流程 

 

科目：中文(非華語教學) 

班別：5B 李家欣  學生人數：1 人 任教老師：吳丹薇老師 

日期：2024-01-02  時間：2:25—3:00 

地點：110 室 

教學單元   :   

課題 / 議題 :  中國新年 

設計理念： 

讓非華語學生瞭解中國傳統節日文化，再請分享學生自己國家文化。 

在對非華語學生提供抽離模式的學習支援時，亦要讓學生回歸正常課堂裏，將

非華語堂上學到知識回應到正常課堂，令本地學生能更瞭解班上的非華語學

生，進行文化共融。 

教學目標/預期學習成果：完成課堂後，學生能夠  

掌握中國新年的傳統習俗及文化精神。  

學會有關新年詩歌。 

已有知識/能力：  

學生在基礎單元上已對中國有基本新年認識。  

學生曾學習唐詩。 

學習階段 時間  教學內容 / 學習活動 教學資源 / 教具 

導入階段 5 分鐘 
重溫基礎單元中中國新年

的特色。 

簡報、電腦 

發展階段 
5 分鐘 

請同學分享泰國新年的習

俗（潑水節）。  

在讀本文章所見作陳述及

補充。  

完成工作紙 

課本、工作紙、 

簡報、投影機、 

工作紙 

5 分鐘 學生在工作紙上列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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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與泰國新年的特點。

如節日慶祝方式、過節習

俗及應節食品。  

引導學生節日的目的及其

意義。  

 

15 分鐘 

 

以中國新年爲例子，生成

詩歌。引導使用 AI 生成

泰國新年詩歌進行改寫。 

分組學習安排

及活動 

5 分鐘 

AI 寫詩  

引用課本詩歌，簡介中國

新年的文化多以詩歌形式

表現。  

 

總結階段 5 分鐘 重申中國新年的傳統習俗

及文化精神。  

 

認識中華文化詩歌的作

用。  

 

反思中國和泰國新年的文

化傳承。 

簡報、電腦 

 

三、分析與反思 

 

    為了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語文，校方積極調動資源，建立正向環境，教

師則按非華語生的學習需要，選取合適的課題和材料，務求為非華語生提供最適

切的支援。每份學習材料、每項學與教策略，都是全體教師互相配合的心血結晶。

我們見到非華語生越來越積極投入課堂，在大班上也看到本地學生的熱情回應，

充分體現學校和學生的包容性和接受性，相信幾位非華語生都能融入學校生活。 

     

當然，本校在非華語學生的教學經驗尚淺，仍有不足之處。本校非華語學生

較少，分佈不均，需要跨年級抽離上課，例如中五級只有李家欣一位非華語生，

需要和另一名中四級非華語生一同上課，儘管在非華語課堂上，老師一對二地教

學，無疑可以更加體貼需要，但同學之間的互動難免不夠廣泛。因此我們提供不

同的教學策略以補不足，包括上文的種種設計。所謂教學相長，文化共融，在設

計和進行課堂的過程中，學生既有得著，老師也有成長，全校共同努力，相信發

展成果會愈見豐碩，非華語生亦能拾級而上，逐步提升中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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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材料 

 

甲、工作紙 

 

  

 

二、簡報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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