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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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我

們有足夠空間，為學生提供針對性及更個性化的教學策略。本科積極照顧非華語

生的學習需要，幫助他們學好中文。本文將以中五級比利時籍學生白希彤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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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白

同學提供適切的中文學習課程。以下將以《丁丁歷險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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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校中五級比利時學生白希彤為例，學生對繪本設計較為興

趣，在設計教材上，老師善用學生的優勢，加入多漫畫元素，如在寫作書信一

課，以《丁丁歷險記》中中國為背景的故事作為課堂內容。通過讓學生寫信給故

事中的主角丁丁的教設計，有效增強非華語學生的參與感和興趣，使學習中文更

有成就感。  

   

《丁丁歷險記》繪本内容  

  

乙、創意教學——AI 寫信  

 

在教授書信格式時，老師以富有色彩、圖畫的簡報向白同學講解比利時流行

讀物《丁丁歷險記》一書，勾起非華語生在比利時的童年回憶，再由學生分享對

丁丁的感覺，從中得知丁丁不單是學生成長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可説是她的

童年玩伴。老師也從學生的分享中，得知學生與丁丁之間的羈絆。不單與同學一

同認識丁丁，也讓學生嘗試運用 AI 軟件創作一封信，讓學生寫信給丁丁，與丁丁

分享香港的美食與景點。非華語學生遣字用詞能力相對較弱，但由於書信字數要

求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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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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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經老師指導，輸入幾個簡單指令，在電腦輸入關鍵字，就能生成書信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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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寫出一封屬於非華語學生創作的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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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華語生白希彤同學嘗試 AI 創作 

  

丙、文化共融  

 

非華語生改寫書信後，在老師的指導下，創作出專屬於這位非華語學生與丁

丁的全新《丁丁歷險記》香港篇的繪本。學生在過程中添加對話內容，使故事更

加豐富多彩。充分體現出香港和比利時的文化交融。  

這正是多模態學習模式的好處從不同媒介中獲取靈感，進而轉化為創作。輸

入部分包括繪本（無論是電子版、實體版還是動畫版）、照片、文字及引發的回

憶，這些都能激發創造力。觀察繪本的故事情節和角色發展，分析照片的構圖與

情感，閱讀文字的主題並將其與個人經歷聯繫起來，這些都是重要的步驟。最終

的輸出包括 AI 生成的書信初稿，接著根據生活與閱讀經驗加入情感和溫度，形成

定稿。此外，還可以利用 AI 設計生成繪本，展示所構思的故事。創作過程不僅豐

富了故事內容，亦令白同學感到繪本帶來的人情。 

  
非華語生白希彤同學嘗試創作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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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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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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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五級只有白希彤一位非華語生，儘管

在非華語課堂上，老師一對一地教學，無疑可以更加體貼需要，但容易忽略同學之

間的互動。因此我們提供不同的教學策略以補不足。所謂教學相長，文化共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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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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檢視與計劃成果整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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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學材料  

  

 
  

 
  

 
  

 
  

甲、 工作紙   

  

乙 、簡報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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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繪本內容簡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