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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7 增長幅度

總數 20,999 31,414 49.6%

資料來源：教育局(2018)

香港少數族裔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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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缺乏中文作為第二語言之訓練和教學經驗，亦無
中文第二語言課程

• 學生依賴課堂學習中文，只具備基本能力，知識面狹
窄

• 學習方法以強記為主，不符合學生活潑好動的性格
• 學習困難<--> 學習動機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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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中文二語的困難

1. 教師缺乏有效支援
（羅嘉怡、謝錫金, 2012；

林偉業、張慧明、許守仁，2013；
叢鐵華、岑紹基、祁永華，2012；
謝錫金，祁永華、岑紹基，2012；
關之英，2012）



2. 學生學習差異大

源於：

• 學生在港的年期不同

• 常常缺課

• 分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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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長的
非華語學生

本地學生

剛來港的非
華語
學生

（羅嘉怡、謝錫金, 2012；
林偉業、張慧明、許守仁，2013；
叢鐵華、岑紹基、祁永華，2012；
謝錫金，祁永華、岑紹基，2012；
關之英，2012）

學習中文二語的困難



3. 缺乏合適的學習材料

• 坊間的教材不合適：

深淺程度不配合

少針對學習差異

未能連繫非華語學生的生活、文化背景

• 設計/調適校本教材：
仍然要面對學生學習動機的問題

老師要自行更新內容，工作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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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中文二語的困難

（羅嘉怡、謝錫金, 2012；
林偉業、張慧明、許守仁，2013；
叢鐵華、岑紹基、祁永華，2012；
謝錫金，祁永華、岑紹基，2012；
關之英，2012）



4. 學生缺乏學習動機

• 家庭背景(如：父母的中文能力、家庭對中文的
重視程度、家庭語言、對未來的計劃)

• 日常生活中使用中文的頻率

影響學習中文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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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深、
難學

日常生活不
需要
用中文

學習中文二語的困難

（羅嘉怡、謝錫金, 2012；
林偉業、張慧明、許守仁，2013；
叢鐵華、岑紹基、祁永華，2012；
謝錫金，祁永華、岑紹基，2012；
關之英，2012）



5. 缺乏家庭支持

• 非華語學生的家長大多不會中文

 與學校溝通困難

 未能對學生學習中文作出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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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受訪的非華語家
長認為他們無法幫助
子女完成家庭作業

76.6%受訪的非華語家
長認為子女學習中文
時遇到很大困擾

學習中文二語的困難

（羅嘉怡、謝錫金, 2012；
林偉業、張慧明、許守仁，2013；
叢鐵華、岑紹基、祁永華，2012；
謝錫金，祁永華、岑紹基，2012；

關之英，2012）



表音文字(例如英文) 表意文字(例如中文)

10

世界上人們使用的語言系統，大概可以分成兩類：

• 大部份非華語學生的母語屬表音文字
• 表音文字的拼寫系統與表意文字有很大的分別

(Courcy, 2000)

學習中文二語的困難

6. 不同性質的語言系統



• 表音文字

• 例如英文

• 非華語學生的母語

• 由26個字母組成，數量有限

• 形音的連繫較清晰

• 聲符容易辨識

• 字詞之間有區間

 表意文字

 例如中文(繁體字)

 由部件組成，數目達445個，部首
也有213個(黃沛榮，2009)數量繁多

 形音的連繫不明顯 (Leong, 1997)

 不易找出聲符

 字詞之間沒有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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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音

單音節

一字多音多調，一音(調)多字，有些音不同但
義相同，有些音義皆不同

聲調及變調：漢字獨有的特質，亦為非華語
學生最難掌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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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音義

一字多義

具有構詞的特徵，一個字可能單獨成詞，也可
組字成詞，可用較少數量的文字構成大量詞語

缺少詞界限(word boundary)，可能造成斷詞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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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培訓他們的說聽能力

逐漸累積口語詞彙

培訓他們的識字能力

學習拼音有助他們掌握發音，但不能過於倚賴 (拼音
也是書面語，由拼音轉譯為漢字增加了認知負荷) 

儲存一定的詞彙量，盡快開始閱讀和寫作

說
聽

識字
/

拼音

寫
字

閱
讀

寫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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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聽
說

識字
寫作

思維

自學

循環不斷的學習週期：

當學生有一定的識字量後，
便應通過閱讀，發展學生的
聽說讀寫、思維以及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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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助第二語言
學與教的重要性

17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羅嘉怡博士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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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mens（2005）提出「聯通主義」學習理論

• 學習者個人為單位，與網路其他成員構成學習網絡

• 知識相互影響，使網絡中的學習者不斷進步

• 學習不再是個人活動，而是通過選擇知識，構建個
人內部和外部知識網絡的生態網絡過程

「聯通主義」學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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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nsky(2001)指現今學生為「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s)
的一代

• 好探索、喜歡圖片、影像多於文字

• 喜歡從多媒體吸收資訊

• 能夠同時與許多人透過網路互動

• 教育系統不符合或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數位時代的學習模式

透過科技輔助於第二語言學習，學生更能掌握
學習內容，甚至能促進自學能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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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8

2019

2020

Pilot 

(2014-15)
Main study 2

(2016-18)

2017

2016

Scale-up + Pilot

(2019-20)
TSSSU@HKU

(2018-19)

Developing phrase 

(online platform & pedagogy)

Scale-up phrase 

(social enterprise model)

(2020-23)
Scale-up

(July-Oct 2020)



學生喜歡使用智慧手機: 拍照、玩網上遊戲、流覽社交
平臺

利用他們的習慣，推動中文學習
發展個人化的詞彙網路 -> 度身訂造、能照顧差異、能
解決問題 (生活、學習、工作)，促進學生有信心用中文
與人的溝通

提高他們的中文能力 -> 發展獨立學習、自學的能力和
習慣 -> 對學業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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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ang是甚麼? 用家的意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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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代表

Multilingual

多語言

Motivation

動機

Mobile 
technology

移動科技

Multimodality

多模態

Master of 
learning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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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ang的理論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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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2011)

Online Learning Model 



RETRIEVING MENTAL LEXICON, BUILDING 
LEXICAL NETWORK
提取心理詞彙，建立詞彙網絡

 Acquiring an extensive 
vocabulary

心理詞彙輔助二語學習，有效
表達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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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IFICATION
遊戲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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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ified learning 
(revision/practice)

 遊戲化學習(温習/練習)，解決
遺忘率高的問題

 學生用mLang卡玩Bingo遊戲，
主動追求更好的學習表現

 以有趣刺激的活動讓學生多聽、
多寫、多說，在無形中鞏固學
生對字詞的掌握

Bingo(賓果遊戲)



老師根據教學需要，設計不同的學習專題(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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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從真實的語言環境搜集學習材料，
製造擁有感和成功感﹗

羅嘉怡、辛嘉華、祁永華、劉文建 (2019)。「動中文mLang」教學法：以移動科技輔助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見羅嘉怡、巢偉儀、岑紹
基、祁永華(主編)，《多語言、多文化下的中國語文教育：理論與實踐》，頁137-150。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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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師設不同專題
2 學生製作字卡

3 老師回饋

4 學生修訂及分享

5 運用及整及資料寫



多媒態輸入

共同建構學習資源庫

個人化的學習內容

內縫的學習經驗

m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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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嘉怡、辛嘉華、祁永華、劉文建 (2019)。「動中文mLang」教學法：以移動科技輔助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見羅嘉怡、巢偉儀、岑紹
基、祁永華(主編)，《多語言、多文化下的中國語文教育：理論與實踐》，頁137-150。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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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ee myself improving. I believe the time

and effort I’ve spent on learning Chinese

is worthy!

Danica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中六級學生

mLang empowered him to be a more effective

learner by discovering the subject knowledge on his own

and receiving immediate feedback from his English

teacher.

Aidan, 
萬鈞伯裘書院中一級學生

When school was suspended due to the pandemic,

mLa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suspending classes without suspending learning”. They

offered our students and teachers consistent guidance

and support, helping us to achieve steady progress in

CSL.

譚仲文老師
地利亞紀念學校 (協和第二中學) 

中文二語科主任

Creating e-flashcards, looking for pictures for

vocabulary words, browsing and liking each other’s

cards, and participating in polls – all these activities

makes learning fun and engaging.

葉加毅老師
地利亞紀念學校 (協和第二中學) 

中文二語科

Our team has built a pleasant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her and she mentioned that she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us next year.

雷婉荷老師
聖公會牧愛小學

英文科老師

的用家意見(節錄)

陳裕鈞校長
聖公會牧愛小學

During this period of school

suspension, mLang has been of

great help for our school.



我們的團隊

Dr. Loh E.K.Y.
Co-Founder & 

CEO

Dr. Lau K.C.
Project  Manager

Mr. Li K.O. (MBC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anager

Ms. Jessica Choi 
ESL Curriculum Officer

Mr. Hugo Lee
Research Officer

Mr. Alan Lam
Software 

Engineer

Mr. Thomas Lo
Software Engineer

Intern

Mr. Marc Mok
Software 

Engineer

Ms. Suzi 

Nicholson
ESL Project 

Advisor

Ms. Ankie Ng
Founder and CEO of 

Shifted

Mr. Howard Ling
Chief Consultant of 

Social Enterprise 

Business Centre;

Founder of Harvester, 

Happy Veggies and 

Happy Ours

Ms. Janice Lao
Director of Group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Hong 

Kong and Shanghai 

Hotels Strategic 

Consultant

Ms. Nicole 

Tavares
ESL Project 

Advisor

Professor Stephen 

Krashen
Emeritus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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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i W.W.
Co-Founder & 

Research and 

Technical 

Director



mLang網上學習平台和教學法：輔助第二語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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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pp.mlang.com.hk

劉國張博士

https://webapp.mlang.com.hk/


《「動中文」發佈會教案舉隅》

《以mLang推展綜合中文能力及
文化交流—單元教學示例》

《網上語文教學優秀案例_mLang
動語文的教學設及教學概念計》

下載教學設計範例及觀看示範影片

22

mLang

Official Website mLang YouTube Channel

34

https://www.mlang.com.hk/
https://www.mlang.com.hk/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13GRf200k_vaKyegnjbfEQ/videos


教育的目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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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的是誰?

教甚麼?

怎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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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教給學生的知識，
明天還管用嗎?

從前我們的學習方法，今天還
適用於我們的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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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每天都在變，
學校教育有跟隨着改變嗎?

社會科學研究
有讓我們的教學
變得更好嗎?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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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視人類的記憶特徵 (magic 7)

 強調部件 (26個獨體字部件) 與結構

 形符、聲符，形聲字

 提供識字策略，解決認字困難

 提取學生的心理詞彙，建立詞彙網路

 著重形、音、義的有機結合

 遊戲化學習和練習，減低遺忘率

「漢字不是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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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移動資訊科技輔助中文作為第
二語言學習的好處

40

1. 以移動科技增加輸入，補學生不足
2. 創設無縫學習平台，並讓學生參與共同開發學習內

容
3. 利用有趣的多元文本，讓學生的貢獻，從而深化和

鞏固學習
4. 於課堂做到即時、互動的協作學習
5. 照顧不同學生個人需要和學習進程和，提供針對性

的回饋

學習興趣
↑

教學成效
↑

自學及解難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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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提供現代科技的知識和技能，
讓非華語學生有趣學中文

(2020-21)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八)

® 



第二部分：mLang 學習平台與教學法

突破藩籬 設計原則

學習示例(二)

中史學習
學習示例(一)

中文學習
教學互動

操作體驗

流 程



https://webapp.mlang.com.hk

用桌上電腦登入平台

帳號 登入名稱 密碼

老師 ssp21.teacher tea123

學生 ssp21.student stu123

https://webapp.mlang.com.hk/


用mLang Apps登入平台

1.登入Google Play Store 或 Apple App Store

2.輸入mlang>點擊mlang>點擊mLang圖像 >輸入登入名稱和密碼

帳號 登入名稱 密碼

老師 ssp21.teacher tea123

學生 ssp21.student stu123



用mLangApps自動登入平台

只需在第一次輸入
「登入名稱」和「密
碼」，以後自動登入
個人帳號

帳號 登入名稱 密碼

老師 ssp21.teacher tea123

學生 ssp21.student stu123

學生只需在第一次掃
描「個人QR code 
label」，以後自動登
入個人帳號



老師在班別創建單元(課文)

加入與課
文主題相
關的圖片

課文名稱

學習目標



老師在單元創建研習作業(說/寫)



老師可配合教學流程設計ｍlang研習作業

給學生

在mLang平台開設班級科目、單元和研習

系列

運用拍照/插圖、錄音和文字輸入功能；

結合: 形(文字)、音(語音)、義(圖片)製作研

習

可同時以書面和/或口語闡述習作: 

(中文或英文、粵語或英語、 其他語言)可

設計一個示例卡讓學生仿效

• 老師可利用「精選卡片」製作示例卡，讓學

生參考

老師製作mLang研習作業 8

意義

語音

字形



老師開放mLang研習的程序

選按需要
解鎖的研習

按詳細
資料欄

按修
改掣

按否
NO

按確認掣



老師用精選卡片功能做示例卡

從圖片庫選
取適合圖片

錄音
輸入文字



學生登入mLang

平台做研習流程圖


按圖登入
單元頁

按圖登入
研習頁看
詳細資料

按聆聽
老師指示

按提交到
做研習頁 按+到附

加卡片頁

按圖片庫
登入尋找
適當圖片

尋找並按
所需圖片

按錄音掣
朗讀詞彙

按提交掣上
傳老師卡片

輸入詞彙
的文字



學生檢視研習任務及參考精選卡片示例

按play

掣聽聲



學生用專題研習功能做練習

按掣
錄音

輸入
文字

插圖

提交

可從圖片
選取圖片



電子學習平台輔助教學

14

電子
筆記簿

電子
練習簿



電子學習平台輔助教學



mLang中文研習設計原則(i+/-1) 

段落組織

(3.3)

句子建構

(2.3)

詞彙搜集
(1.3)

詞彙默寫
(1.2)

句子仿作
(2.2)

段落協作
(3.2)

篇章協作
(4.2)

學習進程

強

中

弱

篇章寫作
(4.3)

詞彙朗讀

(1.1)

句子朗讀

(2.1)

段落仿作

(3.1)

篇章仿作
(4.1)

依存/高控自主/低控

第四階

第三階

第二階

第一階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篇章示範

(4.0)

段落示範

(3.0)

句子示範

(2.0)

詞彙示範

(1.0)

示例卡



https://www.mlang.com.hk/%E5%8B%95%E8%AA%9E%E6%96%87%E7%9A%84%E6%95%99%E5%AD%B8%E8%A8%AD%E8%A8%88%E5%8F%8A%E6%95%99%E5%AD%B8%E6%A6%82%E5%BF%B5
https://www.mlang.com.hk/%E5%8B%95%E8%AA%9E%E6%96%87%E7%9A%84%E6%95%99%E5%AD%B8%E8%A8%AD%E8%A8%88%E5%8F%8A%E6%95%99%E5%AD%B8%E6%A6%82%E5%BF%B5


https://www.mlang.com.hk/%E5%8B%95%E8%AA%9E%E6%96%87%E7%9A%84%E6%95%99%E5%AD%B8%E8%A8%AD%E8%A8%88%E5%8F%8A%E6%95%99%E5%AD%B8%E6%A6%82%E5%BF%B5
https://www.mlang.com.hk/%E5%8B%95%E8%AA%9E%E6%96%87%E7%9A%84%E6%95%99%E5%AD%B8%E8%A8%AD%E8%A8%88%E5%8F%8A%E6%95%99%E5%AD%B8%E6%A6%82%E5%BF%B5


mLang中史研習設計原則(公式=N+/-1) 

考察報告
(3.3)

資料整理
(2.3)

詞彙蒐集
(1.3)

詞彙默寫
(1.2)

資料抄錄
(2.2)

協作考察
(3.2)

協作評論
(4.2)

19

分析評論
(4.3)

詞彙朗讀
(1.1)

資料口述
(2.1)

瀏覽報告
(3.1)

口頭評述
(4.1)

學習進程

第四階

第三階

第二階

第一階

強

中

弱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自主/低控) (依存/高控)



詞彙蒐集 資料整理 考察活動

mLang中史研習設計示例



研習4：篇章建構(圖片、文字-寫作、錄音-說話)(個人)

mLang教學評估四部曲(寫作和說話)

研習3：段落建構(四連圖、文字-寫作、錄音-說話)(小組-協作)

學生應用所建構詞彙和句子，結合習得段落結句式 老師回饋(分組)，展示(課堂)和延伸篇章結構教學

研習2：句子建構(圖片、文字-寫作、錄音-說話)(個人-自主)

學生應用關鍵詞彙及語法句式創建句子 老師回饋(個人)，展示(課堂)和延伸段落寫作教學

研習1：詞彙蒐集(圖片、文字、錄音) (個人-自主)

學生搜集相關詞彙 老師回饋(個人)，展示(課堂)和延伸句式教學

21

學生綜合前期習得，整理成篇 老師回饋(個人)，並展示(課堂)全班觀摩琢磨

老師可因應學生的學習實況，調適設計的mLang研習，以收教學之效

教學

詞彙
形音義

詞彙與
句式語
法組合

不同句
式語法
組成完
整段落

連貫段
落組成
不同文
類篇章

以小步
子方式
建構造
句能力

小步子
方式建
構段落

累積不
同類別
的詞彙

小步子
方式寫
作篇章

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



https://www.instep.edu.hku.hk/chist2021

https://www.instep.edu.hku.hk/chist2021


23老師評改學
生研習作業
並給予回饋

1. 判斷對與錯，
如有錯漏需改正，
發還再做。

2. 做得好/不好，都可以作為「精選」，
好的供學生學習，不好的一齊改正

3. 給予書面評語

4. 給予口語回饋

5. 完成後，記得儲存啊﹗

录音
聆听
录音 停止 删除



學生檢視老師發還的研習作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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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1

學生2

學生3
學生4

學生5

精選
分享

老師豐富的師生、
生生互動

不再只倚賴老
師、課本學習

打破封頂效應

精選卡片的功能



學生檢視被老師精選的mLang卡，
並且互相給like及評語



1. 在課堂展示學生在上一節(研習1)提交的詞彙卡的「精選卡片」，一起

討論觀摩，並鼓勵同學給「」和好評，以示讚賞。(可進行「bingo」

和「配對遊戲」以鞏固學生習得。)

2. 指導學生利用已有的詞彙卡，結合新學的句式，利用mLang卡建構句

子(研習2)；

3. 重複項目1活動，並指導學生利用不同的句子，協作組成一個完整的段

落(研習3)；進而以提問作答方式，指導學生自行建構段落；

4. 利用mLang「連環圖」功能，安排學生每次用一幅圖片和問答模式，

在mLang卡建構成一段；最後把3-4張圖片相關的段落組成一篇文章，

並用作文紙完成篇章(研習4)寫作。

老師利用學生提交mLang卡進行延伸教學



老師安排mLang小組協作活動，
學生異質分組，以強帶弱

輸入
組別

同儕學習、異質分組、以強帶弱

挑選能力較強學生
開組及擔任組長，
邀請其他同學入組

同組學生提交自己
做的mLang卡，
商議修改後，提交
老師評閱。老師亦
可參與討論。



遊戲：配對遊戲 Match game



遊戲：記憶配對遊戲 Memory match game

可邀請同學或老師對戰



 常規教學：詞彙提取與蒐集(口語與書面語)、句子建構、段落篇章

 寫作練習：不同文類的寫作訓練 (TSA看圖寫作)

 說話練習：不同形式口語訓練 (IGCSE中文按圖答問、TSA小組討論)

 聆聽練習：利用學生說話錄音製作聆聽練習

 讀書報告：常規、假期作業或比賽；書面或口頭報告

 周記練習：隨時拍下身邊事情，書面或口述

 隨影即述： (自由發揮，幫助學生提取日常生活詞彙)

32mLang中文第二語言延伸教學策略



感謝您！



透過資訊科技教學
誘發學生的好奇心和創意
徐詩琪老師 羅泳莉老師

17-4-2021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八)



時間 內容

3 Mins 學校簡介

2 Mins 創意的4P

10 Mins 應用Nearpod培養學生創意

10 Mins 應用Padlet 及Kahoot培養學生創意

5 Mins 總結及答問環節

分享流程



School History:
創校歷史

校舍現貌

本校於1926年開始辦學，校舍建於1953年。兩層高的校舍，
除了六個課室外，設有教員室、圖書館、音樂室、電腦室、
閱讀室、加強輔導教學室、言語治療室、籃球場。

本年度成功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興建流動校園電視台及設置
「STEM科創教室」。 (Mobile Campus TV Station & STEM  room)



學校關注事項

• 透過不同的教學設計，

誘發學生的好奇心及創意，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Process

ProductPerson

Place

創造力的評量4P (Rhodes,1961)



創意氛圍量表
ASSESSING THE CLIMATE FOR 
CREATIVITY (AMABILE, 1995)



創意
教學

接納學生
不同想法

運用思維
策略刺激
學生想法

教師示範如
何整合概念
及展示

同儕溝通

開放和自
由的環境

容許學生以
不同方式展

示成果

運用學習材
料整合所學

活動具挑
戰性

(Amabile, T., 1995)



應用NEARPOD培養學生創意



學生背景

• 五年級學生

• 三十人，其中十位是非華語學生



思考問題

課堂移師至網
上，如何能促
進師生互動?

課時縮短，如何能
運用有限課時發揮
最大學習果效?





學習目標

教學目標：
1. 學生透過戲劇活動，掌握故事人物的性格。
2. 學生透過代入諸葛亮角色，運用祈使句。
3. 學生透過學習平台，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展。





教學框架

預習
課文理解

(表層)

網課
課文理解

(深層)

網課及自學

語基、釋詞



教學框架

預習
課文理解

(表層)

網課
課文理解

(深層)

網課及自學

語基、釋詞



透過情緒曲線，掌握人物心理變化



創意
教學

接納學生
不同想法

運用思維
策略刺激
學生想法

教師示範如
何整合概念
及展示

同儕溝通

開放和自
由的環境

容許學生以
不同方式展

示成果

運用學習材
料整合所學

活動具挑
戰性

(Amabile,T., 1995)



教學框架

預習
課文理解

(表層)

網課
課文理解

(深層)

網課及自學

語基、釋詞



角色扮演

• 分組代入人物角色，演繹故事

(周瑜、諸葛亮、魯肅、士兵)

• 運用合適的語氣

• 注意人物心情變化(周瑜、諸葛亮)



創意
教學

接納學生
不同想法

運用思維
策略刺激
學生想法

教師示範如
何整合概念
及展示

同儕溝通

開放和自
由的環境

容許學生以
不同方式展

示成果

運用學習材
料整合所學

活動具挑
戰性

(Amabile,T., 1995)



牆上的角色

https://collaborative.nearpod.com/reports/350584004/fbff0b2a7f3006732f41908ec216d997


牆上的角色

https://collaborative.nearpod.com/reports/350584004/fbff0b2a7f3006732f41908ec216d997


牆上的角色

https://collaborative.nearpod.com/reports/350584004/fbff0b2a7f3006732f41908ec216d997


牆上的角色

https://collaborative.nearpod.com/reports/350584004/fbff0b2a7f3006732f41908ec216d997


善用校本字詞庫提取情緒詞彙



善用校本字詞庫提取情緒詞彙



創意
教學

接納學生
不同想法

運用思維
策略刺激
學生想法

教師示範如
何整合概念
及展示

同儕溝通

開放和自
由的環境

容許學生以
不同方式展

示成果

運用學習材
料整合所學

活動具挑
戰性

(Amabile,T., 1995)



教學框架

預習
課文理解

(表層)

網課
課文理解

(深層)

網課及自學

語基、釋詞



祈使句







https://padlet.com/vikkitsui/huxwye9eessoinw4


創意
教學

接納學生
不同想法

運用思維
策略刺激
學生想法

教師示範如
何整合概念
及展示

同儕溝通

開放和自
由的環境

容許學生以
不同方式展

示成果

運用學習材
料整合所學

活動具挑
戰性

(Amabile, T.,  1995)









透過競賽評估學生對字詞的理解能力



創意
教學

接納學生
不同想法

運用思維
策略刺激
學生想法

教師示範如
何整合概念
及展示

同儕溝通

開放和自
由的環境

容許學生以
不同方式展

示成果

運用學習材
料整合所學

活動具挑
戰性

(Amabile, T., 1995)



應用PADLET培養學生創意(評估)



創意思維(creative thinking)

何謂創造力及創意思維？儘管心理學家及教育學家對創造力及創意思維有不同的說法，
所下的定義亦數以百計，他們普遍認同二者具有「二思」、「三面」、「四心」、
「四期」、「五力」、「五段」、「六P」等特徵。



四心
(WILLIAMS, 1980)

美國學者WILLIAMS認為，一個富於創造力的人，在情意態度方面具
有以下特質(WILLIAMS, 1980)：

(A) 好奇心：對身邊周圍的事物感到懷疑，不斷提出疑問。

(B) 冒險心：有猜測、嘗試、實驗及面對批評的勇氣。具有堅

持己見及應付未知狀況的能力。

(C) 挑戰心：具有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能將邏輯條理帶入混

亂情境中，並洞察出影響變動的因素。

(D) 想像心：能構想出各種意念，並加以具體化。



創意
教學

接納學生
不同想法

運用思維
策略刺激
學生想法

教師示範如
何整合概念

及展示

同儕溝通

開放和自
由的環境

容許學生
以不同方
式展示成

果

運用學習
材料整合

所學

活動具挑
戰性

(Amabile,T., 1995)

老師的心態會感染並直接影響學生的心態。



學生背景

• 四年級學生

• 二十四人，其中六位是非華語學生



應用PADLET培養學生創意(評估)



思考問題

過往在實體課的互評，
如何在網課中呈現？師
生和生生互動仍可行嗎?

從實體課改為網
課，如何持續評
估學生課業？



評估目標

1. 老師能從學生的答題中得悉學生是否掌握字詞運用。

2. 老師能給予反饋和讚賞。

3. 同學間可透過平台互相學習，並給予鼓勵。



用於課前預習



先由老師做示範，再由學生舉例

挑戰心 好奇心 冒險心 想像心



用於課業評估

例: 造句



容許學生以不同方式展示成果

挑戰心 好奇心 冒險心 想像心



同儕溝通

• 留言

• 鼓勵

• 交流同學作答
的方式

• 模仿對方作答
的方法

• 讓NCS學生看
到更多同層的
例句。



創意
教學

接納學生
不同想法

運用思維
策略刺激
學生想法

教師示範如
何整合概念
及展示

同儕溝通

開放和自
由的環境

容許學生以
不同方式展

示成果

運用學習材
料整合所學

活動具挑
戰性

(Amabile,T., 1995)



應用KAHOOT培養學生創意(評估)



思考問題

實體課中可時有
小測作溫習，網
課中該如何實踐?

網課後很難
追功課，如
何吸引學生
做功課？

網課期間難
以收取學生
習作，如何
及時批改?



 排定日期（讓學生彈性選擇完成時間）

 可重覆挑戰（讓學生可再溫習）

 有趣、具挑戰性



 學生大多願意重覆再挑戰，以達更高分

 學生之間有競賽性質，互相鼓勵

 學生當成遊戲，不抗拒



課堂總結

◦教師先作示範，引導學生了解課業的要求，
學習如何整合學習材料。

◦善用網上學習平台，為學生創造自由開放的
學習空間。

◦利用學習平台作進展性評估，填補課時的不足，
彌補學生未能分組進行同儕學習的缺點。

◦教師教授學生網上應有的禮貌。

◦鼓勵學生進行互評，互相欣賞。



因應各種學習平台
的特點，適時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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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
THANK YOU !學校地址: 新界元朗錦田

電話: 24762414
傳真: 24744416
電郵: ktmy@ktmy.edu.hk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
專業發展工作坊 (八)
為教師提供現代科技的知識和技能，讓非華語學生趣學中文

耀中國際學校（中學） 簡弘毅



科技在哪些
地方幫助教

學？

▪ 預習/課業

▪ 提取已有知識

▪ 課堂活動

▪ 鞏固練習

▪ 評估



預習/課業

Edpuzzle
https://edpuzzle.com/assignments/6076f699764c42411e
6ed63c/watch

https://edpuzzle.com/assignments/6076f699764c42411e6ed63c/watch
https://edpuzzle.com/assignments/6076f699764c42411e6ed63c/watch


提取已有知
識

Kahoot
https://kahoot.it/challenge/06819371?challenge-id
=a929abb7-c275-4b45-9bb7-e8c382fd7801_1618
409340119

https://kahoot.it/challenge/06819371?challenge-id=a929abb7-c275-4b45-9bb7-e8c382fd7801_1618409340119
https://kahoot.it/challenge/06819371?challenge-id=a929abb7-c275-4b45-9bb7-e8c382fd7801_1618409340119
https://kahoot.it/challenge/06819371?challenge-id=a929abb7-c275-4b45-9bb7-e8c382fd7801_1618409340119


課堂活動

▪ Nearpod

▪ https://share.nearpod.com/vsph/irXZZm1BMu

https://share.nearpod.com/vsph/irXZZm1BMu


鞏固練習

▪ Wordwall

▪ https://wordwall.net/play/12192/621/507

https://wordwall.net/play/12192/621/507


評估

▪ Socrative

▪ https://b.socrative.com/login/student/

▪ Room Name: KAN7090

https://b.socrative.com/login/student/


Exit ticket

▪ Pad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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