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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融：世界華語教學的策略與實踐

研習内容：

我每天早七時，下午三時和晚上五時拍攝天空的雲，並透過手機程式
「我的天文台」記錄當天的天氣。

研習結果及建議：

從書中我認識了雲的四大家族，分別是高雲、中雲、低雲和直展雲，當
中又有十種雲屬。晴天最常見的是卷雲和積雲。在我拍攝的相片中，最常出
現卷雲。就像 5 月 7 日，早上和下午三時的雲很好看，像絲綢又像羽毛，那
就是卷雲。接下來幾天白天的天氣都很熱，大部分時間沒下雨。

最特別是第一天（5 月 4 日）做的紀錄。那天晚上天文台懸掛了黃色暴
雨警告訊號，那天下午三時我看見的雲像一大塊泡泡，原來那是下大雷雨前
常出現的積雨雲，令我印象深刻。老師說得真對，不同的雲真的代表不同的
天氣。

認識不同的雲，讓我知道雲和不同天氣的關係。我又覺得不同的天氣會
有不同的心情。遮天蔽日的雨層雲令我心情也變得沉甸甸的，因為我被困在
家中不能和朋友出去玩耍。天空出現卷雲和積雲即代表天氣明朗，不單可外
出做運動，有時還可以看見絢爛的晚霞呢！

研習感想：

認識雲和不同天氣的關係，讓我覺得自己也可以預測天氣。雲是抬頭可
見的大自然景象，它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要多些認識它，這樣既可以
瞭解天氣變化，更可以提醒我們愛護環境。

這次研習也令我體會到每天記錄和拍攝雲真不容易，要麻煩媽媽在七點
前叫我起床。我家的窗戶貼了防蚊網，拍出來的相片看得不太清楚雲的形
狀，肉眼就沒什麼影響。

這次研習，令我更敬佩科學家們的毅力和恆心，沒有他們的付出，我就
不能在書中學到這麼多的知識。

表 4：C 小學同學的專題報告文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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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成果看以STEAM促進語文學習的成效

4.2 專題報告

對香港學生而言，專題報告可算是尋常的學習模式（課程發展議會，2017），
有學校通過跨學科的形式按學期或年度舉辦專題研習活動，也有學校騰出常規課
時，讓不同學科的教師更有系統地指導學生探索專題。但是，跨學科的專題研習
甚少由中文科主導。因此，STEAM 專案在中文科引導學生完成專題報告，這一
舉措無疑為學生創設另類學習中文的情境，對中文科的教師和學生都是嶄新的嘗
試。

在眾多參賽的專題報告中，參加「公開組」比賽的小四學生作品《探討雲和
不同天氣的關係》最能體現專案的精神和活動的初心―學生能從生活中發掘專
題探究，而又能有條不紊地以文字說明研習心得。有關報告的文稿見表 4 整理。
誠如評審點評：「一個四年級學生，用最直接的方法，收集數據，進行研究，然
後探討雲和不同天氣的關係。這是一個實而不華的 STEM 研習專案……」。如表
4 所示，報告的綱目分明，從研習動機、研習方法、研習內容、研習結果及建議
到研習感想，雖然篇幅短小，但已經面面俱到，並表現科普與人文結合的學習重
點。例如作者一方面引述中國俗諺「魚鱗天，不雨也風顛」，反映民間智慧，同
時又仿效嚴謹的科學方法，持續定時觀察天文現象。此外，報告不時提及教師的
指導、個人的探究方式、判斷準則和觀察紀錄等，並按觀察所得驗證書本的知識
和教師的指導―「老師說得真對，不同的雲真的代表不同的天氣」，可謂理論
與實踐並重，是不折不扣的專題研究。

《探討雲和不同天氣的關係》

引言／研習動機：

每天，我們都會看見大大小小、形狀不同的雲，有時像大泡泡，有時像
魚鱗，有時像羽毛。

老師說，不同的雲代表不同的天氣；中國諺語說「魚鱗天，不雨也風
顛」。因此，我想對雲瞭解多一些，認識多一些。

研習方法：

1. 看書籍  2. 拍照片  3. 記錄天氣  4. 寫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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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融：世界華語教學的策略與實踐

細看這個《我是小 Maker．動手做科學玩具》的閱讀報告，內容摘要只有四
句：

作者一步一步仔細地教大家動手做多款科學玩具，例如空氣炮、大炮

台等，並且透過「試玩」影片使讀者更能清楚瞭解玩具的玩法，十分有趣

和吸引。此外，作者還詳細地講解這些玩具所應用到的科學原理，並

延伸到生活的實例中，就如空氣炮所應用的空氣流動原理，原來我們常見

的乾手機也運用了這原理呢！ 這是一本內容充實有趣，圖文並茂的科

學讀物，深入淺出，簡單易明，讓我們創造出既環保，又好玩的科學玩具。

如果大家想成為一位出色的小創客，這本書必定適合你！

其中句  直接指出圖書的功用及表達手法，句  舉例說明閱讀的收穫（發
現），句  進一步評價圖書吸引讀者之處，句  重新推薦圖書。摘要內容充實
而結構緊密。至於讀後感想也不過八句，同樣能扼要道出所思所感，體現說明文
類簡單而平實的表達手法：

你有試過自製科學玩具嗎？ 原來自己動手做科學玩具既簡單，又有

趣。除了學會製作小玩意外，我還明白到這些玩具所應用到的科學原

理，而且這都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真的令我獲益良多啊！ 我

完全投入在這個閱讀和創作的過程中。從「動手做」中學習，發揮「小

宇宙」，動動腦筋去思考和解難，很有滿足感。

總的來說，我十分喜歡這本書。希望我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多加運用

所學，創作更多環保和實用的科學作品。大家也一起動手做吧！

讀後感想的句  和句  以問答引入自製科學玩具的圖書主題，句  正是閱
讀的最大收穫，句  描述閱讀狀態，句  交代對閱讀過程的享受，句  總結立
場，句  表達展望，句  呼籲其他讀者參與。如評選教師所言，從選材、舉例
到表達真情實感，學生都關注到讀者接收的信息，以確保報告能有效傳意。可見
通過 STEAM 的閱讀及寫作活動，小學生能夠培養與人溝通的意識，也注意到表
達的目的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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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成果看以STEAM促進語文學習的成效

固然實至名歸，同時也為閱讀報告形式帶來鮮活的啟示―教師不妨鼓勵學生發
揮，報告無須局限於純文本文字。再者，只要題材新穎，表達形式活潑（文字扼
要，附有插圖），小學生讀者甚或對報告樂此不疲，活學活用，誠如評選教師的
評語：「相信看完她的閱讀報告的小讀者，一定很想借閱《小栗的昆蟲日記》。」

對學生的創意，教師總會充分肯定，但在日常的教學中，教師更關注的是學
生能否掌握學習重點。STEAM 專案強調與日常教學結合，鼓勵參與學校調適校
本課程，而並非增加教學的負擔。因此，不同學校均可以按校情及參與年級的需
要，而舉辦專案活動。以閱讀報告為例，個別學校曾為比賽設計特定的工作紙，
訂明報告要求的內容和表述方式。無論最終是否獲獎，工作紙無疑為學生提供閱
讀報告的鷹架（陳昇飛，2006），讓學生得以有系統地認識說明文類的表達手法。
例如圖 2，按教師指引，學生不但摘要說明閱讀圖書的內容和讀後感想，還在指
定位置加插了圖書封面，與文本相映成趣。

 圖 2：B 小學同學的《閱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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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閱讀報告

對有趣的讀物，學生其實並不抗拒閱讀；學生抗拒的，往往是閱讀後要完成
的「報告」。由於專案有特定的閱讀題材要求，獲獎作品不時反映學生對科普內
容的驚喜發現，例如讀完《小栗的昆蟲日記》，在約 400字的報告中（見如圖 1），
當時小四的讀者用了較多篇幅（257 字，63.4%）抒發感想：

……書中令我最深刻的一篇日記是《昆蟲之王》—螳螂。原來螳螂交

配時，雄螳螂如果不小心就會被雌螳螂吃掉。嘩！真叫我大吃一驚！

從前的我，一向不喜歡昆蟲，總覺得小昆蟲很骯髒，也生怕牠們會爬到

我的身上咬我一口。但是這本書令我對昆蟲的瞭解加深了，我認識到牠

們的生活習性，可愛的插圖使我看到昆蟲也有漂亮的一面。我現在覺得

昆蟲沒有那麼可怕了。

 圖 1：A 小學同學的《閱讀報告》

從製作精美、圖文並茂的成品可見，圖 1 的小讀者不但把書中提過的不同昆
蟲圖示及名稱逐一標示，對讀本內容印象深刻，而且報告的「內容摘要」和「讀
後感想」都寫在不同的「葉片」上，營造一個切合題材、昆蟲生活的自然環境，
閱讀的投入程度和報告的心思，可見一斑。這樣別出心裁的《閱讀報告》，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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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呈現在大家面前的專書，是肇始於兩年前線上舉辦的「第十屆華文教學國際
論壇―二十一世紀全球視野下的華語文教學」（2021.12 香港）。在之前高雄
舉辦年會上，我們榮幸承擔了主辦第十屆華文教學會議的任務。這一決定的主要
目的是為了促使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深入探討、交流心得。會議
由新加坡華文教師總會聯同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共同主辦，原本計劃現場
舉辦，卻因突如其來的疫情而未能如願。經過與新加坡同仁的充分商討後，我們
決定將這次的國際學術會議轉為線上舉辦，借助新科技實現不同地域的友人和同
行之間的線上交流。儘管面臨著突如其來的變故，會議依然十分順利地開展。除
了四位來自香港、新加坡、澳洲及美國的主講嘉賓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之外，論
壇還收到了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數十篇同行專家的學術論文報告，完美地實現了
論壇的目標。

這本專書是在大會結束後衍生的。我們特意邀請了與會學者參與投稿，經過
專家匿名評審，最終選出了十八篇論文，分為七個主題進行了精選收錄。專著的
書名使用「文化共融」字眼，正跟華文教學國際論壇的設立宗旨一致―聯繫華
人社會，提升世界華人的凝聚力和認同感。書中的篇目主題主要圍繞在新時代的
華文教育、評估與測試、科技與華文教學、語言習得與心理、教學策略、教材編
寫與課程設計，以及非華語教學等多個方面。撰文作者主要來自香港、澳門和新
加坡三地的高校或前線教師，他們不僅具有豐富的學術背景，還擁有豐富的教學
經驗。透過這些文章，他們與讀者分享了他們對世界華語教學課題的深刻見解。

這本書旨在為華語教研人才提供一個交流和討論的學術平台，同時也希望向
全球關心華語教學的大眾展示學術界當前關注的重要課題。這對於持續推動這一
學科的發展，培養更多的教研人才，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最後，我謹代表組稿、約稿、審稿的同仁，向所有貢獻論文的專家學者表示
誠摯的謝意，同時也要特別感謝香港教育大學縱橫資訊科技文化創新中心的慷慨
支持，為本專書的印刷提供了寶貴的經費。

這本專書將為華語教學的研究和實踐提供新的視角和啟發，期待它能成為學
者、教育工作者和學生的重要參考資料。

張連航
202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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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成果看以STEAM促進語文學習的成效

固然實至名歸，同時也為閱讀報告形式帶來鮮活的啟示―教師不妨鼓勵學生發
揮，報告無須局限於純文本文字。再者，只要題材新穎，表達形式活潑（文字扼
要，附有插圖），小學生讀者甚或對報告樂此不疲，活學活用，誠如評選教師的
評語：「相信看完她的閱讀報告的小讀者，一定很想借閱《小栗的昆蟲日記》。」

對學生的創意，教師總會充分肯定，但在日常的教學中，教師更關注的是學
生能否掌握學習重點。STEAM專案強調與日常教學結合，鼓勵參與學校調適校
本課程，而並非增加教學的負擔。因此，不同學校均可以按校情及參與年級的需
要，而舉辦專案活動。以閱讀報告為例，個別學校曾為比賽設計特定的工作紙，
訂明報告要求的內容和表述方式。無論最終是否獲獎，工作紙無疑為學生提供閱
讀報告的鷹架（陳昇飛，2006），讓學生得以有系統地認識說明文類的表達手法。
例如圖2，按教師指引，學生不但摘要說明閱讀圖書的內容和讀後感想，還在指
定位置加插了圖書封面，與文本相映成趣。

 圖2：B小學同學的《閱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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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靈活自主學習：以「非華語人士自學中文教材：日常生活300詞」設
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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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可預測性圖畫書提升非華語幼兒閱讀興趣之教學研究

準備階段和報告階段；教學模式以小組活動為主，教師從旁協助鼓勵幼兒與幼兒
之間參與和交流。而任務後階段則以書面語言輸出為主，強調語言聚焦（language 

focus）包括分析和練習階段，教師可根據學習者不懂或用得不好的語言形式加
以說明和練習，達致任務的輸出（書寫報告 / 閱讀報告）。

同樣的，本港的研究專家亦認為，任務型語言教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指的是透過以「任務」為中心、相互關聯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在具
體的語境下學習語言結構、詞彙或篇章，有目的地使用中文分享信息和解決問
題，形成「互動性課堂教學（interactive classroom teaching）」（叢鐵華、祁永
華和岑紹基，2012；許守仁和林偉業，2014）。

故此，任務型語言教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主要以溝通、任
務與意義為基本原則，並將「任務」作為語言學習過程的主要活動，強調以能達
成溝通功能的任務為主，重視幼兒在實際情境的溝通能力以及課室中的師生互
動。換句話說，任務型教學法強調的「任務」，其實就是根據教學內容設計的教
學活動，更好地幫助幼兒學習和使用語言溝通與表達。

三、研究方法

基於研究目的對照相關文獻資料，本文擬採用設計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此種研究方法最初由 Brown（2007）提出，認為教育研究的目的主
要是發展出可以應用在教學實務的理論，並依此理論設計教學方案，進而改進教
學，稱之為設計實驗法（design experiment）。另外，為了尊重參與研究對象的
私隱，本研究提及的幼兒姓名和機構名稱皆以化名代替。現具體說明如下：

3.1 研究場所

本研究所選取的研究場所位於九龍區的公共屋邨，是基督教會轄下的非牟利
幼稚園，亦參與了香港教育局「免費優質幼兒園教育計劃」。以下稱為花花幼稚
園。在課程的設置上，嚴格按照香港教育局（2017）《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的
新要求，採用單元加角落教學，並配合坊間的「認知與生活學習」教材套。在校
長的帶領下，以優化「親子閱讀」計劃，為 2020-2021 學年首要關注事項，積極
培養幼兒的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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