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E&T計劃 羅定邦中學 

2024-2025  中國語文科  非華語課程 

中二級  文化漫遊：尋找作家腳印——中大互動地圖 

學與教構思（定稿） 

一、寫作主題：《初春未圓湖》 

二、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難點與對應策略： 

（一)教學內容與學生的生活距離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時，會因教學內容與他們在香港的生活距離太遠，難以提起閱讀興

趣，亦難以理解教學內容。針對此問題，在教學內容選材方面，本次教學選取香港作家

小思的《深秋未圓湖》（經自行修訂）為閱讀篇章，加上中大文化漫遊活動，幫助學生理解

篇章內容、手法，將篇章變為自己的經驗，配合教師示範和AI的幫助，藉豐富的語文學

習經歷，自生新意。中大是本組學生每天上學途徑的地點，能聯繫生活，由此提升學習

興趣與動機。 

（二）寫作鷹架的結構——創意讀寫結合教學模式：呂必松（2007）指出在第二語言教學中

，課堂教學是幫助學生學習和掌握目的語的主要場所。因為學會一種語言要經過感知、

理解、模仿、記憶、鞏固和運用這幾個過程，而提供寫作鷹架能引領學生拾級而上。本單

元設計基於以上理論，以香港文學為輸入，AI生產之圖片、漫遊活動為理解，以圖片幫

助記憶和鞏固，最後為讀寫結合，先重溫所學之多感官描寫、步移法以及顏色詞，再寫

句子，最後透過模仿《深秋未圓湖》，以《初春未圓湖》為題目，進行段落仿寫，並加入自

己的感想。 

三、學生的已有知識： 

（一）、文字文本：上學期末閱讀《老區風景》、《住在城裡還是郊外》（IGCSE文章），已習得

文本中對今昔城市面貌、郊區風光的基本字詞、步移法和多感官描寫。 

（二）、修辭手法：顏色詞、擬聲詞、步移法和多感官描寫 

（三）、文化漫遊：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上課的必經之站為出發點，與其生活有所聯

繫。但過去學生只是經過此站，未曾在裡面漫遊，既熟悉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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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於二月十九日安排首次與港大E&T合作的中大文化漫遊活動。文化漫遊期間，

親歷《深秋未圓湖》之景況，一同尋找小思的足跡，並蒐集寫作材料，自生新意。 

 

五、學習目標： 

（一）、基礎：能重溫並運用於自然風光有關字詞，理解、感悟篇章《深秋未圓湖》的。 

（二）、核心：用AI製作的圖片理解課文，引發聯想；用多感官描寫法以及步移法出自己在

初春所見的未圓湖的特點，達到讀寫結合。 

（三）、品德情意：能圖文並茂，寫出關於中大的文字，並運用網上互動網頁Zeemap幫助

學生表達、記錄自己的意念、感受，並引發對閱讀香港地景文學、創作香港文學文章和

分享的興趣，體會創作的愉悅。明白香港是我家，自己也可寫出香港文學。 

六、對應的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一）　讀：NLR(5.1)4──能分析閱讀材料的中心思想、NLR(7.2-8.2)4 能鑑賞作品的思想

感情和有關的表達技巧 

（二）　寫：NLW(5.7-8.7)5──能利用不同的形式創作，意念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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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與教架構：感知、理解、模仿、記憶、鞏固和運用 

STEPS 說明 對應材料 

重溫與

思考 

1.以說帶寫，思考寫作的意義 
配合Google Map，帶動學生對前寫的記憶，重
溫步移法，引發學習動機。 
 
 
 
2.以遊記文章重溫步移法、多感官描寫 

見工作紙一：回顧與想像 

 
 

AI與感

知 

1.運用步移法和多感官描寫，幫助學生整理
文章結構、內容。 
2.Activate AI Generated Picture： 
引導學生把文章修改成提示（prompt），並運
用AI平台創製相配圖片，感知作者的意念、
想法或感受，為下一階段深化觀察作舖墊。 

見工作紙二：文字與想像 

學生將文章改為提示（prompt），用AI

製作圖片：【哲道的左邊是球場，右邊

是樹木、水池。那已經是黃昏（sunset）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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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親歷其境，深化對文章的理解，用多感官為工
具，尋找、感知作家小思在中大的回憶，啟發
學生對篇章感情的理解，並自生新意，產生自
己遊歷的經歷，為之後寫作提供意念。 

 

模仿和

運用 

讀寫結合： 
重溫顏色詞、擬聲詞，由字詞掌握，到用多感
官描寫寫句子。最後以《深秋未圓湖》為模仿
對象，進行讀寫結合。期間教師展示中大文化
漫遊時，同學用手機拍下/錄下的寫作素材，
重溫對地景的記憶，刺激多感官的感知，寫作
《初春為圓湖》 

工作紙四：記錄踪跡、創建地圖

 

 

記憶、鞏

固和運

用 

1.用Zeemap創作互動地圖： 
 
教師引導學生上載自己仿寫的景物描寫段落
，加上漫遊時候拍攝的圖片和錄下的聲音，變
成一個互動、多感官形式的創作。 
 
2.展示互動地圖： 
展示各位學生的個人創作的段落和拍攝的圖
片，透過與他人分享展示成果，提升對寫作的
興趣。 
 
3.思考問題 
教師提問，引領學生思考寫作的好處和意義，
並帶出我們也能用文字，寫出香港文學的情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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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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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eemap:  https://bit.ly/4iuV3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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