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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第 9-11節) 

 

教學概要： 

透過以科普人文為題的以說帶寫活動，加強學生綜合及適當地運用說明手法介紹一種事

物，進行口頭介紹及寫作說明文的能力，並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及對科普人文為題的興趣。 

 

學習重點： 

1. 能綜合運用合適的說明手法，有條理地組織說話內容，進行口頭介紹。 

2. 能對同學的口頭介紹，作出分析及評鑑。 

3. 能綜合運用合適的說明手法，寫作一篇說明文。 

 

教學流程： 

1. 老師播放與電話發展有關的短片及相片作引入，並提問學生有關智能電話的問題。 

• 從前的電話的外表及功能是怎樣的？ 

• 智能電話有甚麼功能？你認為哪些功能對你最有用？ 

• 如果你可以在智能電話上加一種新功能，你希望加甚麼？ 

2. 老師以智能電話為示例，讓學生認識介紹事物的步驟及綜合運用各種說明結構和說明

方法。 

3. 學生課前搜集一項與科普人文有關的事物的資料(例如科普：天文望遠鏡、電視；人

文：各區歷史景點、傳統手工藝等)，課堂上分組討論，然後運用適當的說明結構和說

明方法作口頭介紹。  

4. 其他組別互評。老師在結構、組織、說明方法運用上給與回饋。 

5. 老師總結：提示學生要合適運用說明手法於口頭介紹及文章中，再請學生完成個別寫

作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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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匯報示例 

姓名:          (   )     班別:          日期:_____________ 

説話 一分鐘短講 

一、 上網查閱資料，介紹一種電子物品，用概念圖記下資料。 

                            定義                             外形   

 

 

                                            智能電話 

                                                                        歷史 

          

                            功用                     害處                        

 

二、 把上面的資料編排次序及整理要點。 

智能電話的定義：連接互聯網、瀏覽網站或通過社交網站與其他用戶

通訊。 

 

 
智能電話的歷史：世界上第一部智能電話於 1994年面世 

外型：觸控式熒幕 

 

 
智能電話的功用：接收及發送傳真、電郵、應用程式 

 

 

 
不當使用智能電話帶來的害處：過份沉迷而影響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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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學過的説明方法，把上面的資料，寫成一分鐘短講的講

稿，然後向同學作介紹。 

 

步驟一：自我介紹：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______或第___組的_______。 

 

 

步驟二：加上運用過的説明方法，圍繞話題安排說話內容。 

智能電話的定義 

智能電話是手提電話的一種，可以連接互聯網，瀏覽網站或通過社交網站

與其他用戶通訊。近年智能電話愈來愈普及，已經成為很多香港人的通訊

工具 (定義說明)。 

 

智能電話的歷史及外形 

世界上第一部具備觸控式熒幕的智能電話於 1994年面世，除了打電話外，

還可以接收及發送傳真、電郵；它是第一部以應用程式(Apps)為賣點的手

提電話，有行事曆、計數機、世界時鐘、電話簿等程式 (舉例說明) 。 

 

智能電話的功用 

智能電話就像一所流動的圖書館，帶給人們很多便利(比喻說明)。通過智

能電話，我們可以下載不同種類的程式，令生活更加方便。例如尋找附近

的食店，只需輸入搜尋的要求，不同的食店資料就會立即出現在你的眼

前；即使我們迷路，也可以透過智能電話的衛星導航功能尋找正確的路線 

(舉例說明)。 

 

不當使用智能電話帶來的害處 

智能電話能夠使我們迅速與世界連接，獲得無窮無盡的資訊，我們必須懂

得認清目標，妥善分配使用時間，才能避免過份沉迷而影響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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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結束說話 

我介紹完了，多謝各位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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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匯報互評表： 

同學姓名 話題圍

繞主題

(/×) 

能運用說明方法 介紹清楚、 

有條理 

用語準確、

簡潔 

聲線響亮 

  運用了______ 

____________ 
   

  運用了______ 

____________ 
   

  運用了______ 

____________ 
   

  運用了______ 

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