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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 
 

 

引言 

在香港，讀寫障礙學生的學習需要一直備受外界關注。政府與坊間的非牟利機構
推出多項學習策略及教學資源，讓學校、家長及公眾人士了解及幫助讀寫障礙學
生的學習需要。然而，礙於學校常規課程的緊湊及教師人手不足，讀寫障 
礙的教學策略未能完全根據學生的需要在課堂上使用。是次的教學包運用多感官
教學策略提升讀寫障礙學生的中文讀寫能力。除了讓教師及家長把教學策略輕鬆
地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也讓讀寫障礙學生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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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學習環境不良及智力問題 (Dickmam,2003 

，p1) 。 讀寫障礙學習者的腦部運作記憶較弱，信息及語音處理較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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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讀寫障礙學習者有混淆字形及經常錯字的特徵。閱讀時，則有錯讀或跳讀
情況，較難掌握文章內容。 

診斷讀寫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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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有85%的特殊學習困難學生屬於讀寫障礙患者 (Masover, 
1999)。擁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的普遍程度於各地存在差異，由學生總數的 

1%-11%。美國公立學校約5%， 英國約6%(教育局,2013)。 



支援不足之處 
政府及非牟利機構一直為讀寫障礙學生提供識字及閱讀學習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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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困難未能及
時發現。坊間支援讀寫障礙學習者的功課輔導班和訓練小組的成效亦受質疑。學
校支援政策是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特殊學生，其教學策略未必只針對性輔助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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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寫障礙學生在中文寫作堂一直存在詞彙及造句困難，而常規課堂未必能靈活運
用多項多感官策略，照顧其學習需要。 因此，本人希望為讀寫障礙學生建立針對
性的教學包，結合多項多感官策略及一般寫作技巧，並加設學生反思及回饋，促
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教學包共有10個課節及40項教學策略。每教節均有1個教
學目標及4個教學策略，並詳細講述多感官策略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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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儕合作、學生回饋等都能照顧學習差異（讀寫障 
礙）學生，促進自我反思（羅耀珍，2008）。因此，是次教學以視、觸及味覺為
主，結合同儕及自我評價等策略。 



主題： 
我喜歡的水果 

對象： 

一名讀寫障礙的小學三年級學生 

課節： 

10課節 

課堂時間： 

每節為45-60分鐘，視乎教學進度與學生的程度及能力 

研究對象的選擇： 

學生已於二年級階段學會記敘文要素，基礎的形容詞，動
詞，副詞及量詞等，有一定的詞彙量。學生學會基本的修
辭手法 ，如：明喻，排比等 

教學工具： 

詞卡、詞表、詞彙練習表、範文、工作紙、層層疊，新鮮
水果及食物、外出考察、小白板、顏色筆及平板電腦 

教學模式 

室內教學 外出考察 



項目的創新之處 
教學包以1-4人為主，結合一般寫作策略如圖形工具、寫作示範等多項多感官教
學策略，為讀寫障礙學生鞏固及深化課堂內所教授的閱讀及寫作技巧。每堂將進
行簡單評估，讓學生互相回饋及自我評價。透過自我反思，學生與導師商討如何
尋找合適自己的學習方法，以提升自學能力。 

 

為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本人將安排同學於每堂吃與篇章相關的水果，加深對形
容水果的詞彙的印象。同時，本人也會採用小白板及平板電腦，讓學生書寫字 
詞；課堂重溫也會採用有趣的Kahoot遊戲。本人也會預先在第6節課堂與學生進
行模擬的水果買賣遊戲及腦圖創作，為第7節課堂的街市實地考察做準備。透過
第1至6節課堂的小步子教學及多感官教學策略，同學除了學會不少學習策略，也
學會一定的描寫水果的詞彙。第7-8堂為資料整理及寫作課堂，同學可透過已學
字詞、篇章及考察工作紙，順利完成「我喜愛的水果 」 的寫作。本人也會在第9
節課堂提醒學生寫作「我喜愛的水果」時需要注意的地方。學生也需要透過滕文
改善自己的不足之處，並重新為『我喜愛的水果』寫作。最後，本人將在第10 
節課堂進行閱讀測驗，檢視學生是否學會第1-6課的詞彙及句式，分辨五感描寫
法。 

 

本人也會讓學生自行寫下喜歡的學習策略，並讓她分享那些學習策略可以應用在
哪個語文學習方面。 

本人將製作教材套，展示教學包所運用的策略及成果，方便有需要人士參考。 

研究方法 

是次教學包以行動學習策略為主。 

 

 

 

 

 

 

（Figure1. Action Research Cycle Source: Stringer et al. (2010:23)） 



本人與校內任教中文科目的特殊教育學系目老師訪談有關研究者的學習能力及學
習模式，也會向該老師查看研究者過往的作文與閱讀測驗，以便設計合適的教學
包內容。同時，本人會額外觀察和記錄研究對象上中文課時的表現，並預先跟她
做一個簡單的（閱讀一篇）及寫作（記敘文一篇）前測，試卷採用2018年小學三
年級全港系統性評估樣本，讓學生得到公平的測試。 

 

本人會邀請中文科老師參與其中3次的教學包課堂，希望她以專業的角度分析教
學包的可取或不足之處。為免增加校內老師的負擔，本人也邀請了校內的中文科
實習老師參與其中2次的教學包課堂，希望她以自身經驗給予本人寶貴意見。 

 

研究對象也會在每節課堂結束後填寫課程教學與評鑒表，為課堂的內容提供意 
見。此外，本人將透過研究對象的課堂表現，詞彙默寫及平板電腦遊戲成績，評
研究對象核是否理解該課節內容。本人也會在每堂進行詞彙及句式鞏固練習，第
8及第9節課堂為研究對象進行寫作評估，寫作評估標準以全港系統性評估及教育
局建議的描寫文教材為基礎（香港考評局2018）。第10堂將進行簡單的教學策
略重溫及閱讀篇章的小測，以確保研究對象懂得運用教學包內的學習策略。 

本人將主動邀請計劃的指導師及實習學校教師定時地評論教學包內容是否達到 

預期效果，以便進行自我反思及調整教學包內容。本人也會根據（教育局2019） 
提供的學生課堂評估表（每節課進行反思）、教學活動評估表（每節課進行反 
思）、同儕觀課評估表、教師觀課評估表及教學課程與評鑒表，改善課堂內容質
素。 



前測目的 
為了解學生需要及完善計劃內容，學生將進行一個簡單的閱讀（一篇）及寫作
（ 記敘文一篇）前測。試卷採用2018年小學三年級全港系統性評估樣本，讓學
生得到公平的測試 。 

 

 

 

 

會面日期 2019-10-17 

會面時間 
13:15-14:15 

會面內容 10分鐘 

了解一名讀寫障礙學生個性 

15分鐘 

閱讀篇章測試及核對答案 

20分鐘 

寫作（記敘文一篇）測試及批改 

5分鐘 

字詞認知測試 

10分鐘 

商討課程時間的安排 



前測內容 
教育局 （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 小學三年級 中國語文 閱讀評估 》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P3Chi/ 
TSA2018_3CR3.pdf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三年級） 評估設計 中國
語文（閲讀評估） 》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 
P3Chi/2018_3CR_final.pdf 

 

教育局 （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 小學三年級 中國語文 寫作評估 》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P3Chi/ 
TSA2018_3CW1.pdf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三年級） 評估設計 中國
語文（寫作評估）》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 
P3Chi/2018_3CW_final.pdf 

 

教育局 （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 小學三年級 中國語文科 評卷參考 》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Marking/P3/ 
TSA2018_P3Chi_MS.pdf 

http://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P3Chi/
http://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P3Chi/
http://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
http://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
http://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P3Chi/
http://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P3Chi/
http://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
http://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Paper/
http://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Marking/P3/
http://www.bca.hkeaa.edu.hk/web/Common/res/2018priMarking/P3/


學生的前測成績 

閱讀測驗的完成時間：9分鐘45秒
答對題目數量：5題（共10題） 
試題：2018年小學三年級全港系統性評估閱讀樣本 
記錄：在測驗的過程中，學生需要花更多時間處理閱讀理解的段落。然而，她表

示閱讀沒有困難，能輕鬆地完成閱讀篇章。 



寫作測驗的完成時間：17分鐘 

試題：2018年小學三年級全港系統性評估寫作樣本
題目：記述一次你過生日的經過和感受 
記錄：在寫作的過程中，學生能清楚地講述作文的結構及內容鋪排。然而，她下

筆的時候顯得有困難，並多次表示未能寫出相關詞彙。 



學生表現分析: 

 

 

 

 

 

 

 

 

結論 

學生背景： • 懷疑個案，正在與教育局進行個案轉介 

• 需要進行校內的抽離課程 

本人與學生的關係： • 本人為該名學生中國語文科抽離課程實習老師，一星期任教兩 
天，共四教節。 

課堂表現： 健談、好動、表達能力強，構思寫作內容及閱讀文章沒有明顯困難， 
能盡快完成教師要求。 

篇章表現: 
共答錯5題 

第11-12 題 （未能理解所
學詞語） 
第15-19題 （未能理解簡
淺敘述性文字的段意及段
落關係） 
第20題（未能概略理解
篇章中簡淺的順敘/倒敘
事件） 

• 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篇章 
• 未能從指定段落中尋找字詞 
• 未能歸納主旨及段旨 
• 未能分析文章中某件事情 

• 未能分析文章的人物看法 

寫作表現： • 構思寫作內容有困難 
• 詞彙量不足 

• 書寫字詞有困難 

詞彙認讀表現： • 能大致認出計劃內容的字詞 

• 未能正確書寫所有字詞 

 

內容方面 • 盡量調適篇章字詞深淺度 
• 加強寫字教學 
• 按進度加長或縮減課堂時間 

（45-60分鐘內） 

• 盡量根據學生每一堂的表現，調適內容 

課堂管理方面 • 需要熟悉學生的性格而作出針對性教學策略 

 



課程計劃 
課節 行動計劃 

題目 運用多感官教學策略提升讀寫障礙學生的中文讀寫能力 

1 《我喜愛的水果》教學-熱身活動、篇章朗讀、詞彙練習（一），句式
學習及應用（一）、默寫詞彙。 

2 詞彙教授及句子練習-重溫詞彙及句式練習（一）、篇章朗讀、小活
動，詞彙練習（二）、句式學習及應用（二）默寫詞彙 

3 詞彙教授及句子練習-重溫詞彙及句式練習（一及二）、篇章朗讀、詞
彙學習（二）-小活動、句式教學及應用（二）、默寫詞彙 

4 詞彙教授及句子練習- 重溫詞彙練習及句式練習（二及三）、小活動、
篇章教學、詞彙學習（三）、默寫詞彙 

5 詞彙教授及句子練習- 重溫詞彙練習及句式練習（三及四）、小活動、
篇章教學（四）、詞彙學習（三及四）、默寫詞彙 

6 詞彙教授及情景練習-篇章教學（四）、詞彙及句式複習（一至四）、
創作遊戲、互動遊戲、默寫詞彙 

7 街市考察- 出發前預備、工作紙整理、工作紙的詞彙及句式教學、詞彙
練習 

8 鞏固學習，腦圖創作及寫作-教師經驗分享、師生互動、腦圖創作、寫
作及學生分享 

9 寫作篇章修訂- 教師回饋、寫作練習、同儕分享及互評 

10 鞏固學習-重溫學習策略、促進學習評估、個人匯報 

匯報 
（咨詢
及預 
備） 

 

匯報  

 



第一節課堂 ：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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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時間： 

每節為45-70分鐘，視乎教學進度與學生程度 

簡介： 

《我喜愛的水果》篇章教學-熱身活動、篇章朗讀，詞彙練習（一），句式學習
及應用（一），默寫詞彙。 

 

目標： 

教師透過熱身活動，了解學生的語文水平及讀寫能力。教師進行篇章教學時，用
不同的教學策略如層層疊、顏色卡、水果模型、熒光筆等，讓學生容易理解課堂
內容，引起其學習興趣。此外，學生透過口唱抒空及一般默寫的方式，加強對文
字的記憶。句式學習方面，教師盡量讓學生多實踐和應用。 學生透過多感官的學
習策略，學會四素句及排比句的運用、顏色詞及水果的部首及字形結構。 



11月4日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6分鐘 熱身活動 教師及學員自我介
紹 

 

教師展示圖片，讓
學 生 說 出 及 配 對
「時間、地點、人
物及發生的事情」
的字詞。 

 

教師展示水果模型
及字詞，讓學生配
對 

簡報 
水果模型
詞卡 

2分鐘 篇章朗讀 教師讓學生朗讀文
章第一段。 
『星期天，我和爸
爸到附近的街市買
水果。街市內的水
果應有盡有，有紅
色的蘋果，有紫色
的葡萄，有黃色的
香蕉，有粉紅色的
草莓，有棕色的奇
異果，有綠色的西
瓜 . 』 

篇章
簡報 

10分鐘 『時』、『地』、 
『人』、『發生的
事情』教學 

教師利用層層疊， 
讓學生找回篇章中
的「時」、「地」 
、「人」、「發生
的事情」 

 

學生用不同顏色的
熒光筆標示正確的
答案 

熒光筆
層層疊 

 

透過觸感學習策
略，刺激讀寫障
礙學生的學習興
趣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0分鐘 詞彙教學（一） 教師展示顏色卡， 
讓學生說出顏色 
詞。「紅」、
「 紫」、
「黃」、「粉
紅」、「棕」和 

「綠」 

教師以口唱抒空的
方式，讓學生說出
及寫出詞語的結構 

詞卡
簡報 

12分鐘 詞彙教學（一） 教師展示水果模 
型，學生說出該水
果的名稱。 
「蘋果」、「葡 
萄」、「香蕉」、 
「草莓」、『奇異
果」、「西瓜」 

 

教師以口唱抒空的
方式讓學生說出及
寫出詞語的結構 

水果模型
簡報 

10分鐘 句式教學（一）及
應用 

教師請學生找出排
比句及說出排比句
的特色。 
「有紫色的葡萄， 
有黃色的香蕉，有
粉紅色的草莓」 

 

教師展示1個小段
落，讓同學說出及
練習「有......的...... 
，有.....的. ..... ， 

有......的. .... 」 

紙 條 
螢光筆
簡報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0分鐘 默寫詞彙 教師抽出5個詞 
語，讓學生默寫。
教師派發詞語練習
表，讓學生回家練
習 

詞語練習表 

 



學生作業 
 

 

課堂內容回饋及反思 
課程與教學評鑒表（學生填寫） 



學生表現評估表 

 

 

 

 

 

 

 

 

 

 

 

 

 

 

 

 

 

 

教學活動評估表 



大學導師觀課評估表 

 



反思 
學生反應：同學課堂表現良好，專心聽課及聽從老師指示進行課堂活動。透過提
問、簡報、字卡、水果模型及層層疊等教學方式，同學能按小步子方式完成當天
的教學重點: 

1. 四素句（認識時間、人物、在 （地點）及發生的事情） 

2.認識顏色詞及水果名稱的字形結構及部首 
3.正確書寫字詞 
4.初步說出篇章中水果的特徵 

5.初步掌握排比句的特色 

反思：字卡、水果模型、層層疊及使用顏色筆圈字詞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我
與詹教授商討後，發現自己需要準備更多多元化的教學策略。除了運用顏色筆、
字卡、層層疊等視覺及觸覺策略。我也可以使用平板電腦，讓學生接觸更多觸覺
及聽覺的教學策略。另外，我的教學重點比較多，學生未必能完全吸收所有課堂
知識。因此，我會嘗試調整教學內容，讓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 

 

此外，對於有讀寫障礙的學生來說，傳統的詞彙書寫相對比較吃力。兩位同學在
書寫了第一版詞彙（一版有6個字）兩次以後便立即放棄了。此時，我要求學生
從第二及第三版挑幾個難字書寫一次。因此，我決定在下週開始調整詞彙教學， 
採用平板電腦重溫每堂的教學內容及詞彙書寫。同學需要回家練習詞彙及句式， 
為第8-9堂的作文課作準備。 



課堂教學材料 

• 水果模型 

• 層層疊（貼有顏色詞及四素句詞語） 
 

 

 

 

 
 



字詞卡 

 

 

在家裏 一家人 星期天晚上 吃晚飯 

我和朋友 玩耍 在公園 星期六 

同學們 星期五 做手工 在課室 

西瓜 蘋果 葡萄 火龍果 

草莓 香蕉 奇異果 橙子 



詞語練習表： 

 

 



篇章一我喜愛的水果 （原文） 
星期天，我和爸爸到附近的街市買水果。街市內的水果應有盡有，有紅色的蘋 
果，有紫色的葡萄，有黃色的香蕉，有粉紅色的草莓，有棕色的奇異果，有綠色
的西瓜...... 

我喜愛的水果可多了，讓我逐一為你介紹吧！ 

蘋果有紅紅的外皮，像一頂小燈籠，它的果肉是淡淡的黃色，散發出甜甜的果
香，咬下去十分爽脆可口。 

 

葡萄有圓圓的外表，像一串晶瑩剔透的紫水晶。它的皮是紫色的，果肉黏黏的， 
果汁非常多，咬下去甜溜溜的。 

 

香蕉有彎彎的外表，黃黃的外皮，像天上的月亮。當我把香蕉剝開，會看見白色
果肉，好像一朵盛開的花。香蕉的果肉特別鬆軟，像湯圓一樣，讓人口水直流。 

 

西瓜有圓滾滾的外表，它的皮佈滿綠色的波浪條紋，摸上去堅硬無比，像一個充
滿氣的足球。它的果肉有紅色，也有黃色，咬下去十分清甜解渴。 

 

草莓有三角形的外表，頂上還有幾片小葉子，像一座小山丘。它的皮是粉紅色 
的，表面佈滿一粒粒棕色的果籽，摸上去凹凸不平。我把小小的草莓捧在手上聞
一聞，香氣直往鼻子裡，令人垂涎欲滴。 

 

奇異果有橢圓形的外表，佈滿著又短又小的毛，像新西蘭的奇異鳥。它的皮是棕
色的，果肉是綠色的，裡面有密密麻麻的黑色果籽。當你把奇異果的皮剝開，咬
上一口，甜絲絲的果汁便流進肚子裡。 



第二節課堂 ：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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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時間： 

每節為45-70分鐘，視乎教學進度與學生程度 

簡介： 

詞彙教授及句子練習-重溫詞彙及句式練習（一）、小活動、篇章教學、詞彙練
習（二）、默寫詞彙 

 

 

目標： 

學生透過多感官的學習策略，學會四素句、排比句及比喻句的特色，以及形容視
覺、味覺及觸覺 



11月7日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5分鐘 重溫課堂內容 教師展示圖片及詞
卡，讓學生重溫句
式（四素句及排比
句），顏色及水果
詞彙 

 

「時間，人物， 
在，地點，做什麼
事情。」 

「紅」，「紫」， 

「黃」，「粉紅」 

，「棕」和「綠」 

「 蘋果」，「葡
萄」，「香蕉」， 
「草莓」，「奇異
果』，「西瓜」 

「有......的. .... ， 

有.....的. ..... ， 

有......的. ..... 」 

 
教師邀請學生在小
白板上寫上已學詞
彙 

圖 片 
詞 卡 
簡 報 
層層疊
小白板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0分鐘 詞彙教學-小活動 

篇章朗讀 

教師讓學生閉上眼
睛觸摸及品嘗蘋果
和葡萄，讓學生說
出感受 

 

 
教師讓學生朗讀文
章第二至四段。 

 

「我喜愛的水果可
多了，讓我逐一為
你介紹吧 

 

蘋果有紅紅的皮， 
像一頂小燈籠，它
的果肉是淡淡的黃
色，散發出甜甜的
果香，咬下去十分
爽脆可口 

 

葡萄有圓圓的外 
表，像一串晶瑩剔
透的紫水晶。它的
皮是紫色的，果肉
黏黏的，果汁非常
多，咬下去甜溜溜 
的。」 

篇章
簡報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20分鐘 詞彙教學-小活動 教師以口唱抒空的
方式讓學生說出詞
語的結構及部首。
學生需要寫在小白
板上 

 

「甜甜的」、「甜
溜溜」、「爽脆可
口」、「黏黏」、 
「圓圓」、「晶瑩
剔透」、「小燈 
籠」 

 

教師請學生完成工
作紙的第一至第四
題 

水果
眼罩
詞卡 
詞語練習表
圖片 

小白板 

10分鐘 句式教授 教師請學生說出比
喻句的特色。 

 

教師教授比喻句的
特色-本體、喻詞、
喻體。 

 

「蘋果有紅紅的外
皮，像一頂小燈 
籠」 

 

「葡萄有圓圓的外
表，像一串晶瑩剔
透的紫水晶。」 
請學生仿作一句明
喻句 

簡 報 
瑩光筆
水果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5分鐘 默寫詞彙 教師派發詞語練習
表，並提醒學生回
家複習內容。下下
堂將會繼續教授工 
作紙及比喻句內容 

詞語練習表 

 



學生作業 



課堂內容回饋及反思 

 

 

學生表現評估表 



教學活動評估表 



反思 
學生反應：學生課堂表現尚算良好，願意聽從老師指示進行課堂活動。礙於同學
非常心急進行足球活動，不斷催促老師盡快完成課堂。課堂未能完成工作紙內容
及明喻句的教學。學生雖然已在常規課堂學會明喻句，但當教師在課堂重溫句式
時，發現學生未能理解明喻句特及用法。 

 

透過提問、簡報、字卡、水果模型及層層疊等教學方式，同學能按小步子方式完
成當天的教學重點: 

1.重溫四素句（認識時間、人物、在（地點）及發生的事情）及排比句特色 

2.認識顏色詞及水果名稱的字形結構及部首 
3.正確書寫字詞 

4.初步說出篇章中水果的特徵 

反思：我發現多元化的教學策略確實能提升學生教學質素。例如，讓學生先聽水
果的聲音，再閉上眼睛、摸摸水果；再讓學生一邊吃水果，一邊認識水果的顏色
及味道。這種教學法方式可以讓學生從聽覺、視覺、觸覺及味覺角度學會水果的
顏色、觸感及味道。此外，學生能透過顏色筆、字卡、小白板等視覺及觸覺策略
學習詞彙書寫字詞，提升認字能力。 

 

唯學生過於心急完成課堂，我亦高估了學生在日常課堂的知識吸收，是次課堂未
能完成明喻句的教學。因此，我會在下一堂繼續利用圖卡及詞彙卡替學生重溫 
明喻句的結構及特色。唯時間緊湊，是次課堂未能以平板電腦書寫詞彙及重溫課
堂。我會嘗試在下一堂進行電子遊戲Kahoot的課堂重溫及書寫，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 



 

 

 

 

 

 

 

 

 

 

 



詞語練習表： 

 

 

 

 



題

第
目：

三節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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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時間： 

每節為45-70分鐘，視乎教學進度與學生程度 

簡介： 

詞彙教授及句子練習-重溫詞彙及句式練習（一及二）、篇章朗讀（一及二）、
詞彙學習（二）-小活動、句式教學，默寫詞彙 

 
 

目標： 

學生透過多感官的學習策略，學會排比句及比喻句的運用，以及形容視覺、味覺
及觸覺的詞彙。 



11月21日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5分鐘 重溫課堂內容 教師展示圖片及詞
卡，讓學生重溫排
比句及詞彙。 
「有......有......有...... 

』 

「紅」，「紫」， 

「黃」，「粉紅」 

，「棕」和「綠」 

「蘋果」、「葡 
萄」、「香蕉」、 
「草莓」、「奇異
果」、「西瓜」 

 

教師指示學生使 
用平板電腦進行
Kahoot 遊戲 （字
詞結構、字詞部 
首、視覺觸覺味覺
詞彙分辨） 

圖片
詞卡
簡報 

Kahoot平板電腦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5分鐘 重溫比喻句特色
篇章朗讀 

教師展示圖片、詞
彙卡及簡報教授比
喻句的特色及結構 

 

教師讓學生配對圖
片及詞彙卡，並找
出本體與喻體的相
似之處 

 

1. 月亮像 一艘彎彎
的小船 

 

2. 白雲像 一隻小綿
羊 

 

3.哥哥的頭髮像一
堆亂草 

 

4.爸爸的肚子像 一
顆皮球 

 

5.蘋果有紅紅的外
皮，像一頂小燈籠 

 
6.葡萄有圓圓的外
表，像一串晶瑩的
紫水晶 

 

比喻句結構：本
體、喻詞、喻體 

篇 章 
簡 報 
圖 卡 
詞彙卡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5分鐘 重溫比喻句特色
篇章朗讀 

教師讓學生朗讀文
章第二至四段 

 

「我喜愛的水果可
多了，讓我逐一為
你介紹吧 

 

蘋果有紅紅的外 
皮，像一頂小燈 
籠，它的果肉是淡
淡的黃色，散發出
甜甜的果香，咬下
去十分爽脆可口 

 

葡萄有圓圓的外 
表，像一串晶瑩剔
透的紫水晶。它的
皮是紫色的，果肉
黏黏的，果汁非常
多咬下去甜溜溜 
的。」 

篇 章 
簡 報 
圖 卡 
詞彙卡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2分鐘 詞彙重溫 教師讓學生聽一聽
水果的聲音。請學
生閉上眼睛觸摸及
品嘗葡萄和蘋果， 
讓學生說出感受 

 

教師與學生重溫詞
彙的結構及部首 
「果肉」 
「果香」 
「甜溜溜」 
「爽脆可口」 
「黏黏」 
「圓圓」 
「晶瑩剔透」 

「小燈籠」 

讓學生用平板電腦
書寫難字兩次 
「甜溜溜」 
「爽脆」 
「黏」 
「圓」 
「晶瑩剔透」 

「燈籠」 

水果
眼罩
詞卡 

平板電腦 

18分鐘 工作紙教學 教師與學生一起完
成工作紙 

 

 



學生作業 
 

 

 

 

 

 

 

 

 

 

 

 

 

 

 

 

 

 

 

 

 

 

Kahoot 成績 



課堂內容回饋及反思 
課程與教學評鑒表（學生填寫） 

 

教學活動評估表(教師填寫) 

 

  

 

 

 

 

 

 

 

 

 

 

 

 

 

 

 

 



學生表現評估表 



反思 
學生反應： 

學生課堂表現良好，願意聽從老師指示進行課堂活動。礙於教育局宣佈全港中小
學在11月12-19日停課，學生已經忘記上星期所學的內容。因次，教師需要多花
時間替學生重溫上節的課堂內容。透過Kahoot 遊戲，教師得悉學生大致掌握第
一及第二節課堂的難字詞彙結構及內容。學生也透過顏色詞彙卡及圖片學會明喻
句的特色及結構。多元化的教學策略確實能提升學生教學質素。例如，讓學生先
聽水果的聲音，再閉上眼睛，摸摸水果。然後，讓學生一邊吃水果，一邊認識水
果的顏色及味道。這種教學法方式可以讓學生從聽覺、視覺、觸覺及味覺角度學
會水果的顏色、觸感及味道。此外，學生願意使用平板電腦書寫詞彙及觀察自己
的筆順是否正確。此外，學生也有顏色筆、字卡、小白板等等視覺及觸覺策略學
習詞彙書寫。透過以上的教學方式，同學能按小步子方式完成當天的教學重點: 

1.重溫第一、二節詞彙的字形結構及部首 

2.重溫排比句特色 
3.掌握比喻句結構及特色 

4.說出篇章中水果的特徵及篇章中所用的五感法 

反思: 我發現多元化的教學策略確實能提升學生教學質素。平板電腦的使用能吸
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增加書寫詞彙的次數。同學開始自行使用顏色筆圈出相關字
詞及找出明喻句特色。我會在下一堂繼續進行電子遊戲Kahoot的課堂重溫及書
寫，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我的教學內容仍需要按小步子教學進行，否則同學未
必能跟上教學進度及鞏固所學知識。 



字詞卡 
 

 



詞語練習表： 



題目： 

第四節課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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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時間： 

每節為45-70分鐘，視乎教學進度與學生程度 

簡介： 

詞彙教授及句子練習-重溫詞彙及句式練習（一及二）、篇章朗讀（一及二）、
詞彙學習（三）-小活動、句式教學，默寫詞彙 

 

目標： 

學生透過多感官的學習策略，學會排比句及比喻句的運用，以及形容視覺、味覺
及觸覺的詞彙。 



11月22日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5分鐘 重溫課堂內容 教師展示圖片及詞
卡，讓學生重溫句
式及詞彙。 
「甜甜的」 
「爽脆可口」 
「黏黏」 
「圓圓」 

「晶瑩剔透」 

分辨視覺、觸覺、
味覺詞彙 

 

比喻句的特色-喻
體、語詞、本體。 

 

教師指示學生使 
用 平板電腦進行
Kahoot 遊戲 （比
喻句、字詞結構、
字詞部首、視覺、
觸覺、味覺、詞彙
分辨） 

圖片
詞卡
簡報 
Kahoot 平板電
腦 

10分鐘 詞彙重溫 教師請學生利用平
板電腦書寫字詞 

平板電腦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8分鐘 教學小活動 

 

 

 

篇章朗讀 

教師讓學生聽一聽
關於水果的聲音， 
並閉上眼睛觸摸及
品嘗香蕉和西瓜， 
讓學生說出感受 

 

教師讓學生朗讀文
章第五至六段 

 

「香蕉有彎彎的外
表，黃黃的外皮， 
像天上的月亮。當
我把香蕉剝開，會
看見白色果肉，好
像一朵盛開的花。
香蕉的果肉特別鬆
軟，像湯圓一樣， 
讓人口水直流。」 

 

「西瓜有圓圓的外
表，它的皮上佈滿
綠色的波浪條紋， 
像一個充滿氣的足
球。西瓜摸上去堅
硬無比，拍拍它會
發出清脆的聲音。
它的果肉有紅色， 
也有黃色，咬下去
十分清甜解渴。」 

篇章
簡報
水果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25分鐘 詞彙教學及句式教
授 

教師以口唱抒空的
方式讓學生說出及
以平板電腦寫出詞
語的結構。 
「彎彎」 
「果肉」 
「鬆軟」 

「剝」 

教師請學生說出比
喻句的特色 

 

教師讓學生自行找
出比喻句特色-本
體、喻詞、喻體 

 

「香蕉有彎彎的外
表，黃黃的外皮， 
像天上的月亮。」 

 

「當我把香蕉剝 
開，會看見白色果
肉，好像一朵盛開
的花。」 

 

「香蕉的果肉特別
鬆軟，像湯圓一 
樣。」 

 

教師與同學一起完
成工作紙 

水果
眼罩
詞卡 

平板電腦 

簡報 

配對表 詞卡
顏色筆 

工作紙 

2分鐘 默寫詞彙 教師抽出3個詞 
語，讓學生書寫詞
彙。 
派發詞語練習表讓
學生回家書寫字詞 

平 板 電 腦 
詞語練習表 

 



學生作業 

Kahoot 成績 



 

 

課堂內容及回饋 
課程與教學評鑒表（學生填寫） 

 



學生表現評估表 

 

 

 

 

 

 

 

 

 

 

 

 

 

 

 

 

 

 

 

 

教學活動評估表 教師觀課評估表 



教師觀課評估表 
 

 

 

 

 

 

 

 

 

 

 

 

 

 

 

 

 



反思 
學生反應：學生課堂表現良好，願意聽從老師指示進行課堂活動。透過提問、簡
報、字卡、水果、平板電腦等教學方式，同學能按小步子方式完成當天的教學重
點: 

1.重溫比喻句特色及結構 

2.重溫已學的詞彙字形結構及部首 
3.重溫已學的五感法詞彙 
4.正確書寫字詞 

5.初步說出篇章中水果的特徵及所用的五感法 

反思：是次的課堂邀請了校內的中文科老師觀課，並得到她的肯定。她認為課堂
規劃得宜，可以繼續以多感官的策略教授學生。透過Kahoot 遊戲，本人得悉學
生大致掌握第二及三節課堂的難字詞彙結構、明喻句的特色及分辨五感法的詞 
彙。學生再次透過顏色詞彙卡及圖片學會明喻句的特色及結構。多元化的教學策
略，確實提升學生教學質素。如：讓學生先聽水果的聲音，再閉上眼睛，摸摸水
果。然後，讓學生一邊吃水果，一邊認識水果的顏色及味道。這種教學法方式可
以讓學生從聽覺、視覺、觸覺及味覺角度學會水果的顏色、觸感及味道。此外， 
學生也主動運用顏色筆、字卡、小白板等視覺及觸覺策略學習詞彙書寫。 

 

此外，學生願意運用平板電腦書寫詞彙及觀察自己的筆順是否正確。此外，學生
也有顏色筆、字卡、小白板等視覺及觸覺策略學習詞彙書寫。我會繼續在下一堂
進行電子遊戲Kahoot的課堂重溫及書寫，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教學材料 
篇章內容 

 

 

 

 

 

 

 

 

 

 

 

 

 

 

 

 

 
 



 

詞語練習表： 
 

 



題目： 

第五節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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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時間： 

每節為45-70分鐘，視乎教學進度與學生程度 

簡介： 

詞彙教授及句子練習- 重溫詞彙練習及句式練習（三及四）、小活動、篇章教學 

（四）、詞彙學習（三及四）、默寫詞彙 

 

目標： 

學生透過多感官的學習策略，學會比喻句的運用，以及形容視覺、味覺、聽覺、
觸覺及嗅覺的詞彙。 



11月28日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2分鐘 重溫課堂內容 教師展示圖片及詞
卡，讓學生重溫句
式及詞彙。 
「甜溜溜的」 
「爽脆可口」 
「黏黏」 
「圓圓」 

「晶瑩剔透」 

「彎彎的」 

「鬆軟」 

「剝」 

教師請學生說出比
喻句的特色。 

 

教師讓學生自行找
出比喻句特色-喻
體、喻詞、本體 

 

「香蕉有彎彎的外
表，黃黃的外皮， 
像天上的月亮。」 

圖片
詞卡
簡報 
Kahoot 平板電
腦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2分鐘 重溫課堂內容 「當我把香蕉剝 
開，會看見白色果
肉，好像一朵盛開
的花。」 

 

「香蕉的果肉特別
鬆軟，像湯圓一 
樣。」 

 

教師指示學生使 
用 平板電腦進行
Kahoot 遊戲 （比
喻句、字詞結構、
字詞部首、視覺、
觸覺、味覺詞彙分
辨） 

圖片
詞卡
簡報 
Kahoot 平板電
腦 

10分鐘 詞彙重溫 請學生利用平板電
腦或小白板書寫難
字 
「爽脆」 
「黏」 
「剔透」 
「彎」 
「果肉」 
「鬆軟」 

「剝」 

平板電腦
小白板 

19分鐘 教學小活動
朗讀篇章 
詞彙及篇章教學
句式教授 

教師讓學生閉上眼
睛聽聽、品嘗及觸
摸西瓜，讓學生說
出感受 

水果
眼罩
簡報 
平板電腦
工 作 紙 
顏色筆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9分鐘 教學小活動
朗讀篇章 
詞彙及篇章教學
句式教授 

學生朗讀篇章 

「西瓜有圓滾滾的
外表，它的皮上佈
滿綠色的波浪條 
紋，像一個充滿氣
的足球。西瓜摸上
去堅硬無比，拍拍
它會發出清脆的聲
音。它的果肉有紅
色，也有黃色，咬
下去十分清甜解 
渴。」 

教師教授學生難字 

「堅硬」 
「波浪條紋」 
「清甜解渴」 

「清脆」 

教師教授比喻句的
特色-喻體、喻詞、
本體 

 

請學生在篇章中找
出明喻句『西瓜有
圓滾滾的外表，它
的皮佈滿綠色的波
浪條紋，像一個充
滿氣的足球。」 

 

教師與學生一起完
成工作紙的題目 

水果
眼罩
簡報 
平板電腦
工 作 紙 
顏色筆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24分鐘 教學小活動 

 

 

 
詞彙及篇章教學
句式教授 

教師讓學生閉上眼
睛，聽一聽、品嘗
及觸摸草莓。讓學
生說出感受教師讓
學生朗讀文章第七
至八段 

 

「草莓有三角形的
外表，頂上還有幾
片小葉子，像一座
小山丘。它的皮是
粉紅色的，表面佈
滿一粒粒棕色的果
籽，摸上去凹凸不
平。我把小小的草
莓捧在手上聞一 
聞，香氣直往鼻子
裡，令人垂涎欲滴 

 

奇異果有橢圓形的
外表，摸上去毛茸
茸的，像新西蘭的
奇異鳥。它的皮是
棕色的，果肉是綠
色的，裡面有密密
麻麻的黑色果籽。
當你把奇異果的皮
剝開，咬上一口， 
甜絲絲的果汁便流
進肚子裡。」 

水果
眼罩
簡報
圖片 
平板電腦
小 白 板 
工 作 紙 
顏色筆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24分鐘 教學小活動 

 

 

 
詞彙及篇章教學
句式教授 

教師以口唱抒空的
方式讓學生說出及
寫出詞語的結構。 
「凹凸不平」 
「果籽」 
「垂涎欲滴」 

「小山丘」 

教師教授比喻句的
特色-喻體、喻詞、
本體。 

 

「草莓有三角形的
外表，頂上還有幾
片小葉子，像一座
小山丘。」 

 

教師與學生一起完
成工作紙 

水果
眼罩
簡報
圖片 
平板電腦
小 白 板 
工 作 紙 
顏色筆 

5分鐘 總結 教師總結課堂並派
發詞語練習表，讓
學生回家完成 

詞語練習表 



學生成績 
 

 

 



學生的Kahoot成績 



學生成績 
教學課程與評鑒表（學生填寫） 

 

 

 

 

 

 

 

 

 

 

學生表現評估表 

 

教學活動評估表 
 

 

  



教師觀課評估表 



反思 
學生反應：學生課堂表現良好，願意聽從老師指示進行課堂活動。透過提問，簡
報、字卡、水果、平板電腦等教學方式，同學能按小步子方式完成當天的教學重
點: 

1.重溫比喻句特色及結構 

2.重溫已學的詞彙字形結構及部首 
3.重溫已學的五感法詞彙 
4.正確書寫字詞 

5.初步說出篇章中水果的特徵及所用的五感法 

反思：本人邀請了校內中文科老師觀課，她認為課堂規劃不錯，可以增加工作紙
的題目數量。透過Kahoot 遊戲，教師得悉學生大致掌握第二及三節課堂的難字
詞彙結構、明喻句的特色及分辨五感法的詞彙。學生再次透過顏色詞彙卡及圖片
學會明喻句的特色及結構。多元化的教學策略確實能提升學生教學質素。如：讓
學生先聽水果的聲音，再閉上眼睛，摸摸水果。然後，讓學生一邊吃水果，一邊
認識水果的顏色及味道。這種教學法方式可以讓學生從聽覺、視覺、觸覺及味覺
角度學會水果的顏色、觸感及味道。此外，學生也會運用顏色筆、字卡、小白板
等視覺及觸覺策略學習詞彙書寫。此外，學生願意運用平板電腦書寫詞彙及觀察
自己的筆順是否正確。此外，學生也有顏色筆、字卡，小白板等視覺及觸覺策略
學習詞彙書寫。我會繼續在下一堂進行電子遊戲Kahoot的課堂重溫及書寫，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教學材料 

篇章內容 



 

 

 

 

新鮮水果 （草莓 奇異果） 

 

 

 



簡報五及六（節錄） 
 

 
字詞卡： 

 

 



詞語練習表 



題目： 
第六節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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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時間： 

每節為45-70分鐘，視乎教學進度與學生程度 

簡介： 

詞彙教授及情景練習-詞彙複習（一至五）、創作遊戲，互動遊戲 

 

目標： 

透過重複的書寫練習，讓學生學會書寫字詞；透過創作遊戲及模擬買賣水果情
境，為學生準備寫作前輸入。 



11月29日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5分鐘 重溫課堂內容 教師展示圖片及詞
卡，讓學生重溫句
式及詞彙。 
「凹凸不平」 
「果籽」 
「小山丘」 
「垂涎欲滴」 
「堅硬」 
「波浪條紋」 

「清甜解渴」 

教師請學生說出比
喻句的特色 

 

「草莓有三角形的
外表，頂上還有幾
片小葉子，像一座
小山丘。」 

 

「西瓜有圓圓的外
表，它的皮上佈滿
綠色的波浪條紋， 
像一個充滿氣的足
球。」 

 

教師指示學生使 
用 平板電腦進行
Kahoot 遊戲 （比
喻句、字詞結構、
字詞部首、視覺、
觸覺、味覺詞彙分
辨） 

圖片
詞卡
簡報 

平板電腦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5分鐘 教學小活動
篇章朗讀 

詞彙及句式教學 

教師讓學生閉上眼
睛，聽一聽、品嘗
及觸摸奇異果，讓
學生說出感受 

 

「奇異果有橢圓形
的外表，摸上去毛
茸茸的，像新西蘭
的奇異鳥。它的皮
是棕色的，果肉是
綠色的，裡面有密
密麻麻的黑色果 
籽。當你把奇異果
的皮剝開，咬上一
口，甜絲絲的果汁
便流進肚子裡。」 

 

教師以口唱抒空的
方式讓學生說出及
寫出詞語的結構。 
「密密麻麻」， 
「毛茸茸」 
「橢圓形」 
「甜絲絲」 

「果籽」 

教師教授比喻句的
特色-喻體、語詞、
本體。 

 

「奇異果有橢圓形
的外表，摸上去毛
茸茸的，像新西蘭
的奇異鳥。」 

圖片
詞卡
簡報 
平板電腦
工作紙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35分鐘 詞彙及句式複習 
（一至三課部分詞
彙） 

腦圖創作 

 

 

 
情景小活動 

教師展示水果及篇
章小段落，指示學
生說出及找出形容
水果的五感詞語 

 

教師講述腦圖創作
的理念及指示學生
從字詞表挑出一 
種或兩種水果的形
容詞 

 

教師運用情境圖、
實物及詞語，讓學
生模擬買賣水果的
情景 

 

「賣家邀請買家品
嘗水果，並且嘗試
透過水果的外形、
味道及觸感等，說
服買家買水果」 

水 果 
簡 報 
圍 裙 
詞 卡 
工作紙 

 



學生作業 



 

 

 

 

 

 

 

 

 
 

 



Kahoot 成績 



課堂內容及回饋 

篇章內容 

 



學生表現評估表 

 

 

 

 

 

 

 

 

 

 
教學活動評估表 



大學導師觀課評估表 



反思 
學生反應：學生課堂表現良好，願意聽從老師指示進行課堂活動。透過簡報重 
溫、吃水果、平板電腦遊戲及書寫，學生掌握前幾節課堂的內容及字詞結構。學
生也透過模擬買水果遊戲，學會運用已學詞彙形容水果的外表及內在。同學能按
小步子方式完成當天的教學重點: 

1.重溫比喻句特色及結構 

2.重溫已學的詞彙及五感詞彙 
3.按小步子方式運用已學詞彙寫出喜愛水果的特徵及畫畫 
4.正確書寫字詞 

5.運用正確詞彙說出水果的外貌及內在 

反思：模擬水果遊戲及Kahoot遊戲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及鞏固其詞彙知識。
重溫課堂方面，我認同詹博士的意見，應多運用其他電子軟體而不局限於
Kahoot。 



 

Kahoot 遊戲 

 



字詞卡（節錄）： 

 

 

 

 

 

 
模擬買賣水果情境 工作紙 



 

腦圖創作 

姓名： 班別： 

請畫出你喜歡的水果 

 

 

 

 

 

 

 

 

 

我喜歡的水果是（ ）/和（ ） 

顏色：紅色/黃色/紫色/棕色/綠色/黑色/白色/橙色 
外表：像（  ），像（  ）， 
形狀：（ ）（ ） 
內在：（ ）（ ）（ ）（ 
） 
嗅覺：香甜/芳香/濃郁/果香 
味覺：甜絲絲/甜溜溜的/酸酸的/清甜解渴/清甜多汁/可口/口水直流/一試
難忘 
觸覺:（ ）（ ）（ ）（ 
） 

聽覺：（ ）（ ） 



題目： 

第七節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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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時間： 

每節為45-70分鐘，視乎教學進度與學生程度 

簡介： 

街市考察-出發前預備、工作紙整理、工作紙的詞彙及句式教學、詞彙練習 

 

目標： 

透過實地考察及工作紙整理、詞彙及句式教學，啟發學生思維，有效提升學習興
趣。 



12月1日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5分鐘 重溫課堂內容 教師為同學重溫句
式 

 

時間-地點-人物-事
情 

「 明喻句 

…...像. ..... 」 

排比句 

簡 報 
層層疊
詞 表 
工作紙 

5分鐘 出發前預備 教師向學生講解工
作紙內容以及逛菜
市場時需要注意的
地方 

工作紙 

20分鐘 考察活動 老師帶領學生逛菜
市場。學生記錄街
市內水果攤的情況
並購買指定水果 
回學校。 

 

30分鐘 工作紙整理 整理工作紙內容； 
教師提問學生工作
紙內容 

 

 



課堂情況 

學生外出到街市考察，學生主動記錄街市內水果攤的情況 



學生作業 
 



課堂內容與反饋 

學生表現評估表 



教學課程與評鑒表（學生填寫） 教學活動評估表 
 



教師觀課評估表 



反思 
學生反應：學生課堂表現良好，願意聽從老師指示進行課堂活動。透過事前活動
輸入，學生知道外出考察時需要注意的地方及完成工作紙的要求（觀察水果店的
水果、記下水果的種類及購買自己喜歡的兩種水果）。透過提問、簡報重溫、層
層疊遊戲、吃水果及整理工作紙，同學能按小步子方式完成當天的教學重點: 

1.重溫比喻句特色及結構 

2.重溫已學的詞彙及五感詞彙 
3.按小步子方式運用已學詞彙寫出喜愛水果的特徵及畫畫 

4.正確書寫字詞 

 
反思：考察前，教師可提醒學生買東西時需要注意的地方，並鼓勵學生勇敢地向
小販買東西。此外，教師可提醒學生除了購買篇章提及的水果，也可以購買一些
篇章沒有提及的水果。當整理工作紙時，教師可以提醒學生嘗試使用其他詞彙， 
不需完全跟從詞彙表。 



考察工作紙 

 

 
 



第八節：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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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時間： 

每節為45-70分鐘，視乎教學進度與學生程度 

簡介： 

鞏固學習、腦圖創作及作文、教師經驗分享、師文生互動、腦圖創作及作文、學
生分享 

 

目標： 

以小步子方式（透過教師示範、學生覆述、腦圖創作及學生分享），讓學生慢慢
了解寫作架構及進行寫作。 



11月29日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20分鐘 句式及詞彙重溫 、
課堂內容重溫 

 

 

 

學生經驗分享 

 
作 文 前 準 備 
教師經驗分享 

 

 
師生互動 

如教師發現同學忘
記明喻句、排比句
及詞彙結構特色， 
老師需要替同學重
溫。 

 
教師提問第六節課
堂工作紙的內容 

 
教師運用簡報分享
買水果及喜歡吃水
果經驗（內容與閱
讀篇章一相約）。 

 

根據教師的提示， 
學生複述篇章的內
容及找出五感的詞
語 

第六節課堂工作紙
篇章 

工作紙 

40分鐘 腦圖創作及寫作 同時，讓同學再次
觸摸及品嘗所提供
的水果，畫出喜愛
的水果並寫上字詞 

 

學生根據教師提供
的考察工作紙，撰
寫文章 

 

學生完成寫作後， 
互相分享內容 

新鮮水果
工 作 紙 
顏色筆 



課堂情況 

學生運用多感官學習策略完成工作紙及寫作小練筆 

 



學生作業 



 



課堂內容及回饋 
 

教學課程與評鑒表 
 

 

學生表現評估表 
 



 

 

 

 

教學活動評估表 



反思 

學生反應：學生課堂表現良好，願意聽從老師指示進行課堂活動。透過提問、簡
報重溫、整理考察工作紙、篇章教學、觀察水果及腦圖創作，同學能按小步子方
式完成當天的教學重點: 

1.重溫比喻句特色及結構 

2.重溫已學的詞彙及五感詞彙 
3.按小步子方式運用已學詞彙創作我喜愛的水果腦圖及寫出喜愛水果的特徵 
4.正確書寫字詞 

5.構思完整的寫作內容 

反思：學生在腦圖創作的部分十分有心思，也透過字詞表純熟地運用已學詞彙描
寫水果。此外，學生的作文反映出她她掌握是次寫作要求，如利用明喻句及排比
句，準確描寫水果的特徵。她大致能書寫所學字詞及自行構思寫作內容。然而， 
她的文章出現少量錯別字；寫作時亦需要字詞表的輔助。因此，我認為在重溫篇
章的部分，可以運用小白板及平板電腦字詞表，加強學生的字詞練習。透過增加
字詞的書寫次數，有助提升學生的識字量，從而改善錯別字的情況。 



教學材料 
篇章內容 



工作紙 

 

 

 

 



第九節：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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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時間： 

每節為45-70分鐘，視乎教學進度與學生程度 

簡介： 

寫作篇章修訂-教師回饋、寫作練習、同儕分享及互評 

 

目標： 

學生根據教師的指示，學會自行修訂文章，提升其自學能力。此外，透過同儕學
習，培養學生的自 信心。 



12月9日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5分鐘 課堂重溫 教師重溫學生於上
節課堂篇章犯錯的
地方；重溫篇章內
容及詞彙。 

 

請學生完成騰文改
正及朗讀該寫作篇
章 

篇章
簡報 

40分鐘 寫作練習 
腦圖創作遊戲
講解寫作要求
寫作教學 

教師請學生修正文
章的段落。 

 

請學生抽出水果
卡（蘋果/葡萄/菠 
蘿/香蕉/山竹/奇異
果），運用小白板
與其他學生構思內
容 

 

請學生抽出水果
卡（蘋果/葡萄/菠 
蘿/香蕉/山竹/奇異
果），運用小白板
構思內容蝴蝶圖 

 

學生根據教師提供
的蝴蝶圖、詞表及 
工作紙，開始寫作 

蝴蝶圖
詞表 
寫作工作紙
小白板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0分鐘 同儕分享
同儕互評 

教師講解寫作評估
表的要求 

 

學生朗讀自己的作
品並互相評價寫作
評估表，互相評 
價 

寫 作 評 估 表 
寫作評核標準
寫作評分表 



課堂情況 

學生正在創作腦圖及運用已學的字詞形容水果 

 

 

 

 

 

 

 

 

 

 

 

學生進行腦圖創作及寫作 



學生正在進行滕文 



學生作業  

學生滕文 

 

 

 

 

 

 

 

 

 

 

 

 

 

 

 

 

 

學生作文 
 

蝴蝶圖 



學生自評表 

 

 

 

 

 

 

 

 

 

 

 

 

 

 

 

 

 

 

 

 

寫作評分表 



教學課程與評鑒表（學生填寫） 

 

 

 

 

 

 

 

 

 

 

 

 

 

 

 

 

 

 

學生表現評估表 



教學活動評估表 

 

 

 



教師觀課評估表 



反思 

學生反應：學生課堂表現良好，願意聽從老師指示進行課堂活動。透過提問、簡
報重溫、謄文、觀察水果、小白板寫字教學、腦圖創作及寫作教學，同學能按小
步子方式完成當天的教學重點: 

1.重溫比喻句特色及結構 

2.重溫已學的詞彙及五感詞彙 
3.運用後重複抄寫以改善寫作技巧 
2. 從觀察字卡圖案及真實水果， 並 運用已學詞彙創作我喜愛的水果腦圖及寫出喜

愛水果的特徵 
5.正確書寫字詞 

6..構思完整的寫作內容 

反思地方：從學生的作文反映她理解是次寫作要求，如明喻句及排比句的運用， 
能準確描寫水果的特徵。透過二人合作的蝴蝶圖創作及重溫已學字詞，她能書寫
所學字詞及自行構思寫作內容。然而，她在寫作的過程中需要字詞表的輔助。因
此，我認為在重溫篇章、謄文及二人合作的腦圖活動的部分，運用小白板或平板
電腦字詞表，加強學生的字詞練習，是十分重要的。透過增加字詞的書寫次數， 
有助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寫作工作紙 

 
 

 

學生自評表 
 



寫作評分表 



第十節：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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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時間： 

每節為45-70分鐘，視乎教學進度與學生程度 

簡介： 

鞏固練習-重溫學習策略、促進學習評估、小組匯報 

 

目標： 

透過重溫第1至第9節課堂的學習策略，學生可自行選出感興趣的學習方式。教師
進行促進學習評估，透過派發一篇簡短的描寫文篇章-香港小吃，並提供詞卡及
兩款特色小吃，讓學生透過運用第一至九的教學策略，自行找出小吃的形狀、味
道、觸感及修辭手法等，並進行匯報。這個活動讓教師了解學生是否掌握過往九
個課節的學習技巧，從而協助學生了解其學習困難之處。 



12月11日 
 

時間 活動 課堂內容 工具 

10 分鐘 重溫學習策略 老師回饋學生寫作
技巧，讓學生簡單
說出第1-9堂所學
的學習策略 ，選出
感興趣的 學習方式
並自行記錄下來 

工作紙 

35 分鐘 促進學習評估 教師重溫第1至5課
的修辭及部分詞語 

 

教師提供詞卡及兩
款特色小吃給學生
作引入 

 

老師派發另一篇簡
短的描寫文-香港
小吃，讓學生運用
第1至9課的教學策
略，找出小吃的形
狀、味道及觸感 

 

同時，學生能找出
文章的修辭手法 

簡 報 
篇 章 
工作紙
詞 卡 
顏 色 
食物 

15分鐘 小組匯報 學生分享所運用的
策略，教師作簡單
回饋 

 



  
 

課堂內容及回饋 
教學課程與評鑒表（學生填寫） 

 



學生課堂評估表 

 

 

 

 

 

 

 

 

 

 

 

 

 

 

 

 

 

 

 

 

教學活動評估表 



教師觀課評估表 

 

 

 

 



反思: 

學生反應：學生課堂表現良好，願意聽從老師指示進行課堂活動。透過提問、策
略重溫及簡報教學，同學能按小步子方式完成當天的教學重點: 

1.說出已學的教學策略 

2.選出自己喜愛的教學策略 
3.觀察食物並運用詞卡，以完成篇章小測 

4.正確書寫字詞 

反思：本人邀請了校內中文科老師觀課，老師對於課堂安排予以肯定。學生能夠
說出第一至九堂所學的學習策略及選取該學習策略的原因。從學生的篇章工作紙
反映她理解課堂內容所學的字詞，也能夠分辨五感的詞語。她能夠在24分鐘內獨
自完成內容，也沒有出現錯別字。雖然工作紙內容能反映學生的學習情況，但我
認為採用TSA的篇章並加以改編為佳。 



學習材料： 
閱讀測驗內容 

 

 

 



學習策略回顧工作紙 



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第一次寫作測驗結果 

腦圖創作：10分鐘

寫作時間：30分鐘 

學生測驗成績分析：學生能夠透過字詞表及吃新鮮水果創作完整腦圖。在寫作的
過程中，學生偶有忘記字詞的情況，需要本人提醒。學生整體的文章結構得宜， 
能正確運用相關的詞彙及句式描寫我喜愛的水果。雖然文章偶有錯別字，但整體
內容不俗。 

 

 

 

 



學生第二次寫作測驗結果 
蝴蝶圖創作：10分鐘

寫作時間：30分鐘 

學生第二次寫作測驗分析：學生能自行完成蝴蝶圖，不需要本人或字詞表的提 
示。此外，學生能自行書寫另外一種與「我喜愛的水果」相關的詞彙及句式。學
生是次的寫作表現良好，沒有出現錯別字。 



學生作文 
 

 
學生自評表 

 



寫作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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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策略回顧工作紙分析： 

本人與學生討論後，發現學生記得並能運用以上的教學策略。她認為以上的策略
能提升她對中國語文科的學習興趣，如寫作前出外考察，以及運用小白板和平板
電腦練習詞彙。她認為可以透過Kahoot 遊戲認讀字詞，並於寫作前透過遊戲學
習。 

閱讀測驗 

測驗時間：24分鐘 

學生閱讀測驗分析：透過事前簡單的詞彙輸入及實物的展示，學生能透過已學的
多感官策略（詞卡、吃食物等）準確地完成閱讀測驗的內容，如分辨四素句、明
喻句、排比句及五感詞彙等。 



  

   

  



計劃成效 

 
 
 
 
 
 
 
 
 

 

從課程與教學評鑒表、學生課堂表現1表、學習策略回顧工作2紙、教學
活動評估3表及測驗(閱讀及寫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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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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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與教學評鑒表 

 

（圖表一） 



 

 

 

部分課程與教學評鑒表例子-第2及4節課堂 

 
 



學習策略回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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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課堂表演表 統計表 

 

（圖表二） 



 



部分課程與教學評鑒表例子-第4及7節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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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運用顏色筆自行分辨五感詞彙及明喻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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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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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第8課腦圖創作 (字詞運用得宜 配合圖畫內容) 

 

（圖表八） 

 

 



（圖表九） 

第8課 寫作練習 (學生順利找出四表素句, 比喻句特色及五感法詞彙) 



  

 

 

（圖表十） 
 



學生寫作評估表 (讓學生為自己的寫作進行反思) 

 

 

 

 

 

 

 

 

 

 

 

 

 

 

 

 

 

 

 

寫作評估表-本人就TSA評分標內容批改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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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圖及寫作測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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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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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大學同學們的回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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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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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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