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科課程的調適中文科課程的調適中文科課程的調適中文科課程的調適 
 

中文科的宗旨中文科的宗旨中文科的宗旨中文科的宗旨 

 

本科的宗旨除了培養學生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等的能力外，還望能培養學生

豐富的想像力和有條理的思考能力，並強調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此外，指導學

生從學習中國語文的過程中充實生活經驗，培養良好的道德觀念，並使學生對中

國文化有基本的認識。 

 

中文科的教學目標中文科的教學目標中文科的教學目標中文科的教學目標    

 

 

 

 

 

 

 

 

 

 

 

 

 

 

 

 

 

 

 

 

 

 

 

 

 

 

 

 

 

 

 

 

讀讀讀讀

文文文文 

指導學生認識語文的基本知識，並且將這些知識轉化為語文能

力，使學生能有條理地表情達意。 

培養學生對閱讀的興趣，並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 

培養學生的道德觀念及使學生認識中國文化。 

 

 

寫寫寫寫

作作作作 

指導學生搜集資料，以充實寫作的內容。 

指導學生運用合適的字詞和句子來傳情達意。 

指導學生運用適當的標點符號。 

培養學生的組織能力，使文章通順流暢及條理分明。 

 

 

說說說說

話話話話 

聆聆聆聆

聽聽聽聽 

指導學生說話時發音和語調正確。 

指導學生運用適當的字詞來傳情達意，說話有條理。 

培養學生聆聽理解的能力。 

使學生養成聆聽和說話的良好態度。 

 

 

寫寫寫寫

字字字字 

指導學生正確執筆法和運筆法。 

指導學生寫字時有正確的姿勢。 

指導學生認識筆順和字形間架結構。 

訓練學生寫字正確、端正、整齊和迅速。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1997)， 見課程綱要 – 小學中國語文科。 

 

調適層面包括調適層面包括調適層面包括調適層面包括::::    

 

中央課程--＞校本課程--＞班本課程--＞組別課程--＞個別課程 

 

a. 整體課程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1)《學會學習》文件中建議把小學中文科課程由閱讀、

寫作、聆聽、說話等範疇擴展至審美、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和思維九

大範疇，並強調培養學生語文自學的能力。此外，建議重整中文與常識、數

學和美勞等各科的學習重點，精簡重覆之處，讓學生有多點空間思考、參與

和應用知識。同時，按個別學校學生的不同能力和多元性而調適單元，既可

鼓勵能力稍遜和資優的學生按著個人進度而學習，而且可把課業評估的方法

變得多元化。使各單元學習重點與生活經驗結合，引用實例和多元化的教學

活動，使學生取得多元化的學習。 

 

a. 單元課程 

 

教師可將中文科課程內，或將中文科與其他學科學習中相關的課題和學習重

點歸納組織，以及可按中文科的各學習範疇或中文科與其他科目的有關課

題，特別是適用於照顧中港學生學習特性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在教材或活

動安排上，重新統整規劃。 

 

c. 級別課程 

 

參照單元課程的建議，在本級中作出調適和實踐。建議在課業及教材的選取

及運用上，進行課前的評估和試教。 

 

d. 班別課程 

 

按每一班學生特定的能力、個性和背景而在範例、教學策略和教材等方

面進行調適。同時，課業及評核取向亦需作出相應的調適。 

 

課課課課

外外外外

閱閱閱閱

讀讀讀讀    

培養學生閱讀課外書的興趣，並使學生養成閱讀的習慣。 

訓練學生閱讀理解、思考和表達的能力。 

擴展學生的知識領域。 



 

e. 組別課程 

 

按學生的能力分組進行，教學內容和策略均可以較劃一性，這樣可鼓勵學生

之間的互動學習和深入討論。 

 

f. 個別課程 

 

通常為照顧個別行為訓練目標或特定的學習細項，使學生更能適應班別課程

而設。如照顧新來港學生的學習或情緒問題，老師先進行評估和相關的同事

或家長溝通後，訂定個別學習目標，於課堂以外的時間進行單一的教學活動。 

 

另外，在教學語言方面，學校可安排懂普通話的語文老師在課堂中為新來港學生

分組以普通話授課，增加他們的自信心和對課堂內容的投入感。在教法和教材上

參考內地資料，運用適當的課例和課業，豐富課堂內容。然後配合校本教學資源，

將之有效地實踐於課堂之中。 

 

調適注意事項調適注意事項調適注意事項調適注意事項 

 

 

 

 

 

 

 

 

 

 

 

 

 

 

 

 

 

 

 

 

 

 

 

 

課程
調適 

中央課程指
引及建議 

課程劃分 

全面、平衡、延
伸、多元化 

發展學生 

潛能 

概念、知識、技
能、價值、態度 

如何發展學校優
點和特色 

能否善用現有 

資源 

學生能否擁有平
等學習機會 

學校使命 

及抱負 

評鑑方式 

教學策略 

時間表 



   

3
.
1
 

3
.
1
 

3
.
1
 

3
.
1
 
小

學
三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程

小
學
三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程

小
學
三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程

小
學
三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程

    

單
元

單
元

單
元

單
元

： ：：：
生
活
經
驗
─
─
記
敘
文

    

教
材

教
材

教
材

教
材

： ：：：
課
業
一
：
《
美
麗
的
煙
花
》
（
閱
讀
）
、
二
：
「
齊
來
看
煙
花
」
（
說
話
）
、
三
：
「
命
題
寫
作
」
(
寫
作
)
 

見
〈
今
日
中
國
語
文
〉
目
標
為
本
課
程
．
三
下
一
冊
，
香
港
，
教
育
出
版
社
 

總
目
標

總
目
標

總
目
標

總
目
標

： ：：：
認
識
不
同
地
方
有
不
同
的
管
理
政
策
；
不
同
的
人
也
有
自
己
的
生
活
方
式
，
我
們
應
多
加
了
解
和
互
相
尊
重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重
點

： ：：：
    

1
.
 
培
養
學
生
能
運
用
想
像
力
，
將
日
常
在
生
活
中
的
見
聞
善
加
比
喻
，
與
班
上
同
學
分
享
／
從
別
人
的
分
享
內
容
中
找
出
運
用
比
喻
之
處
。
（
聽
說
）
 

2
.
 
學
生
能
按
事
件
發
生
的
先
後
次
序
，
順
序
組
織
自
己
過
去
的
經
驗
，
與
同
學
分
享
（
說
話
）
 

3
.
 
認
識
記
敘
文
的
特
點
，
和
理
解
教
材
《
美
麗
的
煙
花
》
一
文
中
，
作
者
按
煙
花
發
放
的
始
末
來
發
展
記
述
全
文
的
技
巧
（
閱
讀
）
 

4
.
 
能
運
用
比
喻
法
，
完
成
記
敘
文
（
順
序
式
的
短
篇
記
敘
文
／
續
寫
／
看
圖
寫
作
／
段
落
仿
作
等
）
寫
作
（
寫
作
）
 

5
.
 
學
習
尊
重
不
同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
學
習
遵
守
法
律
（
道
德
情
意
、
公
民
責
任
）
 

聽
說
 

建
立
基
礎

建
立
基
礎

建
立
基
礎

建
立
基
礎

    

�
 
能
留
心
發
言
者

的
講
話
內
容

    

�
 
學

習
先

聽
畢

對

方
的
話
才
發
言
 

�
 
願

與
人

分
享

自

己
的
生
活
 

立
意
和
選

材
立
意
和
選

材
立
意
和
選

材
立
意
和
選

材
    

�
 
能
掌
握
講
話
內

容
的
中
心
思
想

    

�
 
能

分
辨

講
話

內

容
中

所
引

用
的

比
喻

句
，

及
其

所
比

喻
的

本
體

是
什
麼

    

結
構
和
組

織
結
構
和
組

織
結
構
和
組

織
結
構
和
組

織
    

�
 
能
聽
出
講
話
內

容
中
事
件
的
發

展
次
序
 

�
 
能

按
事

件
發

生

的
先

後
次

序
來

順
序
記
事

    

語
言
轉
譯

語
言
轉
譯

語
言
轉
譯

語
言
轉
譯

    

�
 
能

感
受

到
講

話

內
容

中
，

講
者

的
情

感
語

氣
，

會
隨

著
事

件
的

發
展
而
有
變
化

    

�
 
能

注
意

到
講

話

時
，

要
有

語
氣

上
的
轉
變

    

學
習
方
法

和
習
慣

學
習
方
法

和
習
慣

學
習
方
法

和
習
慣

學
習
方
法

和
習
慣

    

    

ˍ̱̱̱
    

專
題
研
習

專
題
研
習

專
題
研
習

專
題
研
習

    

�
 
介

紹
中

國
各

地
煙

花
的

形

貌
特

色
之

專

題
報
告
 

�
 
調

查
班

內
師

生
之

家
庭

生

活
（

如
何

過

農
曆
新
年
）
 

中
港
跨
文

化
元
素

中
港
跨
文

化
元
素

中
港
跨
文

化
元
素

中
港
跨
文

化
元
素

    

認
知
 

�
 
讓

學
生

認
識

到
中

港
兩

地

對
燃

放
煙

花
炮

竹
的

政

策
，
有
甚
麼
不
同
的
地
方
 

�
 
讓

學
生

認
識

到
香

港
新

界

某
些
地
區
，
也
會
在
農
曆

新

年
或

某
些

節
日

慶
典

中
燃

放
炮
竹
。
香
港
政
府
為
了

尊



 

 
 

閱
讀
 

�
 
認
讀
文
中
形

容
燃
放
煙
花

的
詞
語
及
各

新
字
新
詞
 

�
 
理

解
文

中
形

容
燃

放
煙

花

的
詞

語
意

義

及
用
法
 

�
 
分

辨
文

中
形

容
煙

花
的

比

喻
句
 

�
 
認

識
文

中
如

何

通
過

借
用

不
同

的
煙

花
形

貌
來

表
達

整
個

活
動

的
璀
璨
 

�
 
認

識
如

何
通

過

事
件

的
發

生
始

末
來

發
展

文
章

的
內
容
 

 

�
 
認

識
中

國
語

言

文
字

中
會

有
不

同
的

詞
語

來
表

達
同

一
樣

事
物

的
特
點
，
如
「
煙

花
、
煙
火
」、
「
炮

仗
、
炮
竹
」
等
 

 

ˍ
 

重
農
村
的
風
俗
習
慣
，
故

會

採
取
較
寬
鬆
的
容
忍
態
度
 

�
 
認

識
班

上
來

自
不

同
地

方

的
同

學
過

農
曆

新
年

的
風

俗
習
慣
 

 情
意
 

�
 
通

過
不

同
的

方
法

令
學

生

回
憶
過
去
快
樂
的
生
活
，
並

與
他
人
分
享
（
如
國
內
學
生

多
有

親
自

燃
放

炮
竹

煙
花

的
經
驗
）
 

�
 
欣

賞
自

己
和

他
人

獨
特

的

生
活
方
式
，
建
立
共
關
愛

融

的
態
度
 

�
 
能

注
意

到
中

港
在

燃
放

煙

花
炮
竹
政
策
上
的
不
同
；
並

願
意
接
受
香
港
的
政
策
，
建

立
對

香
港

積
極

參
與

的
公

民
態
度
 

寫
作
 

�
 

運
用

表
達

樂

趣
的
字
詞
 

�
 

運
用
比
喻
句
 

�
 
能

針
對

寫
作

的

對
象

，
選

擇
合

適
的

喻
體

來
打

比
方
 

�
 
能

按
事

件
發

生

的
先

後
次

序
來

順
序
記
事
 

 

�
 
口

語
與

書
面

語

的
轉
譯
 

�
 
養

成
寫

日
記

的

習
慣

，
記

下
與

家
人

同
學

相
處

之
樂
 



 

 
 

建
議
活
動

建
議
活
動

建
議
活
動

建
議
活
動

： ：：：
    

1
.
 
讓
學
生
互
相
分
享
各
自
的
家
庭
生
活
／
過
節
習
俗
 

2
.
 
複
述
個
人
一
次
看
煙
花
的
經
歷
，
鼓
勵
學
生
對
有
關
經
歷
作
出
想
像
（
打
比
方
）
 

3
.
 
看
圖
說
話
：
教
師
展
示
有
關
中
港
各
地
的
煙
花
的
圖
片
，
讓
學
生
加
以
比
喻
 

4
.
 
文
章
寫
作
，
內
容
集
中
在
過
節
／
看
煙
花
的
事
，
形
式
可
以
是
：
順
序
式
的
短
篇
記
敘
文
／
續
寫
／
看
圖
寫
作
／
段
落
仿
作
（
等
）
 

 



 

 
 

3
.
2
 

3
.
2
 

3
.
2
 

3
.
2
 
小

學
三
年
級
課
文
調
適
範
例

小
學
三
年
級
課
文
調
適
範
例

小
學
三
年
級
課
文
調
適
範
例

小
學
三
年
級
課
文
調
適
範
例
 

單
元
：
生
活
經
驗
─
─
說
話
訓
練
 

教
材
：
《
齊
來
看
煙
花
》
，
見
《
今
日
中
國
語
文
》
目
標
為
本
課
程
‧
三
下
一
冊
，
香
港
，
教
育
出
版
社
 

 過
程
 （

1
）

 
情
境
分
析
 

a
 
班

上
同

學
因

來
自

不
同

的
地

區
，

彼
此

的
家

庭
生

活
方

式
很

不
同

。
期

望
調

適
後

的
教

學
，

讓
他

們
能

多
認

識
和

尊
重

別
人

的
家

庭
生

活
；

認

識
和
遵
守
不
同
地
區
的
管
治
政
策
。
 

b
 
新
來
港
的
學
生
，
多
曾
有
親
自
燃
放
煙
花
炮
竹
的
經
驗
。
 

（
2
）
調
適
之
工
作
 

原
教
學
（
教
科
書
）
方
案
 

調
適
後
的
方
案
 

目
標
 

訂
定
 1
.
 
針
對
特
定
的
情
境
，
對
原

擬
的

教
學

目
標

進
行

增

刪
調
節
 

2
.
 
分
析
學
生
對
於
課
題
的

已
有
經
驗
，
特
別
是
新
來

港
學
生
對
煙
花
的
認
識
 

3
.
 
有
關
詞
彙
的
掌
握
 

4
.
 
不

同
班

別
／

組
別

的
目

標
是
否
也
要
不
同
 

1
.
 
講
述
日
常
生
活
的
話
題
 

2
.
 
培
養
想
像
力
 

3
.
 
複
習
比
喻
句
 

4
.
 
讓
學
生
運
用
句
式
向
同
組
介
紹
自
己

的
有
關
經
驗
 

�
 
保

留
原

擬
方

案
的
各

個
目
標

，
但

特
別

加
強
個

人
經
驗

交
流

的
部

分
，

具
體
目
標
如
下
：
 

1
.
 
引
導
學
生
表
達
對
內
地
和
香
港
煙
花
匯
演
的
感
想
 

2
.
 
鼓
勵
新
來
港
學
生
回
憶
在
內
地
看
煙
花
和
過
節
日
的
情
況
 

3
.
 
鼓

勵
本

土
和

新
來

港
學

生
互

相
尊

重
和

彼
此

欣
賞

對
方

的
成

長
經

驗
 

4
.
 
願
意
分
享
和
認
識
彼
此
的
風
俗
習
慣
（
如
香
港
在
燃
放
煙
花
炮
竹
政

策
上
與
國
內
的
不
同
）
 

 

方
案
 

建
立
 針

對
特

定
的

情
境

，
評

估
原

擬
的

教
學

方
案

是
否

適
合

，

然
後

按
討

論
的

結
果

加
以

改

動
，

編
擬

新
教

學
方

案
，

共

同
建

立
一

個
以

學
生

為
本

和

可
實
踐
的
教
學
內
容
 

�
 
引
導
學
生
講
述
看
煙
花
的
經
驗
 

�
 
引
導
學
生
進
行
分
組
活
動
 

�
 
訓
練
學
生
的
想
像
力
和
說
話
的
能
力
 �
 
加
插
學
生
本
身
的
經
驗
 

�
 
鼓
勵
學
生
欣
賞
自
己
的
成
長
經
歷
 

�
 
明
白
中
港
學
生
對
事
情
的
看
法
 

�
 
了
解
兩
地
間
不
同
的
價
值
觀
 



 

 
 

解
釋
 

與
 

實
施
 同

組
教

師
需

共
同

針
對

學
生

的
情

況
，

討
論

如
何

將
原

方

案
加

以
調

適
。

負
責

編
寫

教

案
的

教
師

，
需

向
任

教
的

老

師
說

明
經

調
適

的
方

案
背

後

的
理

念
及

討
論

教
學

流
程

、

教
材

內
容

的
特

別
之

處
及

教

學
支
援
設
施
的
安
排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教
師

都
是

自
行

參

考
教

科
書

或
教

師
手

冊
的

指
引

來
設

計
教

學
範

圍
，

編
寫

教
案

；
或

只
將

現
成

舊
有

的
教

案
，

在
現

行
的

學
生

身
上
實
施
 

 �
 
少

注
意

學
生

的
特

性
或

班
內

學
生

的

個
別
差
異
 

 �
 
多

用
教

科
書

、
教

師
手

冊
中

的
輔

助

教
學
工
具
 

 

�
 
使
用
兩
地
有
關
的
教
學
材
料
，
如
煙
花
的
發
放
 

 �
 
讓
新
來
港
學
生
運
用
家
鄉
語
表
達
個
人
的
感
想
 

評
鑑
 

與
 

修
正
 任

教
老

師
一

起
評

鑑
調

適
方

案
的

實
施

情
況

，
檢

討
方

案

能
否
達
至
目
標
 

集
體
檢
討
實
施
時
的
困
難
 

�
 
評

鑑
的

目
的

主
要

評
核

學
生

能
否

達

成
預
期
的
學
科
成
績
 

 

�
 
重
視
方
案
能
否
處
理
班
上
同
學
因
原
居
地
不
同
而
產
生
的
差
異
 

�
 
可
考
慮
多
加
國
內
的
教
材
、
課
業
 

�
 
教
師
可
搜
集
富
有
地
方
色
彩
的
煙
花
圖
片
 

 



 

 

工作紙工作紙工作紙工作紙 1 
 

 

 

 

 

 

 

 

 

 

 

 

 

 

 

 

 

 

 

 

 

 

 

 

 

 

 

 

 

 

 

 

 

 

 

 

 

 

 

請看過煙花匯演的學生畫出他們看過的煙花模樣 



 

 

工作紙工作紙工作紙工作紙 2 
 

 

 

 

 

 

 

 

 

 

 

 

 

 

 

 

 

 

 

 

 

 

 

 

 

 

 

 

 

 

 

 

 

 

 

 

 

 

 

 

請未曾看過煙花匯演的學生畫出他們想像的煙花模樣 



 

 

小
學
六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程

小
學
六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程

小
學
六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程

小
學
六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程
 

單
元

單
元

單
元

單
元

： ：：：
生
活
經
驗
─
─
家
庭
生
活
 

 
 
 

 
 
 

 
 
 

 
 
 
 

教
材

教
材

教
材

教
材

： ：：：
一 一一一

： ：：：
《
我
第
一
次
得
了
五
十
分
》
（
聆
聽
四
）
、
二
：
《
歡
度
假
期
》
（
說
話
四
）
、
三
：
《
放
風
箏
》
（
閱
讀
十
一
）
、
四
：
《
家
庭
樂
》
（
寫
作
六
）
（
見
 

新
亞
洲
出
版
社
．
六
上
二
冊
）
 
 
輔
助
教
材
：
《
到
鼓
浪
嶼
游
泳
》
九
年
義
務
教
育
教
材
（
沿
海
地
區
）
編
寫
委
員
會
編
（

1
9
9
8
）
，
語
文
第
十

 

一
冊
，
廣
東

: 
廣
東
教
育
出
版
社
，
頁

4
0
 -

 4
6
。

 

總
目
標

總
目
標

總
目
標

總
目
標

： ：：：
認
識
、
尊
重
、
分
享
和
表
達
自
己
及
班
上
各
同
學
的
家
庭
生
活
方
式
與
文
化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重
點

： ：：：
 

1
. 

培
養
學
生
有
耐
性
的
聽
及
一
面
聆
聽
，
一
面
思
考
的
能
力
（
聆
聽
）

 

2
. 

學
生
能
選
取
恰
當
的
材
料
，
並
按
事
件
發
生
的
次
序
來
順
序
組
織
自
己
過
去
經
驗
，
向
同
學
分
享
（
說
話
）

 

3
. 

認
識
記
敘
文
的
特
點
，
和
理
解
教
材
三
一
文
中
，
作
者
情
感
的
變
化
與
事
件
的
發
展
間
的
關
係
（
閱
讀
）

 

4
. 

能
選
取
恰
當
材
料
，
並
用
記
事
抒
情
的
方
法
組
織
材
料
，
寫
出
大
綱
，
完
成
記
敘
文
寫
作
（
寫
作
）

 

5
. 

學
習
尊
重
不
同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
適
當
地
分
配
時
間
（
道
德
情
意
）

 

聆
聽
 

建
立
基

礎
建

立
基

礎
建

立
基

礎
建

立
基

礎
    

�
 

能
專
注
發

言
者
的

講
話
內
容
 

�
 

學
識

尊
重

講
者

的

發
言
內
容
，
不

會
偏

私
或
因
人

廢
言
 

�
 

學
習

先
聽

畢
對

方

的
話
才
發

言
 

立
意
和

選
材

立
意
和

選
材

立
意
和

選
材

立
意
和

選
材

    

�
 

能
掌
握
講

話
內
容

的
中
心
思

想
 

�
 

能
分

辨
講

話
內

容

中
所

引
用

的
材

料

和
要

表
達

的
中

心

思
想

    

結
構
和

組
織

結
構
和

組
織

結
構
和

組
織

結
構
和

組
織

    

�
 

能
聽
出
講

話
內
容

的
中
心
思

想
與
材

料
間
的
關

係
 

�
 

能
聽

出
教

材
一

講

話
內
容
中
「
我

」
的

情
感
的
變

化
    

語
言
轉

譯
語

言
轉

譯
語

言
轉

譯
語

言
轉

譯
    

�
 

能
感

受
到

講
話

內

容
中
「

我
」
內
心
的

獨
白
和
「
媽
媽

」
的

說
話

兩
者

在
情

感

語
氣
上
的

不
同

    

學
習
方

法
和

習
慣

學
習
方

法
和

習
慣

學
習
方

法
和

習
慣

學
習
方

法
和

習
慣

    

�
 

適
當

分
配

遊
戲

和

學
習
的
時

間
    

專
題

專
題

專
題

專
題

研
習

研
習

研
習

研
習

    

�
 

介
紹

中
國

各
地

風

箏
形

貌
特

色
之

專

題
報
告
 

�
 

調
查

班
內

師
生

之

家
庭
生
活
 

中
港
跨

文
化

元
素

中
港
跨

文
化

元
素

中
港
跨

文
化

元
素

中
港
跨

文
化

元
素

    

認
知
 

�
 

通
過

與
班

上
各

同

學
的
交
流
，
認
識
不

同
地

方
的

獨
特

家

庭
生

活
方

式
及

風

俗
習
慣
 



 

 說
話
 

�
 

能
真

誠
樂

意
與

人

分
享

自
己

的
生

活

經
歷
 

�
 

能
環

繞
講

話
的

中

心
選

取
合

適
的

材

料
 

�
 

能
按

事
件

發
生

的

先
後

次
序

來
順

序

記
事
 

�
 

能
運

用
不

同
的

語

氣
來
記
事

抒
情
 

�
 

能
養

成
說

話
做

事

有
條
理
的

習
慣
 

�
 

通
過

與
班

上
同

學

的
交
流
，
認

識
不
同

地
方

的
獨

特
消

閒

方
式
 

情
意
 

�
 

讓
學

生
學

會
互

相

尊
重

不
同

形
式

的

家
庭

生
活

及
各

地

之
風
俗
習

慣
 

�
 

讓
新

來
港

學
生

及

本
地

生
互

相
交

流

學
習

上
的

經
驗

及

彼
此
鼓
勵
，
共
同
克

服
功
課
上

的
困
難

    

    

閱
讀
 

�
 

認
讀
文
中

形
容
放

風
箏
的
詞

語
及
各

新
字
新
詞
 

�
 

理
解

文
中

形
容

放

風
箏

的
詞

語
的

意

義
及
用
法
 

�
 

認
識

文
中

如
何

通

過
借

不
同

的
風

箏

形
貌

來
表

達
作

者

的
不
同
的

情
緒
 

�
 

認
識

如
何

通
過

事

件
的

變
化

來
發

展

文
章
的
內

容
 

�
 

借
事
抒
情
 

�
 

分
辨

敘
事

和
抒

情

兩
者
的
語

氣
特
點
 

�
 

集
中

環
繞

一
個

主

題
來

讀
書

的
方

法

（
如

多
讀

與
風

箏

有
關

的
文

章
、

書

籍
）
 

寫
作
 

�
 

運
用

表
達

家
庭

生

活
及

其
樂

趣
的

字

詞
 

�
 

能
環

繞
文

章
的

中

心
選

取
合

適
的

材

料
 

�
 

能
按

事
件

發
生

的

先
後

次
序

來
順

序

記
事
 

�
 

借
事
抒
情
 

�
 

口
語

與
書

面
語

的

轉
譯
 

�
 

養
成

寫
日

記
的

習

慣
，
記
下
與

家
人
同

學
相
處
之

樂
 

建
議
活

動
建

議
活

動
建

議
活

動
建

議
活

動
： ：：：
    

1
. 

讓
學
生
聽

取
錄
音

帶
完
成

工
作
紙

／
讓
學

生
聽
錄

音
帶
後

，
按
自

己
的
處

境
來
分

享
感
受
 

2
. 

互
相
分
享

家
庭
生

活
／
消

閒
方
式

／
讀
書

方
法
 

3
. 

複
述
個
人

一
次
的

度
假
經

歷
，
鼓

勵
學
生

對
有
關

經
歷
作

出
想
像

和
敘
述

個
人
感

受
 

4
. 

搜
集
圖
片

或
資
料

，
讓
學

生
懂
得

如
何
掌

握
視
聽

資
訊
，

完
成
專

題
／
調

查
報
告
 

5
. 

文
章
寫
作

，
內
容

可
以
是

：
互
相

分
享
家

庭
生
活

／
消
閒

方
式
／

讀
書
方

法
（
等

）
 

 



 

 

 

六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文

調
適

範
例

六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文

調
適

範
例

六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文

調
適

範
例

六
年

級
中

文
科

課
文

調
適

範
例

    

 

單
元
：
生
活
經
驗
─
─
─
閱
讀
與
寫
作
教
學
 

教
材
：
《
家
庭
樂
》
、
《
放
風
箏
》
（
閱
讀
十
一
）
、
《
家
庭
樂
》
（
寫
作
六
）
（
見
新
亞
洲
出
版
社
．
六
上
二
冊
）
 

輔
助
教
材
：
《
到
鼓
浪
嶼
游
泳
》
（
語
文

 
第
十
一
冊

 
廣
東
教
育
出
版
社
，
九
年
義
務
教
育
教
材
（
沿
海
地
區
）
頁

4
0
-4

6
, 
1
9
9
8
）

 

 

過
程
 

（
1
）
情
境
分
析

：
班
上

同
學
因
來
自
不
同

的
地
區

，
彼
此
的
家
庭
生

活
方
式

很
不
同
。
期
望
調

適
後
的

教
學
，
讓
他
們
能

多
認
識

和
尊
重
別

人
的
家
庭
生
活
；
特
別
是
認
識
到
新
來
港
的
學
生
，
可
能
是
只
與
其
中
一
位
家
長
同
住
和
正
等
待
與
另
一
位
家
長
相
聚
。
 

（
2
）
調
適
之
工
作
 

原
教
學
（
教
科
書
）
方
案
 

調
適
後
的
方
案
 

目
標
 

訂
定
 

1
.
 
針

對
特

定
的

情

境
，
對
原
擬
的
教
學

目
標

進
行

增
刪

調

節
 

2
.
 
注

意
學

生
已

有
的

知
識
；
不
同
班
別
／

組
別

的
目

標
是

否

也
要
不
同
 

1
.
 
運

用
已

學
過

的
句

式
向

同
組

介

紹
自
己
家
庭
樂
的
經
驗
 

2
.
 
培

養
學

生
進

行
有

益
身

心
的

健

康
活
動
 

3
.
 
複
習
引
號
及
雙
引
號
的
用
法
 

4
.
 
培
養
學
生
組
織
篇
章
的
能
力
 

5
.
 
培
養
學
生
寫
作
的
興
趣
 

6
.
 
學
習
遊
記
的
寫
作
方
法
 

�
 
集
中
在
原
教
案
中
的
第

一
個
目
標
，
並
鼓
勵
學
生

要
認
識
、
尊
重
班

上
各
同
學
獨
特
的
家
庭
生
活
方
式
與
文
化
 

�
 
學
習
的
重
點
為
要
求
學

生
能
選
取
恰
當
材
料
，
並

用
記
事
抒
情
的
方

法
組
織
材
料
，
寫
出
大
綱
，
完
成
記
敘
文
寫
作
 



 

 

方
案
 

建
立
 

針
對

特
定

的
情

境
，

評

估
原

擬
的

教
學

方
案

是

否
適

合
，

然
後

按
討

論

的
結

果
加

以
改

動
，

編

擬
新
教
學
方
案
 

�
 

通
過

提
問

來
引

導
學

生
組

織
文

章
：
如
假
日
裡
和
家
人
到
哪
兒
遊

玩
、
進
行
甚
麼
活
動
、
有

甚
麼
趣

事
發

生
、

感
想

等
等

。
(
著

學
生

完
成
課
業
工
作
紙
)
 

�
 

老
師
透
過
朗
讀
文
章
《
放
風
箏
》

一
次
，
令
學
生
留
意
課
文
中
的
情

節
：

(
1
)
哥

哥
和

「
我

」
怎

樣
把

「
大
蜻
蜓
」
放
上
天
空
；
(
2
)「

大

蜻
蜓
」
在
空
中
遇
到
甚
麼
危
險
，

然
後

進
行

角
色

扮
演

及
分

組
討

論
。
 

�
 

角
色
扮
演
：
著
多
名
學
生
分
別
扮

演
小
販
、
圍
觀
途
人
和
選
購
時
款

手
錶
的
人
，
從
課
文
中
找
出
適
當

的
詞
語
形
容
途
人
「
湊
熱
鬧
」
的

行
為
。
 

�
 

分
組

討
論

：
(
1
)
老

師
著

學
生

說

出
一
個
危
險
的
情
境
，
然
後
討
論

脫
險
的
方
法
，
引
導
學
生
從
活
動

中
理
解
詞
義
。
 

�
 

撰
寫
遊
記
/
記
敘
文
一
篇
 

 

�
 
研
讀
兩
篇
閱
讀
教
材
（
《

放
風
箏
》
及
《
到
鼓
浪
嶼

游
泳
》
），

通
過
集
體
分

享
（
同

學
在

放
風

箏
、

到
海
灘
游

泳
的

經
驗

）
與

討
論
（
如

討
論

「
多
認

識
旅
遊

地
的

歷
史

文
化
可

增
加
旅

遊
的

趣
味

」
）
，

深
入
認
識

兩
文

的
內
容

及
同
學
對
有
關
課
題
的
生
活
經
驗
與
觀
點
 

�
 
小
組
分
享
法
：
將
主
要
由

教
師
引
導
，
學
生
作
答
的

提
問
法
，
和
學
生
獨

自
完
成
課
業
工
作
紙
的
方
式
，
改
為
小
組
分
享
（
也
可
輔
以
課
業
工
作
紙
）

彼
此
的

家
庭

生
活

／
假

日
消
閒
方

式
，

讓
學

生
多

互
相
交
流

，
彼

此
了
解

和
分
享

大
家

的
生

活
（

如
可
與
同

學
談

談
有

同
學

要
每
天
過

關
上

學
，
對

其
家
庭
生
活
與
學
習
上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
 
先
口
述
，
後
寫
作
：
請
學

生
複
述
自
己
或
組
內
一
位

同
學
的
家
庭
生
活
或

度
假
經

歷
。

複
述

時
，

要
選
一
件

主
要

的
事

情
，

完
整
交
代

其
始

末
（
運

用
記
敘

方
法

）
，

並
說
出

自
己
或

同
學

在
此

事
上
的

感
受
（

記
事

抒
情

）
，

然
後
才
進
行
寫
作
 

�
 
寫
完
後
，
邀
請
同
學
在
班

上
或
組
上
讀
出
文
章
，
並

鼓
勵
每
位
同
學
說
一

兩
點
他

欣
賞

其
他

同
學

家
庭
生
活

的
地

方
（

了
解

和
尊
重
別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
 



 

 

解
釋
 

與
 

實
施
 

同
組

教
師

需
共

同
針

對

學
生

的
情

況
討

論
如

何

將
原

方
案

加
以

調
適

。

負
責

編
寫

的
教

師
，

需

向
任

教
的

老
師

說
明

經

調
適

的
方

案
背

後
的

理

念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教
師
都
是
自
行

參
考

教
科

書
或

教
師

手
冊

的
指

引
來
設
計
教
學
，
編
寫
教

案
；
或

只
將
現
成
舊
有
的
教
案
，
施
行
在

現
在
的
學
生
身
上
 

 �
 

少
注

意
學

生
的

特
性

或
班

內
學

生
的
個
別
差
異
 

 �
 

多
用
教
科
書
、
教
師
手
冊
中
的
輔

助
教
學
工
具
 

�
 
教
師
得
與
任
教
同
級
的
同

事
共
同
商
議
課
程
調
適
的

工
作
；
並
掌
握
經
調

適
後
的
方
案
背
後
的
設
計
理
念
 

�
 
教
師
需
因
應
調
適
方
案
的

要
求
，
發
展
教
材
和
教
學

輔
助
工
具
，
如
課
業

習
作
紙

、
中

國
不

同
地

方
的
人
們

家
庭

生
活

的
資

料
，
如
飲

食
習

慣
、
過

生
日
、
過
節
（
端
午
、
中
秋
、
新
年
）
時
的
慶
祝
方
式
等
圖
片
或
資
料
 

�
 
教
師
也
要
有
尊
重
不
同
文

化
、
生
活
習
慣
的
教
學
態

度
；
多
鼓
勵
，
引
導

來
自
不
同
地
方
的
同
學
發
言
 

評
鑑
 

與
 

修
正
 

任
教

老
師

一
起

評
鑑

調

適
方

案
的

實
施

情
況

，

檢
討

方
案

能
否

達
至

目

標
 

�
 

評
鑑

的
目

的
主

要
評

核
學

生
能

否
達
成
預
期
的
學
科
成
績
 

 

�
 
重
視
方
案
能
否
處
理
班
上
同
學
因
原
居
地
不
同
而
產
生
的
差
異
 

�
 
可
考
慮
多
加
國
內
的
教
材
、
課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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