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五年制） 

 

（Capstone Project） 

 

 

教學包：運用感官教學策略提升讀寫障礙學生的中文

讀寫能力 

 

 

 

 

 

 

 

 

 

指導老師：詹浩洋博士 

 學生姓名：陳惠琳 



 

 

聲明 

本人陳惠琳 謹此聲明，除特別註明之處，此總整計劃 （名稱﹕《教學包：

運用感官教學策略提升讀寫障礙學生的中文讀寫能力》） 乃本人在詹浩洋博

士的指導下完成之 著述，而其內容亦從未曾以論文或報告形式，呈交香港教

育大學或其他任何一所專上學府，以取得學位、文憑或其他學術資格。  

 

                                                                                    姓名﹕____陳惠琳_____  

2020 年 3 月 30 日 

 

 

 

 

 

 

 

 

 

 

 

 

 

 

 

 

 

 

 

 

 

 

 

 



 

 

引言 

政府與非牟利機構推出多項學習策略，解決讀寫障礙學生的學習需要。礙於

常規課程的緊湊，導致其教學策略未能應付讀寫障礙學生的需要。教學包運

用多感官教學策略提升讀寫障礙學生的中文讀寫能力，使教師及家長輕鬆地

運用在日常生活中，也鼓勵學生找出合適的學習方法。 

 

讀寫障礙的定義 

讀寫障礙是神經生理的學習障礙,並不涉及智力問題 (Dickmam,2003,p1) ；他們

的信息及語音處理較慢、其視 、聽覺認知能力、組織能力等受到影響

(Masover, 1999)。英國讀寫障礙協會( 2008)更指出，讀寫障礙學生經常混淆字

形；閱讀時更出現錯讀或跳讀情況。 

 

診斷讀寫障礙 

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普遍程度於各地存在差異，大約是學生總數的 1%-

11%。2012-2017 年，特殊學習困難學生人數為 20120 (2018 審計署署長第七十

號報告書-第 3 章), 85%特殊學習困難學生屬於讀寫障礙患者 (Masover, 1999)。 

 

支援不足之處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2013）提及讀寫障礙學生存在「隱蔽障礙」，其學習

困難未能及時發現，而學校支援政策往往未能針對性輔助讀寫障礙學生。 

 

文獻回顧 

C.Olivier&R.F.Bowle（1998）提出多感官教學策略。台灣學者如黃瓊儀

（2012 ）以心智圖、整合繪本與概念構圖等閱讀策略研究讀寫障礙學生的閱

讀成效。陳玉娟(2009)及林佳蓉（2012）以心智圖為讀寫障礙學生閱讀策略研

究。另外，徐麗玲(2007)及廖淑伶 (2010 )以多感官策略研究小學二年級學生

的寫作成效。謝慧如（2009） 及吳金莉（2016）以圖卡教學、多媒體教學研

究讀寫障礙學生寫 字及詞彙成效。因此，本人以多位學者的研究為基礎，設

計本港讀寫障礙學生的 教學包。 

 

項目目標 

本人為讀寫障礙學生建立針對性的教學包，結合多項多感官教學策略及增設



 

 

學生反思及回饋。教學包共有 10 個課節及 40 項教學策並詳細列出教學步

驟。 

 

擬議活動 

多感官教學法以學生的五感發掘事物本質，豐富寫作及對內容大意的理解 

( Ho ，Lam and Au ，2001)；學生回饋能促進自我反思（羅耀珍，2008）。因

此，是次教學以視、觸及味覺為主，結合自我評價等策略。 

 

主題：我喜歡的水果 

對象：一名讀寫障礙的小三學生 

課節：10 課節 

課堂時間：每節為 45-70 分鐘  

教學工具：詞卡、詞彙練習表、範文、工作紙、層層疊、新鮮水果、小白

板、顏色筆及平板電腦 

教學模式：室內教學及外出考察 

 

項目的創新之處 

教學包結合多項多感官教學策略，為讀寫障礙學生鞏固課堂知識。學生透過

觀察及進食水果，加深詞彙的印象及提升學習興趣。小白板及平板電腦的書

寫，提升寫字樂趣。模擬水果買賣、腦圖創作、篇章示範及外出考察，刺激

寫作思維。每節課堂將進行簡單評估，以調節課堂內容及檢視學習成效。 

 

研究方法 

 

教學包以行動學習策略為主。 

  



 

 

 

  
 

本人將邀請大學講師及兩位校內中文科老師觀課，希望他們以專業角度分析

教學包的不足。學生在每節課堂結束後填寫課程教學與評鑒表，為課堂提供

意見。同時，本人根據（教育局 2019） 提供的學生課堂評估表、教學活動評

估表及教學課程與評鑒表，調節課堂內容。 

 

本人透過詞彙及句式鞏固練習、平板電腦遊戲成績，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學生將在第 7 節課堂進行戶外考察，第 9 至 10 節課堂進行寫作及閱讀測驗。 

 

前測目的及安排 

為了解學生需要，學生需進行一個閱讀（一篇）及寫作（ 記敘文一篇）前

測。試卷採用 2018 年全港系統性評估樣本（小學三年級）1，讓學生得到公

平的測試 。 

 



 

 

學生的前測成績及表現有助本人完善教學包內容，並於後測進行分析及整個

教學的反思。寫作前測反映學生感到構思困難和詞彙量不足。閱讀前測反映

學生未能掌握歸納及分析題目的技巧；在測驗的過程中，學生對閱讀句子感

到困難。礙於篇幅所限，本人把以上的內容放在附件。 

 

 

計劃成效 

從課程與教學評鑒、學生課堂表現表、學習策略回顧工作紙、教學活動評估

表及測驗（閱讀及寫作）， 可見教學包的成效顯著。 

 

學生學習動機提升 

本人準備了學生填寫的課程與教學評鑒表（圖表一），學生總共填寫了 10 節

課程與教學評鑒表，她每次給予第 1-17 題的題目最高級別的評鑒 ，也給予

「哈哈笑的圖案」。她指出教學包與一般課堂的分別是可以玩遊戲、吃水果

等，反映出她喜愛多元化學習策略的課堂。在學習策略回顧工作紙上，學生

肯定多感官教學策略的成效，並繼續沿用這些方法進行閱讀及寫作訓練。 

 

圖表一

 



 

 

 

 
 

 

課堂進度良好 教學策略運用得宜 

本人使用學生的課堂表現表記錄學生的表現（見圖表二）。學生在學習動

機、學習特質、課堂上的行為表現、創造力及領導能力五方面獲得 8 分或以

上。這反映出學生課堂表現良好，主動完成本課堂指示。此外，課堂評鑒表

反映課堂的教學策略大致運用得宜。 



 

 

（圖表二）

 



 

 

 
 

 

 

 



 

 

 
 

學生掌握運用多感官教學策略 

學生經過反復的篇章教學及多感官教學，更能分辨篇章上的句式及字詞。從

學生的堂課工作紙，可看出她能運用顏色筆分辨五感字詞，四素句及修辭手

法（圖表三）。五次的 Kahoot 課堂重溫成績，答對達 8 成或以上，反映她掌

握五感字詞的分類及字形結構（圖表四）。 

 

（圖表三） 

（圖表四） 

 
 

 閱讀測驗成效顯著 

與閱讀前測相比，閱讀後測成績令人滿意。通過小步子及多感官教學策略，

學生不僅能歸納五感法詞彙，寫出四素句及包含修辭手法的句子，而且能靈

活運用以上的策略（圖表五及六）。 

 



 

 

（圖表五）

 
 

（圖表六） 

 



 

 

 
 

 

 

  提升識字量 

學習詞彙時，學生透過觸摸及品嘗水果，學習相關字詞，加深對詞彙的印

象。 

此外，透過口唱抒空方法，傳統書寫，小白板及平板電腦的反復練習，可見

學生的字詞變得簡潔得體。學生的字詞練習表內的字體也變得工整（圖表

七）。4 個 Kahoot 的重溫遊戲的正確率達 8 成或以上，反映學生掌握每次課

堂內容的字詞意思及字形結構的寫法。 
    

 （圖表七） 



 

 

 
 

掌握腦圖創作 寫作技巧有所提升 

第 6-8 課的腦圖創作模式相同，學生初步掌握腦圖的運用（圖表八）。從第 8

課的腦圖創作及篇章重溫，可見學生掌握運用腦圖構思主題，描寫水果的特

徵及運用四素句及修辭手法完成寫作（圖表九）。學生在寫作的過程中，主

動留意是否出現錯別字及減少依賴字詞表。此外，本人根據 TSA 寫作標準評

核學生成績，而學生自評表也有助自行分析寫作表現（圖表十）。 

 

 



 

 

（圖表八）

 
 

（圖表九） 

 



 

 

 

 



 

 

 
（圖表十） 

 

 

 



 

 

 
 寫作測驗成效顯著 

與寫作前測比較，學生經過第 1-8 堂的篇章教學及詞彙訓練後，能純熟運所

學詞彙書寫結構完整的文章及減少錯別字情況出現（圖表十一）。寫作前的

滕文加深學生對寫作要求及詞彙的運用。寫作測驗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

蝴蝶圖，有助學生構思寫作。學生透過運用蝴蝶圖書寫簡單的短語，不用依

賴圖畫及詞彙表構思寫作（圖表十二）。 

圖表十一 

 
寫作前測成績 



 

 

 
 

 
 

圖表十二 

  



 

 

  

 

  



 

 

 

  

 



 

 

 

 

 教師及同儕回饋 推動教學包發展 

校內教師在觀課中給予良好的成績1；教學包正式推行前，本人得到教育大學

講師及同學的回饋-（考察安全、筆劃設計及詞語的難易度）。本人即時修正

上述問題（街市考察的師生比例為 2：1 ，減少認字量及增設重溫小測，加

強電子及多元化學習（加入 Kahoot 遊戲）。） 

 

與原本計劃的不同之處 

第一，學生在停課後忘記了首兩節課堂內容，需要在第三節課堂重溫。接

著，學生未能每次認讀兩個段落的詞彙，在第 4 節課堂開始改為每次學習一

段新段落的詞彙。第二，每節的課堂重溫以 Kahoot 小遊戲取代沉悶的問答，

也以小白板及平板電腦代替傳統的字詞書寫。第三，學生未能聯繫想法及文

字，本人增設兩篇篇章示範及簡單的口頭匯報，希望學生更能掌握寫作要

求。 

多感官策略 提升識字量 

本人透過字卡及口唱抒空方式，讓學生熟悉筆畫的結構，提升認知能力。這

符合（謝慧如，2009）所提出運用圖卡教學提升讀寫障礙學生認知能力。此

外，學生透過觸摸新鮮水果，加深詞彙的印象，以提升識字量。寫作及在閱

                                                
 



 

 

讀測驗（後測）的成績反映學生改善了（吳金莉，2016）提出讀寫障礙學生

字的形扭曲或字體規格的問題。 

 

重複練習 減少挫敗感 

透過篇章學習、模擬水果買賣、腦圖創作等策略，學生不斷反覆練習課堂內

容。當學生遇到學習困難，本人也盡量安撫學生情緒。這符合(陳柏旬、王雅

珊，2010)提出教師應敏銳察覺學生的學習需求，耐心教導學生及提供重覆練

習的機會。 

 

小白板及平板電腦字詞表提升學生專注力及意志力；閉上眼睛觸摸水果、分

辨水果的聲音及品嘗味道，提升學生觀察力；街市考察及工作紙，訓練學生

觀察及歸納能力。這符合(陳柏旬、王雅珊，2010)提出的多感官教學策略能

提升學生的專注力、意志力、觀察能力及判斷能力。  

 

概念圖的運用 發揮創意 

透過繪畫腦圖，學生主動尋找相關的詞彙配對水果的特徵及進行簡單的口頭

匯報。這符合（王麗江，2012）指出概念圖有助讀寫障礙學生學習。本人對

於學生的想法給予積極回應。這符合（林佳蓉，2012）提出讀寫障礙學生透

過心智圖發揮創意及提升自我表達能力。同時，教師需要鼓勵學生運用自己

的語言對所學內容進行闡釋。 

 

總結，是次的教學包運用了多元化學習策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識字量，

而教師及同儕回饋推動教學包的發展 。 
 

 

計劃限制及建議 

 

教學包程度較淺  使用者需要調整 

學生語文基礎比較薄弱，本人的篇章內容甚少加入四字成語或四字詞語。配

合小步子教學，閱讀篇章教學以小段落為主，部分詞彙更是已有知識。寫作

方面，詞彙重溫及腦圖創作採用相似的主題。雖然課程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及效能，使用教學包的教師可參考本人的教學模式調整教學內容，避免課

程出現過多的重複內容。 

 

教學包資源運用豐富  需要配合學校資源 

教學包包含多種多感官教學策略，如：觸摸新鮮水果及層層疊遊戲遊戲等，

允許學生吃水果及前往菜市場考察。這些課堂安排，需要家長及學校配合。

因此，使用教學包的教師可因應學校資源，再作安排。 

 

識字教學未盡完善  

透過電子遊戲教學、平板電腦、小白板書寫及傳統的字詞書寫，學生的錯別

字及識字量有所改善。可是，本人未有為學生進行字形結構或筆順的測驗。

因此，本人建議增加正確書寫筆順的工作紙或進行筆順測驗。 

 

測驗設計需要調整 

閱讀後測存有漏洞，應根據 TSA 的題目（複述、解釋、重整、評鑒、創意）

而設計，以增加測驗的說服力。然而，閱讀後測仍能測試出學生是否分辨出

五感詞彙及已學句式。因此，本人建議設計閱讀測驗時應加入複述、解釋、

重整、評鑒、創意的元素。 

 
教學包仍有不足之處，也讓本人明白到需要不斷進修特殊教育方面的理論。

然而，這無阻本人研究更多有效的中國語文教學策略，以幫助更多讀寫困難

的學生學習。本人希望教學包能啟發特殊教育老師設計寫作及閱讀教案。 

 

總結 

多感官的教學策略配合小步子教學，有助提升讀寫障礙學生的中文讀寫及自

主學習能力。學生也能夠說出及選出喜愛的多感官教學策略並應用在日常學

習當中。本人希望教學包能啟發中文科教師在寫作及閱讀的教學。唯教學包

尚有不足之處，希望各位能踴躍給予意見。 

 

（411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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