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用額外撥款支援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分享會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廖樞婷老師



學校資料

●本校為中度智障兒童學校
●提供小一至中六課程
●本年度學生人數：117名
●非華語學生人數：20名（約17%）



非華語學生支援目標

●提升非華語學生的中國語文能力
●協助非華語學生於中國語文課堂中學習
●協助非華語學生融入校園及社區
●加強家長對子女學習及學校支援的了解



校本支援服務



學生支援



學生支援-中文課堂協作
●按需要安排兩位教師，或一位教師一位助理同時教學。
提升非華語學生的學習效能，逐步適應於中文的語境
中學習。



學生支援-個別支援課堂
●因應學生的能力安排個別課堂，照顧不同步伐的非華
語學生，進行增潤或補底的中文學習。



學生支援-小組支援課堂
●因應學生的能力安排小組課堂。
●於課堂當中加插不同的任務和情景，從而加強學生於
日常生活中使用中文的能力。



學生支援-社區情景學習
●於實際情境實踐所學，運用中文與人溝通，增加與社
區人士接觸的機會。

●例如：逛年宵市場、元朗半天遊等



學生支援-圖書伴讀

●培養非華語學生擁有良好閱讀習慣，增加接觸中文的
機會。



家長支援



家長支援-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讓非華語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並提供有關教育
子女、學校及社區資源的資訊，建構支援網絡。



與小彬基金會合辦-非華語家長教育講座



非華語家長資訊講座



與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合辦-非華語家長教育講座



與聖雅各福群會家庭喜聚合辦-
非華語家長藝術體驗及探索管教方式活動



與聖雅各福群會家庭喜聚合辦-
非華語家長教育及親子烹飪活動



與天水圍地區支援中心合辦-
非華語家長支援及認識社區資源活動



與元朗地區支援中心合辦-
非華語家長支援及認識社區資源活動



家長支援-翻譯服務
●按需要提供烏都語或英語翻譯服務，鼓勵非華語家長
多參與校內事務及活動，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家長支援-翻譯服務

●提供學校網頁、通告及評估表的英文翻譯版本，讓非
華語學生家長更加了解本校的運作。



家長支援-課本錄音服務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中文課本的中文錄音，讓家長可以
與子女溫習，把學習延續到家中，增強學習效能。



共融活動



●建立文化共融的學習環境，推廣共融的價值觀，建立
關愛包容的氛圍。

共融活動-共融故事日



共融活動-共融遊戲日



共融活動-中華文化日



共融活動-中華體藝活動



共融活動-世界大巡禮



應用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調適架構
（非華語智障學生適用）單元設計示例：

健康生活—我做到



單元設計
❖參考「調適架構」，了解學習難點及教學的重點
❖因應學生的強弱項及學習優勢，調整教學方式、內容
❖聯繫學生已有知識，安排生活情境及任務
❖理解以中文溝通的日常功能
❖配合學生發展的鷹架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學校重視學生能實踐健康的生活習慣。在這單元中，老師刻意安排學生融入 生活情境及任務，協助學生聯繫已有知識，在生活中應用，讓學生理解以中文溝 通的日常功能。本示例試圖從學生的能力程度和自主性來分析鷹架的作用。



單元設計
學生資料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三名非華語中度智障學生，語言能力差異大只是詞彙不足，書 寫能力弱，拼出句子時也有困難



單元設計重點
❖讓學生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鼓勵學生應用所讀所知
❖培養學生實踐健康生活的決心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校內有不少同學體重過重，老師希望藉此單元幫助學生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2.透過「健康宣傳大使」活動，鼓勵學生實踐所讀所知，應用聽說讀寫的溝通能力。



各節教學簡述





單元組織

主持攤位成為健康

宣傳大使

推廣健康

生活訊息

宣傳學校

活動



單元組織

主持攤位

於攤位擔任評判

(配合健康校園日活動)

成為健康

宣傳大使

檢視現況

閱讀健康相關資料

填寫承諾書

(1-2節)

推廣健康

生活訊息

實踐健康生活

製作海報

宣傳活動

(3-4節)

宣傳學校

活動

聆聽練習

製作海報

宣傳活動

(5-8節)



成為健康宣傳大使

檢視現況

❖ 用顏色鷹架幫助學生比對表格的內
容

學習成果

能力較高的學生指著圖
表上以紅色標示體重的
同學，並以合適的中文
詞語形容其體重。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今年 6 月學校將舉辦「健康校園日」，學校很注重我們每個學生的 健康。怎樣知道自己是「健康」或是「不健康」?展示校護提供的學生體重數據﹙紅字為過重﹚，與學生共讀，帶出校內有不少同學體重過重，邀請同學擔任「健康宣傳大使」，在校內宣傳健康訊息對能力較高的學生，圖一 B 上加的顏色能幫助他們注意到分別， 獨立的連結到人和重量，說出某同學「肥」，並指出自己所用的線索 和推論方式。這個現象表示閱讀圖表線索正在高能力學生的「近側發 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所以顏色能夠增強他的 理解。相對的，加上顏色未能協助初組學生突破困難，大概是因為他們 的發展還沒到達能夠運用數據比較階段，所以加上顏色並不成為他 們能力上的鷹架。這個活動的鷹架是「加上顏色」，所協助的能力是「理解圖表」。 藉著顏色的對比(圖一 B)，在 ZPD 範圍的學生能進一步理解圖表。



成為健康宣傳大使

閱讀健康相關資料

❖ 閱讀相關圖書及宣傳單張
❖ 充實詞彙及相關概念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為甚麼過重是「不健康」? 原來肥胖與糖尿病有直接關係。



成為健康宣傳大使

閱讀健康相關資料

❖ 閱讀資料後，與學生討論怎
樣才可以「健康生活」。

❖ 使用輔助學生能力的鷹架，
把學生的想法整理。

學習成果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跟學生閱讀時，不提問，不解釋，讓他們保留著個人的理解。讀完單張之後，請學生提出「健康生活」的意見，問題是開放的， 學生可以從已知提出想法，也可以應用單張上的新知來回答。這 表示學生的意見比正確答案更重要。用最簡單的二分法來整理健康生活的意見:運動和飲食，放不進 去的，則命名為「其他」。注意只用學生提出的內容，不加入其 他內容或意見，尊重學生的發現。第一方面是教師幫學生寫字;第二方面是教師用學生的想法做分類。能達成原本無法獨立做到的事情，正面經驗，建立自信。學生對健康生活的認知比構思活動時預計較多，反映 學生以往從中文或常識等學科吸收的知識可以轉移，使教師對他們的能 力有更確切的掌握。



成為健康宣傳大使

填寫承諾書

以閱讀充實
相關詞彙

用圖表整理
詞彙

組織及應用
詞彙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首先，以閱讀表格、單張和繪本來補充相關詞彙。閱讀的內容 是他們母語中熟悉的概念，所以教師不必「教」詞語，只要在真實 或虛構情境中提出來，就能「學」到了。這是教師充實詞彙的鷹架。然後，教師示範如何用圖表先整理腦袋裡的詞語，幫助學生澄 清詞語之間的異同和關係。最後，學生把想法用短語或片語說出來，由教師連接成句子， 讓學生寫下來。



成為健康宣傳大使

填寫承諾書

❖ 書寫前讓學生用口語表
達，自己能實踐健康生
活的方法。

❖ 使用輔助學生能力的鷹
架，把學生的想法用圖
表整理。

學習成果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事先準備圖片及句子鷹架，按學生能力於活動中提供。 學校護士告訴我們，在學校內有許多同學體重都過重;  我們要做「健康宣傳大使」，向同學宣傳健康訊息; 我們填好承諾書，先要從自己做起，實行健康的生活，注意自己的體重及飲 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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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攤位

於攤位擔任評判

(配合健康校園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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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大使

檢視現況

閱讀健康相關資料

填寫承諾書

(1-2節)

推廣健康

生活訊息

實踐健康生活

製作海報

宣傳活動

(3-4節)

宣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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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練習

製作海報

宣傳活動

(5-8節)



推廣健康生活訊息

實踐健康生活

❖ 教師為學生實踐健康行動拍照
❖ 邀請學生分享健康行動實踐情
況

學習成果

學生於分享時說出「做
早操」，亦有舉出蔬菜
及水果的例子：香蕉、
蘋果、橙、西瓜、生菜
等等。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當教師追問「你食咗咩水果?」 「你做咗咩運動?」等問題，學生能聽懂問題並以英語回答部份答案， 例如:「strawberry」、「grape」等。教師補充上述的中文名稱後，學生 亦能複述。



推廣健康生活訊息

實踐健康生活

❖ 任務：向別人推介健康的生
活方式

兩位同學需要不同的鷹架

學生W說 :「祝福大使」

學生 L 說 :「健康」，然後
「大使」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學校的言語治 療部曾舉辦「祝福大使」活動。學生 W 記 性很好，但 W 需要更多的認字和語音鷹架。 學生 L 有閱讀能力，能讀出名牌上「健康」 一詞，但他需要需要認識漢字「一字一音」 的鷹架，讓他能讀出名牌上所有的中文字， 如「宣傳」一詞



推廣健康生活訊息

製作海報

❖ 閱覽張貼的宣傳單張，以建立
宣傳的概念。

❖ 討論宣傳單張的元素。

需要分辨漢字字形及字音的鷹架

學生L看見老師展示的海報時， 說
出 :「海豚」。



推廣健康生活訊息

製作海報

❖ 設計海報內容
❖ 用句式鷹架協助學生以完整句
子描述相片

學習成果

學生描述相片時自行說出
「我，做運動」「提子」
「我食橙」等。
學生於鷹架協助下說出「我
在籃球場做運動。」「R在
課室食提子。」等意思較完
整的句子。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教師提出完整句式，作為鷹架，請學生選一張照片，按照句式說出完整的句子。 學生說的時候，教師在便利貼上記錄成文字。



推廣健康生活訊息

製作海報

❖ 閱讀資料找出健康生活對我們的好處
❖ 把討論內容寫在便利貼上
❖ 組合討論內容、相片、標題等等製作成海報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學習成果



推廣健康生活訊息

宣傳活動

❖ 跟別人介紹自己做的海報
❖ 學生需要完整句子的結構鷹架組織
介紹的內容

於未有結構鷹架時…

學生以「做運動，健康」、
「我鍾意做運動。」等介
紹內容。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學生組織對話內容的能力介乎一至兩個短語至一句句子，需要結構鷹架才能組織意思比較完整的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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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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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練習

製作宣傳品

宣傳活動

(5-8節)



宣傳學校活動

聆聽練習

❖ 播放有關活動的視像資料
❖ 學生邊聆聽邊選取重點

學習成果

學生於聆聽時感到困難…

將資料分段重複播放後，學生
能聆聽並更正錯誤的答案。



宣傳學校活動

製作宣傳品

❖ 討論拍攝影片或設計海報

學習成果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各人表 達意見及理據後，便以投票作決定。學生認為派海報可以與教師傾談， 拍攝影片可以讓同學看見片段，投票後以二比一決定派海報。討論當中 感到學生對以中文宣傳的信心比以前增強了，不但投票時因希望與教 師傾談而選派海報



宣傳學校活動

宣傳活動

❖ 於課室張貼宣傳單張
❖ 於小息、課後活動等時
段向教師及同學介紹水
果日及運動會的資料。

學習成果

學生於宣傳時輔以身體動作，
展示對「加油」一詞的理解。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逐漸拆除鷹 架討論宣傳的內容，讓學生用自己的語言，老師以寫話形式作紀錄。學生向別人宣傳時，如遇到別人不認同其觀點，讓學生嘗試角色扮演及討論如何回應。建立自信，改善了不願開口，或只說英文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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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攤位

於攤位擔任評判

❖ 於健康校園日活動
中主持其中一個攤
位遊戲

學習成果

學生Ｗ指示同學進行活動，

展示對健康飲食的理解。



發展學習主題教材
●運用參與校本支援計劃的經驗，發展學習主題教材。



電子書教材



主題大圖書



模擬活動教材



模擬活動教材



模擬活動教材



總結

學習內容以學生為本

❖生活化主題
❖建構鷹架
❖正面經歷

增進家校溝通

❖尊重差異
❖互相了解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建構鷹架：



謝謝！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建構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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