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嶺公立學校 非華語中文教學設計 

《看得見的古跡》 

 

前言 

香港是個多元的國際都市，教育局近年亦致力推動學校發展不同族裔的學生共融成長。對於非華

語學生，學會中文不僅有助於深入了解本地文化並融入社會生活，同時也是為了升學和就業做好

準備。我們作爲老師在設計教學計劃時需要下點功夫，能幫助非華語學生提升語文能力之餘，亦

要關注學生的心智年齡和學習興趣。 

 

學校背景 

我們粉嶺公立學校今年度共錄取了 18名非華語學生，平均分佈在各個年級，當中大部分學生來

自巴基斯坦，另外還有部分學生來自尼泊爾、印度、菲律賓和意大利。學生的學習差異大，例

如：其中有個五年級的 NCS，2022年 11月才來港，中文程度近乎零，需要由幼稚園程度學起，

但是年紀上卻要入讀四年級。到現在他已經五年級，學習動機低，學習表現自然也不太好。老師

會比較無助；部分學生家長亦不重視中文學習，家中無法支援中文學習。 

 

學校采取融合教育措施，把華語和非華語生安排在同一班學習，中文科一直以來也有各項配合措

施，例如學習材料剪裁及課後支援等；學校更安排各類型文化活動以加强學生學習興趣及家校溝

通合作，但由於差異太大，成效未有太明顯，故此今年嘗試與香港大學 E&T團隊一同設計出以下

教學計劃，在提升五年級非華語學生的寫作能力同時，亦能增加他們的學習動機。 

 

教學計劃 

級別︰ 小五非華語支援班 

單元主題：《看得見的奇跡》 

已有知識︰初步認識説明文的結構和説明方法 

學習目標：能運用説明文技巧介紹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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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概念 

班上的學生雖然大部分都是在香港土生土長，但由於家人都是與自己族群聚居，接觸香港中國文

化的機會很少，即使學校和家附近就有充滿歷史文化氣息的建築，他們也從未察覺。 

適逢這個單元教科書的課文是以説明文介紹金字塔等世界遺跡，啓發我們回想學校旁邊就是由彭

氏家族於明朝興建的粉嶺圍圍村，擁有七百多年歷史。當中尚保留了很多古色古香的建築設計，

例如碉堡、古炮、風水池塘。圍村的歷史跟我們學校的背景更是息息相關，我們粉嶺公立學校的

前身正正就是以前彭氏子弟讀書的思德書室。我們也發現班中有部分非華語學生就是住在粉嶺圍

内。選擇粉嶺圍作我們的寫作主題不但能回應中文課程原有的内容，更能結合社區資源，甚至連

繫學生的生活經驗。 

 

原有設計是到粉嶺圍實地考察，遺憾最後未能安排課時外出，顧改爲課室内虛擬旅游。 

 

教案 

階段 教學目的 教學步驟 時間 

1引入 引起動機 老師以簡單提問連結寫作主題及學生生活，從而引起學習動

機，同時亦能評估學生的已有知識，例如： 

- 這裏是哪裏？ 

- 地圖上，我們的學校在哪裏？ 

- 粉嶺圍的大樓很高還是很矮？ 

- 有誰是住在粉嶺圍？ 

- 粉嶺圍有什麽特色？有什麽設施？ 

- 這些建築有哪些特別的設計或者圖案？ 

- 你猜這裏有多少年歷史？ 

 

老師讓學生竪起大拇指以評估自己能完成多少字的寫作，透

過這個小活動鼓勵對自己沒有信心的學生： 

- 能寫 200字的請竪起大拇指； 

- 能寫 150字的請平放大拇指； 

- 只能寫 100字的請把大拇指向下指。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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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有辦法讓大家都能寫到超過 200字，相不相信？ 

2發展 觀察景物 老師入戲化身成旅行團領隊帶領學生觀看影片模擬旅遊，邊

看邊指出粉嶺圍的特色。 

 

學生觀看短片後需要透過觀察圖片回答選擇題，例如： 

- 粉嶺圍前有一個大大的（池塘）。 

- 碉堡上有三個（白色的圓圈）。 

- 碉堡外有（三台）古炮。 

- 粉嶺圍大門旁邊有隻石（獅子）。 

- 這是（古井）。 

這些選擇題全都是及後寫説明文時可以説明的建築特色。老

師不用太著重學生能否閲讀文字，更重要是提升學生的觀察

動機，讓程度和自信較低的同學也能嘗試只靠觀察答對題

目。從中獲得滿足感。 

 

學生説出正確答案后，老師除了教學生正確讀音和寫法，亦

可多加補充文化資訊，例如 

- 興建池塘的原因是因爲水為財。 

- 古炮曾在日軍攻打香港時埋在地下多年。 

- 石獅子感覺很威武，能夠保衛家園。 

- 現在的人已經不再使用古井。 

10分鐘 

 

3鞏固 

把資訊轉化

成文字 

運用圖表，讓學生把剛剛小遊戲中觀察到的資訊簡單記錄下

來，能力高的學生可以寫短句，能力較弱的學生可以只寫關

鍵詞。 

 

老師引導學生寫出每一格的内容是可以强調這些都是寫説明

文時的重要資訊，例如：名稱、位置、建造年期、建築特色

等。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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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建築特色時，必需提醒學生回想剛剛短片觀察過的内

容，讓學生先口頭自己説一次，再顯示答案，讓學生連結字

體的形音義。 

 

完成圖表後，老師透過例子示範學生如何把圖表的詞語組成

句子；再讓每個學生透過口頭反覆練習，熟悉句型，並寫在

工作紙下方，組成完整段落。 

4總結 檢測學生的

理解 

完成段落寫作後，讓學生之間交換閲讀，並嘗試朗讀出自己

的作品。 

 

下課前，老師再讓學生竪起大拇指，評估自己上完這節課

後。下一節課能自行完成多少字的寫作。 

5分鐘 

 

第一節課結束後，第二天的中文課，老師會重複第 2-4的步驟，繼續跟學生在課室模擬旅游，到

訪另一個景點思德書室，亦即使我們學校的前身。教學步驟相若，同樣也是先觀看短片；再回答

跟説明文有關的提問，當中老師帶出更多古跡的資料和文化元素；及後學生填寫表格，最後再透

過自己在表格裏記錄的文字，轉化成句子，成為完整的段落。 

 

完成寫作後，學生自行數一數自己寫了多少個字，他們會發現自己能夠寫出的字數早已超出自己

以爲自己可以的範圍。 

 

反思 

透過老師自己第一身的觀察，同學們的學習動機比預期更有果效，他們不但投入寫作課堂，會投

入回答老師提問，又會理解內容一些要點。印象最深刻的是學生踴躍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例如

當老師講到「古井」，有同學急不及待分享他的家鄉巴基斯坦現在仍然有用水井，而其他同學也

會紛紛表示自己對水井的感受，有人覺得很神奇，有人懷疑水井的水質是否適合使用；更有趣的

是，當老師講到思德書室是以前彭氏的男性子孫才能進去讀書，學生立刻連結到學校另外一位姓

彭的男老師，很好奇他是不是曾經在思德書室讀書。在介紹門外的門神時，學生更主動教老師劍

的烏都語怎樣說，這表示他們非常投入課堂的活動，渴望跟老師分享，令本來最令他們痛苦的寫

作課活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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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課堂來說，同學們的表現整體不錯，始終中文作文對非華語學生來説實在是困難，很多時候

面對寫作題目都不知道該如何入手。而且他們在學習動機和中文程度方面也有明顯的個別差異，

見到他們在集中力及聆聽力有進步，書寫方面也能夠跟上。即使是程度和動機最低的學生也能初

步完成圖表，並透過圖表資料寫出幾句句子，確實難得。吸收了今次的教學經驗，覺得可以再拆

散步驟，好像拼圖一樣，拆開包裝後，由每塊拼圖，分好顔色/邊框/按照原圖，由局部到整體把

拼圖拼好。到下一次作文教學會有更好的效果。 

 

高能力和低能力學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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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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