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非華語中文教學設計 

《日記寫心情---我和 AI 一起寫作》 

教師團隊：江淑娟、徐冠女、胡心屏、李偉樂、鍾瑞芬、黃藝鵬 

概念來源 

    當今數位時代，AI 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學生的學習方式，還為教學提供了全

新的可能性。透過生成式 AI，教師能夠提供即時的範例和靈感，幫助學生克服

創作障礙並激發他們的寫作熱情。此外，AI 能根據學生的個別需求進行個性化

輔導，促進更有效的學習過程。我們相信，在語文教學中融入 AI 能大大提升教

育質量和增強學生學習效果。 

 

學生背景 

    本校採取融合教育的方式，將華語和非華語學生置於同一班級學習，並根

據他們的程度劃分為五個不同的班級。中文科一直以來實施一些配合措施，如

調整學習材料和提供課後支援。然而，由於同一級學生之間的學習差異過大，

特別是程度較弱的學生在認字量、思維表達和句子組織方面存在困難，這些措

施的成效並不明顯。 

    因此，今年我們決定與香港大學 E&T 團隊合作，結合人工智能的最新發

展，參考 E&T 團隊設計的 WISE 生成式 AI 輔助以寫帶讀教學框架，共同設計一

套分層教學計劃，旨在提升三年級非華語學生的寫作能力，並提高他們的學習

動機。 

 

教學計劃 

級別︰ 小學三年級 

單元主題：日記寫心情---我和 AI 一起寫作 

已有知識︰日記的格式、順敘手法、情緒相關的詞語 

教學對象：小學三年級主流及非華語學生混合班  

教學時間：約 6 節課，每課節 45 分鐘 

教學目標： 

1）學生能夠運用 AI 工具進行輔助，創作一篇内容豐富的日記 

2）運用科技減少低能力學生的寫作障礙，同時提升高能力學生的後設認知自學

能力 



教學設計 

 

 

 

 

  



階段 教學步驟 時間 

1. 認識日記 認識日記格式及內容要求 一節 

2. 觀察及聯想 一.觀察圖畫時，將動作、表情圈起來。 

二.觀看圖片，提取已有知識及生活經驗，把聯

想到的詞語或小段落的內容分別寫在橫線上。 

一節 

3. 使用 AI 工具 運用生成式 AI 工具 POE，把學生聯想到的詞語

或小段落生成為更詳細的版本。 
 

一節 

4. 寫作增强 學生閱讀自己及 AI 建議的版本，對比兩者的差

異。並構想如何通過重組、取代句式，加入具體

事例來完善寫作結構。 
 

一節 

5. 綜合完善寫作 學生通過重組、取代句式，加入具體事例來完善

寫作結構。 

學生檢查文章是否有動作描寫、語言描寫、心理

描寫的部份，沒有的話需要自行補上。 

一節 

6. 評鑑與反思 學生透過自評和互評，評價文章內容，反思作品

是否符合題目要求，建立後設認知能力。 

一節 

 

  



結果分享 

在教學過程當中，由於本校學生能力差異較大，我們對不同能力學生的要

求和支援也不一樣。首先，能力較高的學生在構想的第一步能夠自己寫作一篇

內容大致豐富的故事；中能力的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也能夠根據圖意以簡單

句子表達；能力較弱的學生則需要老師較多的引導，才能夠寫作關鍵字詞或短

句，而且句子的表達也不太通順。 

第二步學生就需要運用生成式 AI 工具 POE，把學生聯想到的詞語或小段落

生成為更詳細的版本。能力較高的學生在老師的講解後，能夠自己獨力操作。

相對而言，能力較弱的學生在操作上的困難較大，因為學生不會讀的字詞較

多，以致未能語音輸入或漏子錯字較多，甚或未能夠理解 AI 的指示，因此需要

較多的個別支援。 

第三步學生需要閱讀自己及 AI 建議的版本，對比兩者的差異，再通過重

組、取代句式，加入具體事例來優化自己的作文。能力較高的學生比較能夠閱

讀和理解 AI 建議的版本，並從中判斷 AI 哪些部分的句子或詞彙用得較出色，

再從中提取寫得好的部分，加入自己本來構思的文章中，產出第三個版本的作

文。而能力較弱的學生在閱讀 AI 版本的故事時，因識字量有限，較難明白文章

的內容，需要教師個別協助對比兩者的分別，重點要求學生在文章中加入語言

描寫豐富故事。 

 

 

 

 

 

 

 

 

 

 



反思 

AI 能夠幫助學生豐富自己的寫作內容。能力一般的學生在寫作時往往僅限

於簡短的句子，運用 AI 可以協助他們將有限的文字擴展，創作出通順且內容

充實的文章。透過閱讀 AI 生成的故事，學生不僅能學習新的詞彙，還能掌握

如何撰寫流暢而有深度的句子，從而提升寫作能力。 

本次教學設計在大班中進行，考慮到非華語學生的能力較弱，他們在構思

詞彙、操作生成式 AI 工具 POE，以及比較自己與 AI 提供的版本時，都需要

額外的個別支援。幸運的是，本校的中文課堂均有非華語支援老師在旁協助，

能夠逐步引導學生完成任務。 

相對而言，能力較強的學生在理解和運用 AI 工具、自我閱讀及完善寫作

方面的執行能力較高。他們能獨立完成老師的指示，並能從 AI 生成的文章中

學習到優化的內容，包括詞彙和句式的運用，進而透過重組和替換句式，加入

具體的事例來完善自己的寫作。 

有鑑於今次的經驗，我們期望學生能夠將 AI 工具發展成為自主學習的工

具，再將來的寫作上，能夠從幫助學生因學生詞彙量有限，不懂如何寫作長句

子，逐步學習如何豐富句子的內容，寫作一篇完成的故事。而高能力的學生則

能夠在自己寫作後，透過 AI 的幫助增潤自己的文章，提升詞彙量、在寫作上加

入不同的描寫手法，達致自我完善寫作，提升寫作的技巧。 



附件：比賽附件  

1）寫作工作紙 

2）教學簡報 

3）學生作品 

4）學生反思 

5）教師反思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wVwJjh0ZsU0t8iImouhctexkbIfSswu?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