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年度非華語中文支援小組 

檢討報告 

 

計劃目的及服務對象 

非華語中文支援小組的服務對象是本校一至三年級的非華語學童，主要為非

華語學童提供中文輔導、提升學童的中文學科基礎知識及提高學童於學習中文科

的興趣和信心。 

本年非華語中文支援小組於逢星期五全方位學習時段進行，每節一小時，一年

級 3 人，二年級 2 人，三年級 1 人，學生共 6 人。 

 

 

課程內容簡介 

 本小組課程主要依照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閱讀能力學習成果」

及「寫作能力學成果」設計，由本校中文科教師參考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教

材套及「廣東兒歌」規劃，課程包括小一至小三的進度。 

由於中國語文的句子和文章段落，均以語素和詞組組成，為了讓學生裝備扎實

的語文基礎，故本年課程除了恆常學習「閱讀理解」、「寫作短句」，還特別增強學

認識不同的詞類。同時，為提高學生學習華語的興趣，在第二和第三學期，選劃

一些益智、具備各式詞類的「廣東兒歌」為教材，以「唱歌學華語」的形式教學，

希望學生能享受學習中文的樂趣，也提升對中國語文的語感、發音和唱說能力。 

本年課程一至三年級三組學生的學習項目一致，只是各級的學習內容盡量因應

學生當時的能力、程度作出編排： 

小一課程具體內容包括：辨認字詞﹔字形結構﹔詞類的認識﹕名詞、動詞、形

容詞、疊詞、數詞、量詞﹔廣東口語、慣用語和書面用語；認識句子基本結構、

使用形容詞和副詞造句﹔閱讀理解﹔朗唱兒歌、詩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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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課程具體內容包括：辨認字詞﹔字形結構﹔詞類的認識﹕名詞、動詞、形

容詞、疊詞、數詞、量詞﹔廣東口語、慣用語和書面用語；認識句子基本結構、

使用形容詞和副詞造句﹔閱讀理解﹔朗唱兒歌、詩歌等等。 

   小三課程具體內容包括：辨認字詞﹔字形結構﹔詞類的認識﹕名詞、動詞、形

容詞、疊詞、數詞、量詞﹔廣東口語、慣用語和書面用語；認識句子基本結構、

使用形容詞和副詞造句﹔閱讀理解﹔朗唱兒歌、詩歌等等。 

 

成效檢討 

 

一、【中文科考試成績】 

本校全學年共分為第一、第二和第三次考試，以下是第三次考試與第一次考試

成績的比較分析。 

根據 2017 年度非華語中文支援小組周年工作計劃，成功指標為 50%學生的學

科考試成績有進步。在此計劃下，學生本年成績分析如下： 

 

〔小一成績分析〕 

3 名小一學員的中文科全年成績進步幅度為：閱讀卷 66%、寫作卷 100%、聆

聽卷 50%、說話 66%。(成績分析見附件一) 

小一非華語學員的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四卷的成績指標達成。 

本小組於第一次考試前的課程，多以認寫生活字詞及閱讀理解為學習內容﹔

期後，因應小組學生句含不同小數族裔﹕印尼、菲律賓、巴勒斯坦，而且年紀幼

小，喜歡動態學習，故在第二和第三次考試前，嚐試以「廣東兒歌」為學習媒介，

以滲透方式讓學生從喜愛音樂旋律，以致投入學習語文。當學生鞏固了字詞認寫

和各詞類特性的基礎，以便掌握句子的組織元素，有助提升「閱讀理解能力」和

「短句、看圖寫作」等能力。「說話」方面，「唱歌學中文」增多了學生朗詠歌詞

的機會。課堂上，學生一邊看動畫，一邊聽旋律，又一邊念唱兒歌，加速了掌握

字詞音律和講說句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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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其中一名學生在開學兩個月後才加入小組，在適應和跟進上已見努力和

進步，例如在閱讀、寫作和說話三方面成績均有些微提升，但由於聆聽部分欠佳，

只有 20 分，因而將整體中文科成績拉跨了，同時致令小組內的一年級成績提升的

比率降低。 

從課堂觀察所見，南亞裔學童一般的專注和集中能力較弱，故需要在「聆聽

和專注能力」上加強培訓練習。 

 

〔小二成績分析〕 

2 位小二學員的中文科全年成績進步幅度為：閱讀卷 100%、寫作卷 50%、聆

聽卷 50%、說話 50%。(成績分析見附件一) 

本學年讀、寫、聽、說四個項目的學習成績均能達標，主要是學校中文科課

程配合，加上小二學員的識字率提高（見附件二），以致持續進步；另一方面，第

二及第三次考試前，轉以「唱歌學中文」的學習模式，有利學員發揮已習字詞和

掌新學的知識。同時，編排課程時回應了上年度檢討報告的分析，在第三次考試

前，曾增添標點符號、詞彙運用、閱讀理解和寫作等練習，學生更能夠掌握考核

的內容和形式，成績穩定調升。 

 

〔小三成績分析〕 

小三學員中文科全年成績的進步幅度為：閱讀卷 100%、寫作卷 0%、聆聽卷

100%、說話 100%。﹝成績分析見附件一﹞ 

本學年小三學員在閱讀、聆聽、說話三項學習成績均能達標，主要是學校中

文科課程配合。還有，學員的個性在聽從指導方面表現困難，又在閱讀和書寫中

文字時表示討厭學習中文，以及中文字的「筆劃多」。因此，老師派她擔任「小老

師」指導組內小一生，之後，她顯得積極上課和提問，反而透過小一的習作學會

了很多她從前不熟稔的基礎語文知識。 

另一方面，第二和第三次考試前，更新了教學策略，試以「唱歌學中文」的

形式學習，幫助學員投入學習。還有，因應學員的程度所需，在第三次考試前，

增加了標點符號、詞彙運用、閱讀理解和寫作等各項練習，學員對考試內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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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比前熟習，成績稍為提升了(包括閱讀、聆聽和說話三個學習範疇)。 

    在寫作能力方面，三年級學員本不乏對語言的理解、分析和表達能力，只是

需要著力加強「辨寫字詞」、「詞組或句子結構」的培訓，讓學生能以「我心寫我

口」，將思維所能組織的事理暢順表達出來。 

 

 

二、【提升基礎知識】 

     非華語小組的一至三級學生於過去一年在學年初、學年中、以及學年完結前

(2017 年 9 月、2018 年 1 月以及 2018 年 6 月)以「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之

教材「香港初小學生中文讀寫能力評估」「一分鐘讀字詞語表」共進行了 3 次一分

鐘讀字測試。 

小一學生在「一分鐘讀字」識字的數量增加最少是  6 個，最多是 41 個﹔  

小二學生在「一分鐘讀字」識字的數量增加最少是 10 個，最多是 25 個﹔ 

小三學生在「一分鐘讀字」識字的數量增加是 7 個。 

1. 據參考資料，小組整體的識字量均有提升。 

2. 越低年級的學生識字的增長比率越高。 

3. 三年級學員進步幅度最少。 

4. 全年課堂觀察以及習作表現﹕一年級學員在小組中最年幼，較願意接受教師和

學長引導，加上相對幼稚園階段時識字量少，特顯識字量提升幅度最多。而二

年級學員課堂學習的態度保持積極﹔習作、課業表現良好，故基礎相對穩固，

成績持續進步。三年級學員只有一至二年級的中文程度，根基有待扎實﹔加上

學習態度和練習時的表現不穩定，故基礎語文知識雖然有所提升，但末能表現

本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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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興趣提升】 

    根據 2017 年度非華語中文支援小組周年工作計劃，70%學生表示小組能「提

升學習興趣」。依學生和中文科科任教師問卷，有關表現分析如下： 

「非華語學生對學習中文感興趣」有 60%教師表示「同意」，20%教師表示「非常

同意」。 

學生以文字表達意見如下﹕ 

1. 「希望以唱歌形式學習中文」。(這是本年「非華語班」更新的學習模式。) 

2. 「希望明年可以(繼續)入非華語小組」。 

3. 「我希望明年都是非華語班學生」。 

4. 「希望明年也可以(繼續)入非華語小組呢！」 

5.  我希望可以學更多中文。 

     過去有 83%學生以口述回應喜歡在非華語班學習中文、對活動感興趣。 

     他們在問卷中寫到﹕希望「多些遊戲」、「我喜歡歌曲和遊戲」。學生們都較

取向以遊戲活動方式學習。 

    在編排課程中，為顧及課堂空間有限，並要配合「縮短」學員間彼此習進度

的距離，除了運用部分課堂時間進行活動、遊戲外，所以同時需要保留部分時間，

教學基礎的語文知識。例如認讀字詞、閱讀理解、跟進改正等。 

    期望來年繼續按照學生的能力和興趣，盡量以他們喜歡的學習形式編排，例

如以「拼圖形式」學習句子結構﹕重組句子或小段、續寫句子等。 

 

 

 

 

 

 

 

P.5 



 

總結 

整體而言，雖然參加非華語課程學生學習的能力強弱項不一，但根據學生問卷

（見附件三），無論是課程內容、課堂氣氛及學生表現，學員對小組整體的成效多

選擇「同意」或「非常同意」，顯示學員願意於組內學習中文，本小組的課程能提

升他們的中文水平及學習興趣。 

根據教師問卷，去年全部二年級科任老師對課程內容表示不了解，顯示來年(即

本年)需與科任老師加強溝通。而本年認為「非常同意」「課程設計對學生的學習

有幫助」的二年級科任教師有 50%（見附件四）﹔表示「同意」的教師有 33%。

另外，三年級科任老師對課程見成效選擇「同意」。  

整體而言，顯示「課程有助改善學員中文程度」的比率有所提升；有 67%科

任教師表示「同意」學生表現「有進步和改善」，或「有興趣學習中文」﹔33%科

任教師表示「非常同意」。相對去年而言，華語班學員整體的學習表現已有提升。 

展望來年，本小組可繼續編排以識字為主、豐富詞彙詞組的「基礎語文能力」

課程，鞏固和加強非華語學員的中文水平﹔加入不同學習活動，以保持、提升學

習興趣和動機﹔明白通曉華語的重要性，繼而認真和勤奮學習，融入華人社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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