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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在 2017 年出版的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中提出一項
建議，即幼兒教育應該為兒童提供富有趣味的聽、說經驗，從而為他們將來的閱
讀發展做好準備。

	 閱讀是一項複雜而又需要時間發展的能力。閱讀涉及兩個相互關聯的範疇：解
碼（包括文字識別和閱讀流暢度）和閱讀理解。文字識別是辨別書面文字的能力，而
閱讀流暢度是指能夠準確而流暢地閱讀文字的能力。閱讀理解卻是指明白一連串按照
語法次序排列的文字背後的意思。

口語能力與閱讀能力

閱讀能力的兩個範疇

	 口語包括聆聽和說話，兩者皆為後來閱讀能力發展的基礎。有多項研
究	(Catts	et	al.,	1999;	Liu	et	al.	2010;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5)	顯示，口語能力與閱讀能力之間存在強烈的預測關係。口語能力
較佳的幼稚園兒童，在升讀小學階段的閱讀能力也較佳。同時，口語能力比較差
的幼稚園兒童，特別是那些被診斷出有語言障礙的兒童，在升讀小學後有閱讀困
難的風險也較高	(Catts,	Fey,	Tomblin,	&	Zhang,	2002；Wong	et	al.,	2017)。

第一章：序言

文字
識別

閱讀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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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對閱讀理解至為重要

	 口語與閱讀的兩個範疇有什麼關係？一個以 604 個說英語的兒童為樣本的
研究	(Catts	et	al.,	2002)	顯示，學童五歲時的口語能力能夠很大程度預測他們在
八歲時的文字識別和閱讀理解能力。值得留意的是，相對於文字識別，口語對閱
讀理解能力的預測更強。另外，後續研究	(Catts	et	al.,	2014) 發現，這些五歲兒
童的口語能力，能繼續很大程度預測他們 14 歲時的閱讀理解能力。在這個大型
跟蹤性研究中，口語是指學童的詞彙、語法和敘事技巧的綜合能力。

	 	在香港，有關廣東話兒童的口語和閱讀理解能力關係的跟蹤性研究不多。
近期一項針對	369 名廣東話小學生的跟縱性研究	(Yeung	et	al.,	2016) 發現，小
學一年級的口語能力可以解釋到他們在小學三年級時閲讀理解能力上的個別差
異。總括來說，外國和本地的研究都為口語對於閱讀能力發展（尤其是閱讀理解）
的重要性提供了重要的證據。

現有教材側重文字辨識

	 香港的教師和家長可以使用兩套教材幫助幼稚園兒童發展語言和早期閱讀能
力。這兩套教材	“打好語文基礎必勝秘笈”( 香港耀能協會 ,	2014),		和“聽說讀寫
小寶盒─幼兒語文學習教材套”	( 協康會 ,	2014)	都備有適合三至六歲幼稚園兒童的
教案及活動建議。教材重點是幫助兒童透過提高語音意識、詞素意識，和字型結構
意識等元語言技能，建立獨立和流暢的文字辨識能力。值得留意的是，教材沒有注
重提升學童的口語能力，例如詞彙、語法和敘事技巧，儘管研究顯示這些口語能力
對閱讀理解的發展非常重要。

雲
2



	 悅講閲易課程的目的是幫助高班兒童多用說話表達自己，從而提高語言能
力，為升小學閱讀理解能力的進一步發展打好基礎。	

	 悅講閱易課程的靈感來自為英國學前兒童和幼稚園兒童研發的 Nuffield	
Early	Language	Intervention	(NELI)	課程。該計劃的目標	(Fricke	et	al.,	2013,	
p.	283)	 是「提高兒童的詞彙質量	(Nation	et	al.,	2002;	Stothard	&	Hulme,	
1992)，培養敘事技巧	(Cain	&	Oakhill,	2006;	Cragg	&	Nation,	2006)、鼓勵積
極聆聽		(Nation	et	al.,	2004)，並建立對獨立說話的信心	(Nation	et	al.,	2004；	
Nation	and	Snowling,	2000)」。課程專門針對那些閱讀理解較弱的兒童的口
語問題，包括詞彙少、敘事能力差、聆聽不專心、理解能力弱和說話不多。該課
程根據理論設計，並且已被證明為有成效。在四項隨機臨床研究 (Bower-Crane	
et	al.,	2008;	Fricke	et	al.,	2013;	Fricke	et	al.,	2017;	Haley	et	al.,	2017)	測試中，
口語能力較差的兒童的口語能力在參與該課程後有明顯進步。研究	(Fricke	et	
al.,	2013)	還顯示，口語能力的提升為其後閱讀理解的發展帶來好處。

	 悅講閲易課程分為四個目標單元：一 )	靈活用詞，二 )	積極說話，三 )	清
晰敘事，四 )	專心聆聽，敢於推論。課程內每個單元的教材仍然有待開發。	

悅講閱易課程：教師手冊悅講閱易課程：教師手冊

本教師手冊的目的為向老師：
一．介紹越講越易課程的理論基礎和實證，
二．講解每一個目標單元的背景，教學原則和策略，並且
三．提供應用範例。

	 本教師手冊是作者與保良局鄧碧雲紀念幼稚園的葉校長，劉主任，和教師
團隊跨專業協作的成果。作者首先向教師團隊介紹各個目標單元的背景，教學
原則和策略，然後與教師團隊討論這些原則和策略如何配合學校採用的問題一探
索一經驗教學法，和情緒教育課程。協作過程體現言語治療專業和幼兒教育專業
如何配合，以更有效幫助幼稚園兒童建立良好的口語能力，為接着初小的閱讀能
力，特別是閱讀理解，打好基礎。

悅講閲易課程目的和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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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靈活用詞

	 一般來說，每一個詞語都可以分為三個部份：字形、語音和意義。兒童學
習一個新詞語，通常由掌握其語音和意義開始，字形隨後。本章旨在向教師介紹
一些教導高班兒童詞彙（特別是詞語的語音和意義）的原則和策略。

	 兒童的詞彙必須豐富多元，既要有廣度，也要有深度。詞彙廣度是指詞語
數量的多少。詞彙深度是指對詞語各方面的意義有豐富的認識。研究顯示不單廣
度 (Dickinson	&	Porche,	2011)，詞彙的深度	(Proctor	et	al.	2012)	也跟兒童的
閱讀理解能力有密切的關係。

字形

語音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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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原則

根據詞彙學習三層階梯理論	(Beck,	McKeown,	&	Kucan,	2013)，詞彙大致上
可分為三個層級 :

1) 第一層 :	兒童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接觸到的詞語	(例 :	花、公園、開心、凍)

2) 第二層 :	在成熟的語言發展期及在學術環境較常出現的口語，或書面詞		

3) 第三層 : 非常罕見、只應用在特定學術或專業領域範疇的詞語	( 例 :	基

第一層 :	日常生活
中容易接觸到的
詞彙

第二層 :	在成熟的
語言發展期及在
學術環境較常出
現的詞彙

第 三 層 : 非常罕
見、只應用在特定
學術或專業領域
範疇的詞彙

一 . 選擇合適的目標詞彙

大部份高班兒童已經掌握很多常用和簡單的第一層詞彙。第三層詞彙由於過於
艱深和應用程度低，不太適合高班兒童。第二層詞彙相對第一個層詞彙較為複
雜和抽象，所以第二層的詞語不易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學習。教師可以在課堂活
動中選擇多教導高班兒童第二層詞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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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利用有意義的情境

	 不論年紀，兒童主要透過有意義的情境去學習新詞語。年幼的時候，這
些情境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出現。例如，在玩飛行棋的時候，媽媽伸出手問爸爸：
「俾骰骰我。」妹妹等到不耐煩，就向弟弟說：「快啲掟啦！」。在遊戲中，
弟弟首先提供到「骰骰」和「掟」伴隨相應的物件和動作多次出現。接着，弟
弟記下這兩個新詞語的語音和意義。在遊戲結束前，或在下次遊戲時，弟弟可
能會使用這兩個新詞語去表達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其他有意義的情境包括：
公園嬉戲、做啫喱、洗澡等等。這些日常生活情境，只要父母和家人多聆聽孩
子的說話並作出回應，多談及孩子提供的事物，都可以幫助兒童學習第一層詞
彙。

	 在幼稚園，兒童的學習環境沒有那麼隨意。教師通常要為課堂內容和活
動預先作出安排，例如，做手工面譜去認識自己的情緒，又或者透過探索活動
去認識水的特性。雖然詞彙不一定是預設的學習目標，這些活動仍然可以為兒
童提供一個豐富的語境去聆聽、觀察和嘗試使用新詞語。

	 教師教導兒童學習第二層詞彙，其中一個活動可以是看繪本說故事。	繪
本的內容由森林迷路，到海洋探險，到沙漠尋寶，為兒童提供千變萬化的語
境去學習多元和豐富的詞語。繪本的插圖吸引，不單提高故事的趣味性，亦
可以幫助兒童猜測詞語的意思和了解故事的內容。如果教師用對話互動方式	
(Dialogic	reading) 用繪本說故事，兒童可以嘗試在自己的句子中使用新詞
語，去回答問題，或者表達自己的想法。教師用繪本說故事時，要用自己的說
話，將故事生動地說出來，而不是逐字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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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

一．推測詞義

看繪本說故事時，教師可以刻意在目標詞語出現的句子後稍作停頓，邀請兒童推
測目標詞語的意思。此策略可以幫助兒童日後在聆聽或閱讀故事時，透過運用已
有知識，或故事上文下理，推測陌生詞語的意思。

教師 : 「大熊喺嗰舊郁吓郁吓嘅木頭上面，好似隻蝴蝶咁平衡好。小朋友，你哋估吓

兒童 A:「好似蝴蝶好靚咁。」( 推測詞義 )
教師 : 「好好嘅嘗試喎 ! 頭先我哋話，大熊喺舊郁吓郁吓嘅木頭上面，你哋估吓佢要

兒童 B:「要企穩唔好郁來郁去。」( 推測詞義 )  

繪本 : < 非常勇敢的大熊 >

7

『平衡』係咩意思 ?」

點樣做先唔會跌落水 ?」

重複使
用詞語

朗讀
詞語

近義詞及
相反詞

連結口語
及書面語

運用
詞語

分散式
學習

提供
定義

推測
詞義

詞彙
教學



二．朗讀詞語

在推測目標詞語的意思後，教師可以邀請兒童一起朗讀該詞語一次或兩次。

教師可以為目標詞語提供一個兒童可以理解的定義。

三．提供詞語定義

四．指出近義和反義詞

五．連結口語與書面語

教師為兒童提供目標詞語的近義詞或反義詞。此策略可以幫助兒童將不同但相關
的詞語聯繫起來，既可以鞏固對目標詞語的認識，並可以建立更豐富的詞彙網絡。

教師 : 「水牛好輕鬆咁向山上面行，呢座山係森林裏面最高嘅。輕鬆嘅意思即係好放

繪本 : < 非常勇敢的大熊 >

部份第二層詞彙（例如：寒冷，驕傲）只常見於書面語而非口語。教師教導這些
書面目標詞語時，可以同時指出相對應的口語詞語。此策略可以幫助兒童將目標
書面詞語和已認識的口語詞語連結起來，幫助日後閱讀理解。

教師：「寒冷即是凍咁解。我哋說話嘅時候就用凍呢個詞語，但係寫嘢嘅時候就用寒

8

教師 :「冇錯啦 ! 頭先我哋話大熊要喺木頭上平衡好，你哋跟我講一次 :『平衡』」

繪本 : < 非常勇敢的大熊 >

教師 :「平衡嘅意思就係要左右對稱，唔會側埋一邊嘅意思。」( 提供詞語定義 )
繪本 : < 非常勇敢的大熊 >

冷呢個詞語。例如：我哋會寫⋯今天天氣很寒冷。」( 連結口語與書面語 )

兒童們 : 「平衡。」( 朗讀詞語 )

鬆，做起事上嚟好似好容易咁樣嘅感覺。」( 指出近義詞，提供詞語定義 )



六．運用詞語

七．重複使用詞語

八．分散式學習

	 為了幫助兒童進一步認識目標詞語，教師可以利用不同的教學情境，在不
同的句子使用目標詞語。

教師 : 「頭先我哋話大熊要喺木頭上平衡好，我哋平時踩單車都要平衡，如果踩單車     

繪本 : < 非常勇敢的大熊 >

	 研究顯示新詞語的出現頻率對兒童學習成效有直接關係。在一般情況下，
新詞語在有意義的情境 12 次左右	(Dickinson	et	al.,	2019)	已經足夠。語言學習
能力較弱的兒童就需要比一般兒童更多接觸使用新詞語才能夠學得懂。因此，教
師需要預先想一想如何在不同，但有意義的情境下，自然地重複使用目標詞語，
以幫助兒童學習和掌握詞語的語音和意義。

	 除了頻率之外，新詞語出現情境的多元性亦會對兒童的學習有直接影響。
研究指出，假設新詞語出現的總次數不變，相比在單一的情境中不斷重複接觸同
一新詞語，兒童在多個不同的情境下接觸同一新詞語的學習成效更高。	舉例說，
如果目標頻率是 12 次，教師可以在三至四個不同的教學活動，或者其他有意義
的情境，讓兒童接觸目標詞語。

9

嘅時候唔平衡，側埋咗一邊就會跌倒架啦。」( 運用詞語 )



策略應用範例（一）

	 看繪本說故事是幼稚園課程中其中一個常用的教學活動。繪本故事為兒童
提供簡單、有趣和有意義的語境，亦是經研究證實有助詞彙學習的重要媒介。
Storkel	et	al.	(2017)	提出的互動式閱讀	(Interactive	Book	Reading)	介紹教師
如何在説故事前、說故事期間及說故事後三個階段，運用部分前文提及的詞彙教
學策略。在進行看繪本說故事時，教師首先選出目標詞語，並在說故事的不同階
段運用以下詞彙教學策略。

說故事
三個階段 方法 例子

說故事前 教師向兒童展示有助理
解目標詞語意思的圖
像，並邀請兒童嘗試推
測詞語的意思。當兒童
回答後，教師提供目標
詞語的定義和近義詞。

教師向兒童展示象徵「決定」的
圖像	[ 提供視覺提示 ] :

	
教師 :	「你哋估吓『決定』係咩
意思 ?」[ 推測詞義 ]

教師 :	「『決定』即係要揀想要
啲咩或者要點樣做嘅意思。好似
你又想食雪糕，又想食朱古力，
如果你最後揀咗食朱古力，呢個
就係你嘅『決定』。」[ 提供詞語

定義 ]

教師 :	「『決定』嘅意思即係『選
擇』嘅意思。」 [ 認識近義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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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期間 在說故事	< 錢包不見
了 >	的過程中，教師
可以刻意在目標詞語
出現的句子後稍作停
頓，邀請兒童推測目標
詞語的意思。當兒童回
答後，教師再次為兒童
提供目標詞語的定義
和反義詞，加深兒童對
詞語的認識。

教師 :	「妹妹執咗老伯伯嘅銀包
之後，雖然佢好想攞咗銀包裏
面嘅錢去買玩具，但係最後佢
決定要將銀包俾返老伯伯。」
教師 :「妹妹決定要俾返個銀包
老伯伯，『決定』即係咩意思?」
[ 推測詞義 ]

教師 :	「『決定』即係要揀想要
啲咩或者要點樣做嘅意思。」
[ 提供詞語定義 ]

教師:	「『決定』嘅意思即係『選
擇』。」[ 指出近義詞 ]

說故事後 說故事後，教師向兒童
展示另一幅有助理解
詞語意思的圖像，並向
兒童示範如何運用目
標詞語描述圖片中的
情況和再次向兒童提
供詞語的定義。

教師向兒童展示另一幅象徵『決
定』的圖像 :	[ 提供視覺提示 ]:

	

教師 :	「個男仔決定要食蛋糕，
唔食蘋果。」[ 運用詞語 ]

教師 :	「『決定』即係要揀想要
啲咩或者要點樣做嘅意思。」
[ 提供詞語定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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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概念圖 初步解釋學習主題的
定義後，教師邀請兒童
一起聯想與主題相關
的概念，並鼓勵兒童自
由分享。教師在白板上
以概念圖的方式記錄
學童所提出的概念，協

教師 :「除咗公園、圖書館之
外，大家仲諗到有啲咩「社區
設施 ?」」[ 重複使用詞語 ][ 重複使用詞語 ]

教師 :「頭先同學提到游泳池，
大家覺得游泳池係唔係社區設
施 ?」[ 重複使用詞語 ][ 重複使用詞語 ]

12

活動 方法 例子

引入 邀請兒童朗讀學習主題
及推測目標詞彙的意思

教師在白板中央寫出學習主題 :

「什麼是社區設施 ?」，並邀請

小朋友朗讀一次  [ 朗讀詞語 ][ 朗讀詞語 ]

教師 : 「你哋估吓「社區設施係

咩意思 ?」[ 推測詞義 ][ 推測詞義 ]

教師 : 「「社區設施」即係喺我

哋周圍可以俾市民使用，或者配

合市民日常需要嘅一啲地方。公

園、 圖 書 館 呢 啲 都 係「 社 區 設

施」。」[ 提供詞語定義 ][ 提供詞語定義 ]

策略應用範例（二）

	 除了繪本閱讀外，教師亦可以在其他類型的教學活動中靈活運用本章節提
出的詞彙教學策略。以下是在「問題 -探索 -經驗」學習活動中的策略應用例子。

學習主題 :	「甚麼是社區設施 ?」
語言學習目標 :	
-	 學習「社區設施」的定義
-	 學習不同類型的社區設施及相關詞彙
-	 運用概念圖組織詞彙網絡

活動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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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組織詞彙網絡，及在
有需要時提供正確的
詞彙。

教師亦可運用不同的
提問方式提供機會讓
兒童重複運用目標詞
彙。

教師 :「游泳池都係社區設施，
因為係可以俾市民用嚟游水嘅
一個公眾地方。」[ 提供詞語定[ 提供詞語定
義 ]義 ]

教師 :「頭先同學提到有商場、
足球	場、游泳池，呢啲全部都
係…」[重複使用詞語 ][ 重複使用詞語 ]

學生 :「社區設施。」

概念類化 完成建構概念圖後，邀
請兒童聯想以往曾經
到訪過的社區設施，並
簡單以書寫或繪畫方
式記錄在白紙上。

教師 :「不如大家分享一吓你哋
喺紙上面記錄咗有邊啲係你哋
曾經使用過嘅社區設施 ?」[ 分[ 分
散式學習 ]散式學習 ]

教師 :「你哋最鍾意嘅社區設施
係乜嘢 ?」

兒童 :「我最鍾意嘅社區設施係
圖書館。」[重複使用詞語 ][ 重複使用詞語 ]



	 詞彙是語言發展的基礎，和語言能力的指標。詞彙的廣度和深度不但對兒
童聽說能力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亦與往後閱讀能力的發展（特別是閱讀理解）
有顯著的關係。隨着接近學齡階段，兒童除了需要掌握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第
一層詞彙之外，亦需要進一步學習和累積更多比較複雜和抽象的第二層詞彙。教
師可以利用不同的教學活動，和不同繪本故事的情境，透過不同策略去幫助兒童
學習新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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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積極說話

	 聽、說、讀、寫四方面的語言能力按次序亦同時並行發展，而聽說能力是
讀寫能力發展的基礎。在幼稚園階段，兒童能否建立良好的聆聽及說話能力，對
日後能否發展出良好的閱讀及書寫習慣和能力至關重要。

積極說話：練習溝通，訓練思考

	 如果聆聽是幼稚園兒童吸收新知識的主要渠道，那麼說話便是他們應用知
識的重要媒介。教師在課堂中為兒童提供說話的機會，可以刺激他們進一步思考
在聆聽過程中認識到的新知識，和運用語言將他們的想法表達出來。更重要的是，
兒童可以透過老師的回應去鞏固和豐富自己已有的知識。

課堂語言互動：啟動、回應、評論 (IRE) 模式

	 要幫助兒童有效使用語言作為溝通和思考的工具，教師在課堂中所建立的
語言互動模式尤其重要。課堂語言互動模式是指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中的互動形
態。在傳統課堂中較常見的模式是「啟動	(Initiation)、回應	(Response)、評論	
(Evaluation)」或稱為 IRE 模式。在 IRE 模式中，整個師生互動一般在第三部份
評論後便會終止。換句話說，教師在學生作出回應後，一般會評論學生的回應是
否正確，然後便會繼續進行單向的講解，直至下一個 IRE 互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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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語言互動：對話模式

	 對話模式	(Dialgoic	Talk)	(Edwards-Groves，2014)	與 IRE 模式不同。在
對話模式中，教師會與學生就教學主題進行對話和討論，由教師為學生搭建學習
鷹架，引導學生思考和表達。跟 IRE 模式不同，教師在學生作出回應後會把評論
改變為鼓勵學生進一步分享。

以下是一個具體的例子 :
	
  教師 : 「有冇小朋友可以話俾我知呢個係咩嚟架 ?」[ 啟動 ]
 學生 : 「一架船。」[ 回應 ]
 教師 : 「係喎，呢個係一架船。關於呢種船你仲知道啲乜嘢呢 ? 不如你話俾

	 在以上的例子中，在學生作出初步的回應後，教師透過提問，鼓勵學生作
進一步的分享和思考。教師的提問重點由以往側重答案的正確與否，改變為提升
思考和整理個人分享的內容。
	
	 本章節將會介紹部份有助建立教室對話模式的策略	(Edwards-Groves,	
2014)，以讓教師反思和掌握如何在課堂中營造能鼓勵兒童多思考和表達的互動
學習環境。

以下是一個在傳統課堂中常見的語言互動例子：

  教師 : 「有冇小朋友可以話俾我知呢個係咩嚟架 ?」[ 啟動 ]
 學生 : 「一架船。」[ 回應 ]
 教師 : 「啱啦 ! 呢個係一架船嚟架。」[ 評論 ]
	
	 從上述的例子可見，IRE 模式是由教師主導的一種互動模式。在課堂中的
互動皆由教師決定主題、允許誰可以進行發言、判別表達內容是否正確等。另外，
在 IRE 模式之下，教師說話所佔的比例亦明顯比學生高。Franke	et	al.	(2007) 亦
指出 IRE 模式會局限學生思考和表達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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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聽下呀？」[ 延展 ]



對話模式的策略

		 教師可因應不同的教學目的、教學內容及教學環境而靈活採用合適的對話教師可因應不同的教學目的、教學內容及教學環境而靈活採用合適的對話
模式策略和組合。模式策略和組合。

一． 延續、延展及深化思考

	 教師運用開放式的提問	( 例 :	「點解 ?」、「你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
「不如你分享多少少…?」）推動學生進一步深化思考和表達的內容，同時亦鼓勵
學生在思考過程中多探究原因。在表達所思所感的過程中，兒童學習更清晰地表
達自己的想法，和更完整地解釋事情的因果，從而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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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延展
及深化思考

主動聆聽

提供與學習
為本的回饋

提出異議

學習檢視
及反思

對話對話
模式模式



二 . 主動聆聽

	 教師在互動過程中，複述兒童所表達的內容。透過此策略，教師示範專心
聆聽，亦表示尊重每一位兒童的分享。教師亦可以透過邀請其他兒童複述說話內
容，鼓勵同儕之間的互動。

教師 : 「頭先你話你唔鍾意坐船，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點解你唔鍾意坐船呀 ?」
學生 : 「因為坐船好驚架。」
教師 : 「點解你覺得坐船好驚呢 ?」
學生 : 「我之前去旅行坐過船，架船行嘅時候會左右搖來搖去，有時仲會拋到好高，    

教師 : 「係呀 ? 不如你講多少少點解你鍾意坐巴士多啲 ?」
學生 : 「因為巴士喺馬路上面行唔會搖來搖去，但係船喺海上面行，如果好大浪嘅時     

教師 : 「頭先 ( 學生 A) 話佢覺得坐船好驚，有冇同學記得頭先 ( 學生 A) 分享點
解佢覺得坐船好驚 ?」  [ 邀請其他學生複述所聽到的內容 ]  [ 邀請其他學生複述所聽到的內容 ]

學生 B:「因為佢覺得船行嘅時候會搖來搖去，如果好大浪嘅時候仲會拋到好高，
所以佢覺得好驚坐船。」

教師 :「你聽到佢解釋因為坐船會搖來搖去，大浪嘅時候仲會拋到好高，( 學生 A) 同

複述的內容，並邀請分享者判斷其他同學所重述的內容是否準確 ] 複述的內容，並邀請分享者判斷其他同學所重述的內容是否準確 ] 
學講得啱唔啱 ? 呢個係咪你好驚坐船嘅原因 ?」     [ 由教師重述其他學生所 [ 由教師重述其他學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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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坐船好驚架，所以我鍾意坐巴士多啲。」

候就會搖來搖去，咁我就會好驚架啦。」



三．提供與學習為本的回饋三．提供與學習為本的回饋

	 透過問題，教師鼓勵兒童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提出異議。教師透過此策略培
養兒童為自己的意見辯釋和資料解說的能力。

教  師 :「剛才 ( 學生 A) 話海豚係魚類嘅一種，因為海豚識得游水同埋喺水裏面生活。

學生 B:「我覺得海豚唔係魚。」
教  師 :「不如你分享多少少點解你認為海豚唔係魚 ? 你可唔可以提供到一啲證據證明

學生 B:「因為我哋之前學過魚類係用腮呼吸，但係海豚係冇腮嘅。」
教   師 :「係喎，海豚係冇腮嘅，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證據證明海豚唔屬於魚類。仲有冇

	
	 在上述的例子中，教師所擔當的角色就像是一場討論的主持人，透過客觀
的回應和邀請兒童積極分享個人意見及回應其他兒童的說話，從而營造一個安全
和健康的環境讓兒童進行具建設性的討論。

四．  提出異議四．  提出異議

	 教師鼓勵兒童在課堂上積極說話的目的，是希望在學習過程中，兒童更主
動和投入。有時候，兒童所表達的內容會出現錯誤、誤解或不完整的情況。教師
需要以客觀的態度提出以學習為本的回饋，透過澄清、延展、修正等方式讓兒童
學習正確的知識和深化對學習內容的掌握。

教師 :「頭先 ( 學生 A) 話海豚係魚類嘅一種。海豚同魚類一樣都係喺水裏面生活，亦 

	 由以上的例子可見，教師沒有直接評論兒童的提議是否正確。教師首先透
過複述，讓兒童知道他們的分享有被聆聽和尊重，接着澄清錯誤的概念和補充正
確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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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識得游水 【澄清】，但原來海豚唔係屬於魚類，而係哺乳類動物嘅一種 【修
正】。佢哋同其他哺乳類動物一樣都係用肺呼吸 【延展】⋯。」

有冇其他同學有其他嘅諗法 ?」

海豚唔係魚 ?」

其他同學有其他嘅諗法 ?」



五．對學習的檢視和反思五．對學習的檢視和反思

	 每位兒童的專注能力和對學習內容的掌握有所不同，所以在活動完結前，教
師可以引導兒童就該課堂所學習到的知識進行檢視及反思，並提供機會讓學生以自
己的說話將所學到的內容表達出來。此策略有助兒童培養反思學習及歸納學習內容
的習慣，亦能夠讓教師了解兒童對學習內容的掌握，並在適當的情況下提供反饋，
或按需要調整學習進度和修改下次活動的內容或目標。

	 在進行檢視及反思的過程中，教師可以運用概念圖，將兒童討論的結果和主
要學習內容，總結出來。
	
  教師 :「小朋友，不如我哋總結一吓今日我哋學咗啲乜嘢。我想大家一齊回想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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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哋頭先討論過嘅內容，諗返唔同嘅同學分享咗啲乜嘢。我哋不如一齊
用概念圖嘅方法將我哋今日學過嘅內容記錄落嚟。有冇小朋友可以分享
一吓 ?」

活動 方法 例子

引入 邀請兒童朗讀及嘗試簡
單解釋學習主題。

教師在白板中央寫出學習主題 :

「你的家是怎樣的 ?」，並邀請

小朋友朗讀一次。

策略應用範例（一）

「問題 - 探索 - 經驗」學習活動「問題 - 探索 - 經驗」學習活動

學習主題 :	「你的家是怎樣 ?」

語言學習目標 :	
-	 學習與家庭相關的概念及詞彙
-	 運用概念圖組織詞彙網絡
-	 鼓勵小朋友於討論中積極說話

活動內容 :



建構概念圖 初步解釋學習主題的
定義後，教師邀請兒童
一起聯想與主題相關
的概念，並鼓勵兒童自
由分享。教師在白板上
以概念圖的方式記錄
學童所提出的概念，協
助組織詞彙網絡及在
有需要時提供正確的
詞彙。

教師亦可運用不同的
提問方式提供機會讓
兒童積極說話。

教師 :	「( 學生 A) 分享話佢覺
得「家」即係同屋企人一齊住
嘅地方，有冇其他同學認同佢
嘅諗法 ?」[ 主動聆聽 ][ 主動聆聽 ]

教師 :「( 學生 B) 話「家」係計
加數嘅意思，雖然「家」同我
哋數學堂學加數嘅「加」係同
一樣讀音，但係呢兩個字嘅寫
法同意思其實係唔相同架。」
[提供學習為本的回饋 ][ 提供學習為本的回饋 ]

教師 :「( 學生C) 話一齊住嘅就
係家人，有冇同學有其他嘅諗
法 ?」[ 提出異議 ][ 提出異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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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類化 完成建構概念圖後，邀
請兒童在白紙上簡單以
書寫或繪畫方式介紹他
們的家。

教師 :「不如大家簡單介紹一吓你

哋嘅「家」係點樣嘅 ?」

[ 延續、延展及深化思考 ][ 延續、延展及深化思考 ]

教師 :「有冇小朋友記得剛才 ( 同

學 A) 介 紹 咗 佢 嘅 屋 企 係 點 樣

架 ?」[ 主動聆聽 ][ 主動聆聽 ]

教師 :「不如我哋總結一吓我哋

今日學咗啲咩 ? 我哋今日嘅主題

係…?」[ 對學習的檢視和反思 ][ 對學習的檢視和反思 ]

教師 : 「你哋不如分享吓你哋覺

得「家」即係咩意思 ?」[ 延續、[ 延續、

延展及深化思考 ]延展及深化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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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我想大家一齊回想返我哋

頭先討論過嘅內容，諗返唔同嘅

同學分享咗啲咩 ? 」[ 對學習的檢[ 對學習的檢

視和反思 ]視和反思 ]

床
衣櫃

鬧鐘

睡房

梳化

電視機

客廳

洗衣機浴室

熱水爐 浴缸

你的家是怎樣你的家是怎樣??

冷氣機

電飯煲

雪櫃 微波爐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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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方法 例子

引入 教師以故事情境作為引
入，為之後的討論部份
提供具意義的情境作為
討論基礎。

教師 :「平時妹妹放學返屋企通常

都好開心，但係妹妹今日返到屋

企，大家睇吓佢嘅表情 ! 你覺得

佢點樣呀 ?」[ 延續、延展及深化[ 延續、延展及深化

思考 ]思考 ]

教師 :「頭先 ( 同學 A) 話妹妹好

似好唔開心咁喎，大家覺得妹妹

係唔係覺得唔開心呀 ?」[ 主動聆[ 主動聆

聽 ]聽 ]

策略應用範例（二）

情緒教育學習活動情緒教育學習活動

學習主題 :	「聆聽」
(教材 :	「情緒智慧小蘑菇」幼兒情意品德教育	第六冊	)

語言學習目標 :	
-	 學習「聆聽」的定義
-	 鼓勵小朋友於討論中積極說話

活動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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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 教師扮演故事主角，邀
請兒童扮演主角的朋
友，並引導嘗試聆聽和
安慰主角。

教師 :「一陣間老師會扮演一
個喺學校遇到唔開心嘅事嘅角
色，而小朋友你哋就要諗吓有
啲咩方法可以令我嘅角色變返
開心。」[ 延續、延展及深化思[ 延續、延展及深化思
考 ]考 ]

教師 :「( 同學 A) 話要諗一啲唔
同嘅方法令妹妹願意講俾我哋
知點解佢會唔開心。」[ 主動聆[ 主動聆
聽 ]聽 ]

教師 :「頭先」( 同學 B) 話可以
俾張紙巾佢抹眼淚，然後再問
佢點解喊。大家覺得呢個方法
好唔好呀 ?	點解呢 ?」	[ 延續、	[ 延續、
延展及深化思考 ]延展及深化思考 ]

總結 完成角色扮演後，與兒
童一起重溫故事內容及
一起構思解決的方法。

教師 :「大家不如分享一吓頭先嘅

故事同埋角色演。」[ 對學習的檢[ 對學習的檢

視和反思 ]視和反思 ]

教師 :「不如大家又分享一吓頭先

我哋諗過啲咩方法去安慰妹妹?」

[ 對學習的檢視和反思 ][ 對學習的檢視和反思 ]

教師 :「( 同學 A) 話可以請佢食

糖果氹佢開心，大家覺得呢個方

法好唔好呀 ? 點解呢 ?」[ 主動聆[ 主動聆

聽 ]聽 ]



總結 : 總結 : 

	 語言和思考的關係密切。在課堂中，兒童除了需要透過聆聽來接收新知識之
外，亦需要透過語言進行思考，並運用說話將所學習到的內容表達出來。傳統的提
問	–	回答	–	評論模式	( 或稱 IRE 模式 )	由教師作主導，使教師除了傳遞知識，也較
容易維持教室秩序。學生在這種模式下能夠表達的機會甚少，因此有學者指出，IRE
模式會局限學生思考的機會。若要提升學習的效能，則應採用能夠讓兒童有更多獨
立表達機會的對話模式。

	 在對話模式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運用不同策略鼓勵兒童持續進行更廣
泛和深入的思考，並推動兒童運用語言分享對學習主題的個人見解。兒童由以往被
動的學習者，改變為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和積極參與者，透過師生和同儕互動共同
建構新知識。教師亦可藉着聆聽兒童的說話，了解他們對學習內容的掌握，從而更
靈活因應兒童的學習情況而調整教學內容或目標，及提供適切的鷹架支援。

總結 完成角色扮演後，與兒
童一起重溫故事內容及
一起構思解決的方法。

教師 :「( 同學 B) 話佢下次要小心

啲唔好再唔見鉛筆，呢個都係一

個好嘅建議。但係我哋而家討論

緊可以點樣安慰主角，有冇同學

有其他諗法 ?」[ 提出異議 ]提出異議 ]

教師 :「大家有冇試過好似主角咁

樣唔見咗嘢 ? 如果係你會點做 ? 

[ 延續、延展及深化思考 ][ 延續、延展及深化思考 ]

教師 :「不如我哋總結一吓我哋

今日學咗啲咩 ? 我哋今日嘅主題

係…?」[ 對學習的檢視和反思 ]

教師 :「我想大家一齊回想返我

哋頭先討論過嘅內容，記唔記得

我哋話要點樣做一個好嘅「聆聽

者」? 」[ 對學習的檢視和反思 ][ 對學習的檢視和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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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清晰敘事

	 隨着語言及認知能力的提升，兒童會逐步建立口語敘事的能力。敘事是指對於
事件的開始、過程及結果的描述。所敘述的內容可以是過往的真實經歷、現在正在發
生或未來將會發生的事件，亦可以是想像出來的故事。口語敘事不但是兒童在人際溝
通中經常需要運用的能力，亦是日後建立閱讀理解能力的基礎。

敘事與說故事

	 要完整和連貫地敍述事件，兒童必需具備和靈活運用多項語言能力，包括豐富
的詞彙、正確的語法、對時序及因果關係的理解，並將不同句子緊密地連接起來。說
故事是訓練口語敘事能力的常用方法。故事中明確的主題及清晰的結構，能夠幫助兒
童學習按照時序及因果關係將事情敘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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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過程開始



故事敍述訓練簡介

	 教師運用故事圖咭，及故事文法圖標，與兒童進行說故事訓練，目標
旨在協助兒童掌握故事文法，學習以完整及連貫的方式進行口語敍述。Story	
Champs®	Level	A 的程度與就讀幼兒園至幼稚園學童應具備的能力相若，而
Level	B 則對應幼稚園高班至初小學童的口語敍事水平。以下是兩個層級所涵
概的故事文法 :

	 根據 Stein	&	Glenn（1979）所提出的故事文法分析	(story	grammar	
analysis)，一個完整的故事結構需要包含故事背景	(setting)、引發事件	
(initiating	events)、內在感受/反應	(internal	responses)、行動計劃	(plan)、
實際採取的行動	(attempts)、結果	(consequences)	及回應	(reaction)。這
些元素一般統稱為「故事文法」(story	grammar	elements)。兒童掌握故事文
法，可以更有效理解和預測故事內容，亦有助他們在敘述事件時更有效地組織
故事的細節。

故事文法

	 本章將會介紹 Story	Champs® 語言能力訓練	(Level	A	及 Level	B)	的
方法。Story	Champs® 是一個經研究證實有助幼稚園及小學兒童提升故事理
解能力、故事敍述能力、創作能力的多層語言訓練。其主要特色是容易掌握、
可快速執行和因應不同教學需要而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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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內在感受
/反應

實際
行動

回應
引發
事件

行動
計劃

結果



- 人物 (Character)
- 問題 (Problem)
- 感受 (Feeling)
- 行動 (Action)
- 結果 (Ending)

「有一日，小明喺路上面踩單車，因為
佢最鍾意就係踩單車。佢踩單車嘅時候，
唔小心俾舊石頭戟到。佢個膝頭擦損咗。
佢覺得好唔開心因為佢隻腳好痛。跟住
小明返屋企話俾媽媽知 :「我想要膠布 !」
媽媽幫佢貼咗塊膠布喺傷口度。貼咗膠
布之後，小明就覺得隻腳好返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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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 (Character)
- 背景 (Setting)
- 問題 (Problem)
- 感受 (Feeling)
- 行動 (Action)
- 結果 (Ending)
- 最後感受 (End Feeling)

「有一日，小明喺一條好凹凹凸凸嘅路
上面踩單車，因為佢要去一個住喺附近
嘅朋友嘅屋企。突然之間，佢唔小心俾
舊石頭戟到，仲擦損咗個膝頭。佢覺得
好唔開心因為佢隻腳好痛。佢企返起身
之後，就決定要返屋企搵媽咪幫手。小
明忍住痛，行返屋企，然後同媽媽講 :
「我想要膠布 !」之後媽媽攞咗塊膠布
出嚟。媽媽貼咗一塊好大嘅藍色膠布喺
佢嘅傷口度。貼咗膠布之後，小明就覺
得隻腳好返好多。佢覺得好開心，因為
佢又可以出去繼續踩單車去佢朋友屋企
喇。」



訓練方法

	 整個故事敍述訓練一共分為八個部份，由教師協助兒童循序漸進地掌握故
事的結構。以下是八個部份的內容	(Spencer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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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章的學習重點雖然是故事文法，兒童亦可以在訓練過程中透過聆聽
故事初步認識新詞語和新句式。再者，兒童可以透過與教師合作說故事，而嘗
試使用學習新詞語或新句式去表達自己。如第二章所述，聽故事丶說故事是一
個差不多隨時隨地垂手可得，有趣味，亦可以達致多元目標的教學活動。

	 此附錄一共提供八套圍繞校園生活主題的故事圖咭，當中四套的內容
與 Story	Champs®	Level	A 的程度相若，而另外四套則與 Story	Champs®	
Level	B 的程度相若。教師可按需要選擇合適的故事進行教學。

故事主題參考 :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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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A Level B
1.愛種植的小熊

2.小熊的日常

3.生日會

4.愛清潔的小熊

1.第一天上學

2.霸道的小熊

3.不愛吃水果的小熊

4.茶點時間

附錄 : 故事圖咭



Level A: 故事 ( 一 )
愛種植的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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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A: 故事 ( 二 )
小熊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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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A: 故事 ( 三 )
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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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A: 故事 ( 四 )
愛清潔的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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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B: 故事 ( 一 )
第一天上學

37



Level B: 故事 ( 二 )
霸道的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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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B: 故事 ( 三 )
不愛吃水果的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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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B: 故事 ( 四 )
茶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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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專心聆聽，敢於推論

	 聆聽是語言學習中不可或缺的能力。兒童必須透過聆聽去掌握語言
中不同的語音，及理解詞語、句式及話語的內容。專心聆聽是語言理解的
先決條件，而語言理解是建構不同的概念和學習新知識的鑰匙。		

語言理解的兩個向度

	 Bishop	(2014) 提出語言理解可分為由下而上	(bottom-up)	及由
上而下 (top-down) 兩個向度。兒童需要運用由下而上的方式接收和理
解說話中的聲音、文字、語句等，從而掌握話語的基本內容。同時，兒童
亦需要用由上而下的方式，透過連繫已有知識和經驗，在腦海中建構出一
個有系統的框架。在聆聽過程中，兒童透過框架，就可以更迅速地預測話
語內容中的重點訊息，從而提升理解過程的整體效率。由上而下的理解能
力，亦使兒童更有效地就話語內容進行預測、推論和歸納 (Renukadevi,	
2014)，	以達致對內容有更豐富和深切的理解。能夠由上而下配合由下而上
去理解話語，對兒童往後讀寫能力的發展及學業表現尤其重要。

由下而上 (bottom-up) 的理解

內容理解

語句

聲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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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節將會介紹如何提升兒童專心聆聽的能力，讓他們除了能夠理
解話語內容的表面意思之外，亦從小培養用語言去預測和歸納知識的能力。	

表面意思 預測、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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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 (top-down) 的理解

已有知識
和經驗

有系統的框架

話語信息



預測、歸納

已有
知識

過往
經驗

口語推論和看繪本說故事

	 口語推論需要兒童運用已有知識及過往經驗，就話語內容進行預測和歸
納。看繪本說故事是是一個適合提升兒童口語推論能力的活動，因為故事有清
晰的機模	(schema)，能夠為兒童提供具意義及有系統的情境。Dawes	(2017)	
提出透過看繪本說故事進行口語推論能力訓練。在訓練過程中，教師運用不同
的策略，提升有發展性語言障礙兒童對故事字面內容的理解，及對故事隱藏意
思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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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兒童口語推論能力的策略

一． 在故事活動中加插字面理解及推論理解的問題

	 說故事的過程中，教師可以提出不同的問題與兒童進行互動。問題一方
面可以令兒童更專注和投入於故事聆聽之中，另一方面亦可以幫助兒童更準確
掌握故事中的關鍵內容和進行深入思考。一般有關表面內容的問題多數圍繞故
事中的主要元素（例如：	時間、人物、地點、事情），旨在讓兒童更準確地
理解故事發生的背景及事件中的主要情節。推論問題一般需要兒童細心聆聽故
事內容，並結合以往的知識和經驗進行預測或推論。

專注聆聽
及口語推論

    示範
「放聲

        思考」

聯繫過往
經驗及進
行預測

視覺
組織圖

加插提問

訂立明確
推論目標
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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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水牛喺啲泥漿下面同大熊打招呼。佢笑笑口咁話 :『我唔係想嚇你架，我          
            只係想問你想唔想入嚟咋嘛。』」
教師 :「你哋估吓點解水牛喺啲泥漿度跳咗出嚟嘅 ?」
兒童 :「因為佢想同大熊一齊玩。」

繪本 : < 非常勇敢的大熊 >

除了向兒童直接提問之外，教師亦可以在說故事的過程中以「放聲思考」方式
示範和鼓勵兒童進行推論。在放聲思考的示範中，教師可以在適當的故事情節
以「我估」、「我諗」等語句向兒童示範如何就故事內容進行預測和推論。

教師 : 「大熊企喺嗰舊郁吓郁吓嘅木頭上面好似好驚咁，我估佢唔知水牛喺啲泥             
             漿下面架。」

繪本 : < 非常勇敢的大熊 >

二． 示範「放聲思考」

三． 聯繫過往經驗及進行預測

	 教師可以透過問題提示兒童聯繫故事內容與過往的知識或經驗。此策略
可以鼓勵兒童嘗試預測故事的發展和結局。

                               

繪本 : < 非常勇敢的大熊 >

四． 訂立明確的推論目標及策略

	 在說故事的過程中，教師可以用不同方式突出推論的學習目標及不同策
略的運用，以幫助兒童在活動中更主動聆聽和增加他們思考的動機。

繪本 : < 非常勇敢的大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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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見過 ? 幾時見過呢 ?」
教師 :「呢個故事係講大熊同埋水牛架。你哋以前有冇見過大熊同埋水牛呢？喺邊

教師 :「我哋今日嘅目標係要攪清楚故事裏面人物嘅感受，我哋要記住故事裏面有                                 
關感受嘅詞語同埋呢啲詞語嘅意思。我哋嘅目標係咩呀 ?」



五 . 運用視覺組織圖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運用視覺組織圖去協助兒童更具體理解及重溫
故事的主要內容和故事的整體結構。教師可以運用代表不同故事元素的圖標，
並運用簡單的繪圖與兒童記錄故事的重要細節。

總結

	 專心聆聽是語言理解的先決條件。語言理解既可以表面膚淺，也可以深
入透徹。教師透過不同策略，可以幫助兒童利用已有知識和過往經驗去理解話
語，並進行預測、推論和歸納，令所學的知識更豐富和更全面，為將來學習打
好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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