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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焦點

▪ 多元學與教策略，照顧非華語學生大班學習中文

▪ 發展課後支援班非華語校本課程，鞏固非華語學生學習

▪ 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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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診斷需要
選取評估工具——
運用《校內評估工具》診斷學生的起步點

一、校內評估工具的理念及目的

▪ 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列載不同學習層階的預期學

習表現。

▪ 教師可利用它來診斷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從而訂定適切

的學習目標和學習內容。

策劃 推行 評估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學與教資源》

策劃 推行 評估



▪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將四種學習成果（聽說讀寫）進一步

「拆小步子」

▪ 在學期初，教師共同商討預期NCS在

學期末能達至哪一個層階

▪ 按上述要求審視評估工具，挑選最適

合的試卷

二、如何揀選不同卷別，有什麼要求及
如何篩選

策劃 推行 評估



甚麼是「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策劃 推行 評估

▪ 與一般的中文課程架構的不同

▪ 將目標拆小步子，讓非華語學生循序
漸進學習

▪ 以下將以「寫作能力學習成果」作例
子



策劃 推行 評估

▪ 以「寫作能力學習成果」為例（一至三階）

中國語文課程學習進程架構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確定目的、內容和
表達方式

NLW(1.1)1
大致能書寫與生活相關的常用字

NLW(1.1)2
能正確書寫常用字

NLW(1.1)3
大致能運用提供的字詞寫簡短句子
(如填句、續句或看圖寫句)

一階 LW1.1
能根據需要確定內容，內容大致完整

NLW(1.1)4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句子，內容完整

NLW(1.1)5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單段落，意思清楚

二階 LW2.1
能根據需要確定內容，內容大致完整

NLW(2.1)1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短文章

NLW(2.1)2
能根據需要確定內容，內容大致完整

三階 LW3.1
能根據需要確定內容及主題，內容完整

NLW(3.1)1
作品內容環繞主題，意思完整

NLW(3.1)2
能根據需要表達，內容切合主題



策劃 推行 評估

中國語文課程學習進程架構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組織結構

一階 LW1.2
能將事件順序表達

NLW(1.2)1
能運用詞語交代事件的次序、時間

(如今天、昨天、早上、晚上等)

NLW(1.2)2
能將事件順序表達

二階 LW2.2
能將內容依不同重點分段表達

NLW(2.2)1
能大致將事件分段表達

NLW(2.2)2
能將內容依不同重點分段表達

三階 LW3.2
能組織相關內容，篇章結構大致完整

NLW(3.2)1
能根據內容重點分段，段落間的銜接大致恰當

NLW(3.2)2
能組織相關內容，段落清楚，篇章結構大致完整

▪ 以「寫作能力學習成果」為例（一至三階）



策劃 推行 評估

▪ 以「寫作能力學習成果」為例（一至三階）

中國語文課程學習進程架構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書面語表達 一階 LW1.3

能運用所學的詞語寫簡單的句子，標點符號正確

NLW(1.3)1
大致能運用所學詞語寫簡單句子

NLW(1.3)2
能運用所學詞語寫簡單句子，標點符號正確 (如逗號、句號、頓號、問號)

二階 LW2.3

能運用所學的詞語寫句子，標點符號正確

NLW(2.3)1
能運用所學詞語寫大致通順的句子，標點符號正確 (如嘆號、冒號、引號)

NLW(2.3)2
能運用所學詞語寫句子，標點符號正確 (如專名號)

三階 LW3.3

能運用所學詞語寫大致通順的文句，標點符號正確；

能運用簡單的修辭手法

NLW(3.3)1
能運用所學詞語寫大致通順的文句，標點符號正確 (如省略號)

NLW(3.3)2
能運用簡單的修辭手法寫作(如比喻)

NLW(3.3)3
能運用簡單的修辭手法寫作(如擬人)



策劃 推行 評估



策劃 推行 評估

A卷太難😩

B卷太易😩

C卷較合適😉



三、各級別所選用的校內評估工具

策劃 推行 評估



四、三年級非華語學生校內評估工具(前測)表現
▪ 閱讀

▪ 程度較高的學生

策劃 推行 評估

▪ 錯別字不扣分



策劃 推行 評估

四、三年級非華語學生校內評估工具(前測)表現
▪ 閱讀

▪ 程度較高的學生



策劃 推行 評估

▪ 錯別字不扣分

四、三年級非華語學生校內評估工具(前測)表現
▪ 閱讀

▪ 程度較高的學生



策劃 推行 評估

四、三年級非華語學生校內評估工具(前測)表現
▪ 閱讀

▪ 程度較弱的學生



策劃 推行 評估

四、三年級非華語學生校內評估工具(前測)表現
▪ 閱讀

▪ 程度較弱的學生



策劃 推行 評估

四、三年級非華語學生校內評估工具(前測)表現
▪ 閱讀

▪ 程度較弱的學生



策劃 推行 評估

五、分析學生起步點



六、數據對於課程規劃重點的作用

• 收集和整理數據後，教師能對非華語學生
現時的中文水平更有了解，在規劃課程和
製作教材時，能更聚焦地針對非華語學生
的學習難點來構思。

• 以單元六《真英雄》課程規劃為例

策劃 推行 評估



六、數據對於課程規劃重點的作用

學習重點：閱讀

策劃 推行 評估



策劃 推行 評估

六、數據對於課程規劃重點的作用

學習重點：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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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擬定目標
按「學習架構」及學生的起步點訂定學習目標
/預期學習成果

一、訂定小三級讀、寫、聽、說四大範疇預期學習成果

策劃 推行 評估



一、訂定三年級「讀、寫、聽、說」預期學習成果

▪ 分析學生校內評估工具表現後，
因應學生起步點的差異，按實際情況微調預期學習成果，
分成高和低程度（H 和 L）。

▪ H 指預期能力較高的學生可達到的學習成果；
而 L 則指預期能力較弱的學生可達到的學習成果

策劃 推行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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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取及編排課程內容

運用「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規
劃課程

策劃 推行 評估

- 參考「第二語言學習架構」規劃課程，

讓學生小步子，循序漸進學習

- 課前，教師共同商討NCS的學習目標及

教學策略

- 以閱讀和寫作兩方面為主

- 以單元九《四季》課程規劃為例



- 以「閱讀能力學習重點」為例

- 認讀學習和生活上的常用字詞

- 把漢字分類：
認讀字詞、必寫及延伸字詞

- 學生課前預習，圈出不會的字詞，
配合「單元增潤冊」，教授「部
首識字」等識字策略，讓學生能
辨識字的形、音、義（認讀字詞）

- 學生能多運用「必寫字詞」來幫
助寫作或說話



- 配合每個單元主題，加入「延伸
字詞」

- 主要是高頻字或常用字

- 例如：單元《四季》，
大量輸入與顏色、景物相關的詞
彙

- 按學生實施學習情況，微調預期
學習成果
例如：
NLR(1.1)3 能理解短小段落的大意(L)
NLR(1.1)4 能理解閱讀材料的內容大意(H)
NLR(1.2-2.2)1 能有感情地朗讀文句(H)



- 以「寫作能力學習重點」為
例

- 透過課文篇章及「增潤小冊
子」大量輸入相關字詞，完
成簡單寫作

- 隨寫樂：《我最喜愛的季節》

- 按學生能力進行微調：
NLW(1.1)3大致能運用提供的字詞寫
簡短句子 (如填句、續句或看圖寫句)
(L)

NLW(1.1)5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單段落，
意思清楚(H)



隨寫樂

《我最喜愛的季節》

學生表現



3選取及編排課程內容
開發課後支援班教材
1. 課程設計的目的：

▪協助學生大班學習（理解課文內容）

▪鞏固學生學習（課文字詞、讀音、書寫、鞏固學生的語文
基礎）

2. 設計原則：

▪配合學生大班學習的需要，緊扣單元學習

▪主要以閱讀教學為藍本

▪商討單元的難點，配合及參考「學習架構」而釐定設計

策劃 推行 評估



3. 單元增潤冊

內容：
1. 預習
2. 課文理解（問題、圖畫……）
3. 字詞學習(包括課文字詞及延伸字詞；讀音）
4. 語文基礎知識

設計理念：
▪以小步子學習，拆細教學步驟，對應所訂的學習架構及目標

策劃 推行 評估



單元增潤冊設計示例

策劃 推行 評估



策劃 推行 評估

1. 預習

●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弱
●以圖畫表達
●配合課文錄音預習

單元增潤冊設計示例



策劃 推行 評估

●以圈圖畫的方式檢視學生
預習成效

1. 預習

單元增潤冊設計示例



策劃 推行 評估

●地圖設計
●協助理解文章結構

2. 課文理解

單元增潤冊設計示例



策劃 推行 評估

●根據學生中文能力設計題目
●圖像化教學策略（如繪畫、填色、圖片拼貼）
●協助學生理解課文內容
●檢視學習成效

圖片拼貼

繪畫

填色

2. 課文理解

單元增潤冊設計示例



策劃 推行 評估

●根據學生中文能力設計題目
●多媒體教學策略

（如影片、聲音）

●協助學生理解課文內容
●檢視學習成效

多媒體教學策略

2. 課文理解

單元增潤冊設計示例



策劃 推行 評估

設計理念：

●單元規劃的認讀字詞
●配合學習目標層階

內容：

●配合圖片、例句和讀音
●讀音QR Code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讀音QR Code

例句

3. 字詞學習（認讀字詞）

單元增潤冊設計示例



策劃 推行 評估

設計理念：

●單元規劃的書寫字詞
●配合學習目標層階

內容：

●配合圖片、例句和讀音QR Code
●附字詞筆畫 ➔糾正筆順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字詞
筆畫

書寫
字詞

讀音QR Code

學習目標層階

3. 字詞學習（書寫字詞）

單元增潤冊設計示例



策劃 推行 評估

題目設計：

●配合圖畫、字詞表、影片
●由淺入深
●採用圖像化策略
●訓練讀寫能力

字詞表影片輔助

4. 語文基礎知識

單元增潤冊設計示例



策劃 推行 評估

低階題目：
● 剪貼圖片
● 運用字詞表填寫詞語

學習目標層階

由淺入深設計題目



策劃 推行 評估

高階題目（分享題）：
● 評鑑性題目
● 培養學生明辨性思考

由淺入深設計題目



策劃 推行 評估

1. 預習

學生表現

●配合圖畫學
生口述表達



策劃 推行 評估

●課堂上指導學生完成
●大致理解課文詞語和

內容

2. 課文理解

學生表現



策劃 推行 評估



策劃 推行 評估

3. 字詞學習

學生表現



策劃 推行 評估

●圖像化教學成效
●對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具正面影響
●學習態度積極

4. 語文基礎知識

學生表現



策劃 推行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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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發展學與教策略
第二語言學與教策略

非華語學生學習特性及學習風格

▪說話能力強、喜愛與別人分享
▪需配合多觀感學習
▪學習需不斷重複
▪小組活動學習—自信

策劃 推行 評估



策劃 推行 評估



4.發展學與教策略
第二語言學與教策略

策劃 推行 評估

1. 提供親身體驗的活動

●單元寫作《過生日》
●親自製作生日卡
●以說帶寫（口述製作經過）



策劃 推行 評估



4.發展學與教策略
第二語言學與教策略

策劃 推行 評估

2. 激勵學生保持高度的動機

●配合影片、圖畫、教學活動
●多鼓勵和讚賞學生
●與學生一同嘗試



4.發展學與教策略
第二語言學與教策略

策劃 推行 評估

3. 將新知識連結已有知識

●圖表
●幫助學生建構知識
●鞏固所學

● 以圖畫形式
● 鼓勵學生將新舊知識分類
● 加深印象



4.發展學與教策略
第二語言學與教策略

策劃 推行 評估

4. 大量運用圖片和直觀教具

●符合學生中文水平
●提升學習動機



4.發展學與教策略
第二語言學與教策略

策劃 推行 評估

4. 大量運用圖片和直觀教具

●符合學生中文水平
●提升學習動機



4.發展學與教策略
第二語言學與教策略

策劃 推行 評估

5. 大量使用重複、歸納和重述

●教學時經常歸納學習重點
●重複教學內容（如部件識字）



4.發展學與教策略
識字教學

●學生的學習能力：

1. 詞彙量少
2. 認字識字量少

策劃 推行 評估



識字教學流程

透過聽說激活學
生的心理詞彙

掌握高效識字策
略，學習認讀、
書寫及應用字

盡快以學生掌握
的字詞連繫讀寫，
讓學生多發揮識
字的自學能力

飛越困難一起成功
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的良方
主編：林偉業、張慧明、許守仁(2013)

策劃 推行 評估



識字教學策略—
字源識字
●漢字為象形文字
●字體起源於原始圖畫
●了解字的演變過程
●容易掌握字的意思

策劃 推行 評估

配合影片



識字教學策略—
部首識字
●先讓學生認識部首
●然後學習相同部首的字

策劃 推行 評估

通過認識同部首的字，發現知識。



適異性教學的設計原則

71

策劃 推行 評估



72

基礎知識 延展、轉化

明確、
實在的事物

抽象、
深層意義

單一事件/
意思

多重事件/
意思

單一層面 多重層面

與已有知識範
疇聯繫

與新知識
範疇聯繫

多指引、少
變化

少指引、多
變化

要求直接資
料

要求複雜資料、
沒有特定答案

教師主導 學生主導

循序漸進 刪減淺易部分

能
力
稍
遜

能
力
較
高

TOMLINSON’S EQUALIZER MODEL
策劃 推行 評估



分層教學活動/課業

73

●首先確定學生需要掌握的核心知識或技能

●然後設計合乎一般程度的課業，再向上/向下
調適

低於一般程度
課業

一般程度
課業

高於一般程度
課業

課業調適

策劃 推行 評估



適異性教學策略：抽離寫作

策劃 推行 評估

1. 寫作大綱

●簡單—>複雜

兩件事—>單一事件

●提供段落字詞表



適異性教學策略：抽離寫作

策劃 推行 評估

2. 作文

●提供鷹架

●小步子—>大躍進：

由續寫句子到段落

●根據學生能力再分層



5評估成效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策劃

推行

評估

1診斷需要

2擬定目標

4
發展學與教

策略

3選取及編
排課程內容

第二語言學與教策略

適異性教學

按「學習架構」及
學生的起步點訂定

學習目標
/預期學習成果

開發課後支援班教材

調適/ 
設計單元(寫作抽離

選取評估工具

分析學習起步點

多元化評估設計

分析評估數據

評估回饋策劃



5評估成效
多元化評估設計

評估、考試的設計調適：

▪字詞、語文基礎知識等題目設計較簡單，結合學生生活經驗

▪閱讀理解連繫已有知識

策劃 推行 評估



評估、考試的設計調適：

▪字詞、語文基礎知識等題目設計較簡單，結合學生生活經驗

策劃 推行 評估

應用字詞、
增潤冊鞏固



策劃 推行 評估

結合學生
生活經驗

評估、考試的設計調適：

▪字詞、語文基礎知識等題目設計較簡單，結合學生生活經驗



評估、考試的設計調適：

▪閱讀理解連繫已有知識

策劃 推行 評估

文章連繫學生
已有知識



評估、考試的設計調適：

▪閱讀理解連繫已有知識

策劃 推行 評估

文章連繫學生
已有知識

題目設置



5評估成效
分析評估數據

策劃 推行 評估



5評估成效
分析評估數據

策劃 推行 評估

1. 聽說讀寫四個部份的後
測成績皆沒有退步。(黃
色數據)

2. 閱讀、寫作及說話後測
成績都有提升。(藍色數
據)

3A法勒



5評估成效
分析評估數據

策劃 推行 評估

後測提升的部份：
1. 閱讀：Q7、Q9、Q10

能夠透過閱讀文章，提取相
關內容，也能找出段落大意。

2. 說話：確定目的、內容和表達方式
及組織結構都提升了層階。

3. 寫作：實用文寫作(便條)，總分提
升了很多(7>>>23)。

3A法勒



3A法勒



3A法勒



5評估成效
分析評估數據

策劃 推行 評估

閱讀部份：雖然四個部份的後測成績皆
沒有退步。但透過閱讀文章，提取相關
內容、字詞皆未見進步，即使提供圖畫
也未能正確回答。

寫作部份：後測有少許進步，但在組織
結構上、確定目的、內容和表達方式皆
未見明顯進步，只見實用文中便條的寫
作能寫出上款及部份內容，但結構並不
完整。

說話部份：有明顯進步，在確定目的、
內容和表達方式、組織結構都有所進步。

聆聽部份：後測能保持一貫水平。

3A孟梓軒

*雖然沒有明顯退步，但有些後測的題
目，學生仍然不懂作答。



3A孟梓軒



3A孟梓軒



「策劃—推行—評估」循環模式支援學校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策劃

推行

評估

評估回饋策劃

策劃 推行 評估







評估成效
成效與反思

成效方面：

1. 老師能清楚地知道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時所遇到的困難，
從而找出合適的方法引導他們學習。

2. 部份學生在寫作方面有很大的進步。

3. 部份學生在運用中文說話方面也提升了層階。

4. 學生們經整個學年的學習，個別學生中文的水平並沒有
被疫情影響很多，沒有明顯退步，甚至有不俗的進展。



評估成效
反思方面：

1. 教學模式的選取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有很大的影響。

2. 同級差異很大，在選擇/準備教材時需要多加注意。

回饋策劃：

1. 有部份學生未完成整個學年便回鄉，他們的中文水平

更低，在來年規劃時，必須注意這些學生的目標層階，

因他們的基礎仍然很弱，這引致同級差異擴大。



未來展望
👍 最長遠及理想課程規劃:

推行「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 校本調適及延伸

⛧ 評估考核

⛧ 抽離課堂安排

⛧ 善用增潤學習冊

⛧ 教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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