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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 



優良學習設計的條件  

1. 學習目標明確具體 

2. 有適當的學習活動 

3. 活動能提供具體的使用情境 

4. 內容富思考性 

5. 有預期的學習成果 

6. 可呼應目標評估學習成效 



學習目標  

 配合整體的目標及學習重點而擬訂的
學習目標，通常這些目標都與實際應
用有關。 



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 

 要清晰訂定學生完成課業所須運用的有關
知識和能力。教師應充分考慮學生的已有
知識和能力，訂定恰當的目標。 



運用情況  

 教師要安排適當的運用語文的情境。情
境可以是真實的、假設的或是想像的。  



預期的學習成果 

 包括有形的成果，如文章、口頭報告，
或無形的如所增進的知識、能力，態度
的轉變等。 



練習與評估 

 安排評估學習成效的形式以協助學生了
解自己的學習表現，知所改進；也讓教
師了解學生的進展、檢討教學，提高教
學素質。 



單元 

名稱 

教材 學習目標 主要學習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估 

本教節目標 配應基力
要求編號 

單元四
（模擬
示例，
教科書
中並無
這個單
元） 

愚公
移山 

1.理解文中的
字詞； 

2.理解故事內
容要點； 

3.理解故事的
主旨； 

4.掌握故事要
素和結構； 

5.評價角色的
行為，表達
個人意見。 

你覺得
本教節
的可配
應哪些
基力要
求？ 

1. 教師提問，請學生以曾讀過
的故事為例，指出故事的要
素。 

2. 默讀課文，完成「六何」工
作紙。如文中有不認識的字
詞，試嘗試結合上文下理，
猜測詞義。 

3. 學生與鄰近的同學組成四人
小組，共同訂正答案，（字
詞及「六何）並按文章自然
段歸納段意。 

4. 教師隨機選其中2-3組作報
告，然後請全班同學一起訂
正，整理段意。 

5. 請學生以6-8人為一組，就
故事內容，評價愚公（或智
叟）的行為和想法。 

6. 各組匯報，教師總結，並請
學生指出本文的主旨。 

7. 延伸習作：給愚公的話/信（
※按學生能力決定） 

1 學生能疏
通字詞，理
解文意。 

2 工作紙： 

大部分學生
能完成「六
何」工作紙
。 

3 小組討論
：學生能整
理段意和掌
握文章主旨
。 

4 延伸習作
：學生能對
角色的行為
和思想表達
意見。 



基本學力要求—閱讀範疇 

A-1 能準確閱讀，瞭解文章的大意  

A-1-1 能用粵語朗讀，發音準確，語言流暢，富有感情。  

A-1-2 能比較準確地運用普通話朗讀現代白話詩文。  

A-1-3 能說出文章的主要內容及中心思想。  

  

A-2 能掌握閱讀技巧，養成良好閱讀習慣  

A-2-1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A-2-2 能選取感興趣的作品閱讀，享受閱讀的樂趣。  

A-2-3 基本掌握精讀和略讀的技巧，具有合理的閱讀速度。  

  

A-3 能掌握常見的文章體裁基本特性及寫作方式  

A-3-1 能掌握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的文體特點。  

A-3-2 能明瞭各類文章的主旨、內容、結構及取材特點。  

A-3-3 能概略理解語法及修辭技巧。  

  

A-4 能掌握不同文體的閱讀方法，擴充閱讀範圍  

A-4-1 能基本分清文學作品中運用的敘述、描寫、說明、議論和抒情的方式。  

A-4-2 能閱讀一般文章及科普文，把握文章的基本觀點，從中篩選有用的資訊。  

A-4-3 能閱讀各種文體，體會其中的寫作技巧。  

  

A-5 能體會作品的思想感情、欣賞表達技巧及寫作風格  

A-5-1 能欣賞作品的內容要點及感情色彩。  

A-5-2 能欣賞作品的語言文字及篇章結構之美，分析並歸納常用的表達技巧。  

A-5-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  

   



基本學力要求—閱讀範疇 

A-6 能閱讀一定數量的讀物  
A-6-1 能在每學年廣泛閱讀中外文學名著，增進對多元文化瞭解。  
A-6-2 在小學教育階段的基礎上，初中階段能背誦優秀詩文80 篇。  
A-6-3 能瀏覽各類書刊，在小學教育階段的基礎上，初中階段的課外閱讀總量不少
於100 萬字。  
  
A-7 能靈活應用各種工具及互聯網來蒐集資訊，組織和分析材料，提升閱讀效能  
A-7-1 能靈活運用各種工具書。  
A-7-2 能藉助工具閱讀語體文及淺易文言詩文，把握文章大意。  
A-7-3 能使用圖書館、博物館、互聯網搜集資料，掌握網絡圖文閱讀技巧。  
  
A-8 能靈活應用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改善自己的讀書方法、提升思維能力  
A-8-1 能因應不同讀物運用合適的閱讀理解策略。  
A-8-2 能理解作品，並正確判斷作者的價值觀，培養自己獨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   
A-8-3 能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結合自己的情感體驗，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  
  
A-9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  
A-9-1 能安排自己的讀書計劃。  
A-9-2 能愛惜各類讀物。  
A-9-3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興趣。  
A-9-4 能主動及積極在閱讀中探求優美的語言。  

 
 



課程規劃 



橫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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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發展中心的整體規劃 

1. 學習目標的呼應：同一學習目標重複出現時的意義(擴大範圍、提高層
次)； 

2. 學習重點的分佈：包括的學習重點是否合理、全面(兼顧知識與能力、
學生的程度)； 

3. 兼顧不同學習範疇：是否能兼顧不同學習範疇？各種能力是否能互相
呼應？(如讀寫結合)、 

4. 教學內容/進度：審視教學內容和進度是否合理(會不會過多或過少、
時間是否足夠)； 

5. 級與級連繫：同一種能力在不同年級的要求有何不同？整體發展的序
列是否清晰合理，是否能循序漸進的建構學生的能力？ 

6. 校內資源的配合：不同部門的配合(如閱讀課、圖書館如何與語文科配
合？)、校本特色跨學科課程(創思教學、專題研習) 

7. 審視課程能否配應中央課程和基本學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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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目標的方法 

1. 微調：修訂使之更準確； 

2. 縮窄：將籠統的目標變得更具體； 

3. 分解：將一個大目標變為幾個子目標； 

4. 提升/延伸：提高層次或擴大範圍； 

5. 刪除：完全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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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訂定或修訂 

學習目標應： 

1. 可觀察(學生行為) 

2. 可執行(教師教學) 

3. 可量度(學習成果) 



單  元 
中一 

記敘、說明事物 

中二 
描寫、抒情 

中三 
說明事理、議論 

1建立基礎（一） 語感的培養 美感的培養 語言的邏輯 

2建立基礎（二） 觀察 聯想 想像 

3立意和選材 記敘和說明事物 描寫和抒情 說明事理和議論 

4結構和組織 
條理有序 
結構完整 

情景交織 
有分有合 

層次分明 
周密全面 

5語言轉譯（一） 敘述和說明的技巧 描寫和抒情的技巧 說理和議論的技巧 

6語言轉譯（二） 用語清楚扼要 用語優美感人 用語精確有力 

7學習方法和習慣 訂立目標 積極學習 善用策略 

8專題研習 搜尋和整理 分析和綜合 質疑和判斷 

9文學欣賞 散文 詩歌 小說、戲劇 

各級單元組織示例 

香港教育局教學資源庫 



學習單元學習重點分佈 

單元 閱 讀 寫 作 聆 聽 說 話 語文基礎知識  

1 
建立基礎
（一）──
語感的培
養 

 認讀文字﹝認準
字形、掌握字音、
辨析字義；辨識
古今異讀字﹞ 

 感受語文之美 
 掌 握 閱 讀 策 略

﹝因應不同目的，
運用不同的閱讀
方法，如朗讀、
默讀﹞ 

     發音表達──語音
﹝發音正確，吐
字清晰﹞；語氣
﹝適當地運用語
氣，如感歎、疑
問 、 祈 使 、 命
令﹞；語速﹝掌
握快慢、停頓，
長短適當，有節
奏感﹞ 

 文字──漢語的音
節﹝認識聲、韻、
調﹞ 

 修辭──句子修辭
﹝認識長句和短
句﹞ 

 修辭──句子修辭(
認識肯定句和否
定句) 

2 
建立基礎
（二）──
觀察 

 理解詞語﹝區分
同義詞、近義詞、
反義詞﹞ 

 修訂──自改、互
改﹝推敲語句、
字詞﹞ 

 掌 握 寫 作 策 略
﹝運用內外、遠
近等合適的順序
觀察，多感官觀
察﹞ 

   選擇用語﹝用語
確切﹞ 

 詞匯──詞語﹝認
識同義詞、近義
詞、反義詞﹞ 

3 
立意和選
材──記敘
和說明事
物 

 理 清 篇 章 主 旨
﹝掌握分析重點
詞、主題句及概
括段意等方法，
概括篇章的主題
思想﹞ 

 審題立意──審定
題旨及中心思想
﹝確定讀者、題
意，確立中心、
主題﹞ 

 佈局謀篇──選材；
剪裁 

 說明﹝掌握說明
方法，如定義﹞ 

 實 用 寫 作 ﹝ 通
知﹞ 

 理解語意──聽出
主題 

 理解語意──把握
重心 

   文章──體裁﹝認
識記敘文和說明
文的特點﹞ 

香港教育局教學資源庫 



閱讀範疇 中一 中二 中三 
A-1 能準確閱讀，瞭解文章的大意  
A-1-1 能用粵語朗讀，發音準確，語言流暢，富有感情。  
A-1-2 能比較準確地運用普通話朗讀現代白話詩文。  
A-1-3 能說出文章的主要內容及中心思想。 

      

A-2 能掌握閱讀技巧，養成良好閱讀習慣  
A-2-1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  
A-2-2 能選取感興趣的作品閱讀，享受閱讀的樂趣。  
A-2-3 基本掌握精讀和略讀的技巧，具有合理的閱讀速度。 

      

A-3 能掌握常見的文章體裁基本特性及寫作方式  
A-3-1 能掌握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的文體特點。  
A-3-2 能明瞭各類文章的主旨、內容、結構及取材特點。  
A-3-3 能概略理解語法及修辭技巧。 

      

A-4 能掌握不同文體的閱讀方法，擴充閱讀範圍  
A-4-1 能基本分清文學作品中運用的敘述、描寫、說明、議論和抒情的方式。  
A-4-2 能閱讀一般文章及科普文，把握文章的基本觀點，從中篩選有用的資訊。  
A-4-3 能閱讀各種文體，體會其中的寫作技巧。 

      

A-5 能體會作品的思想感情、欣賞表達技巧及寫作風格  
A-5-1 能欣賞作品的內容要點及感情色彩。  
A-5-2 能欣賞作品的語言文字及篇章結構之美，分析並歸納常用的表達技巧。  
A-5-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 

      

A-6 能閱讀一定數量的讀物  
A-6-1 能在每學年廣泛閱讀中外文學名著，增進對多元文化瞭解。  
A-6-2 在小學教育階段的基礎上，初中階段能背誦優秀詩文80 篇。  
A-6-3 能瀏覽各類書刊，在小學教育階段的基礎上，初中階段的課外閱讀總量不少於100 萬字。 

      

A-7 能靈活應用各種工具及互聯網來蒐集資訊，組織和分析材料，提升閱讀效 能。  
A-7-1 能靈活運用各種工具書。  
A-7-2 能藉助工具閱讀語體文及淺易文言詩文，把握文章大意。  
A-7-3 能使用圖書館、博物館、互聯網搜集資料，掌握網絡圖文閱讀技巧。 

      

A-8 能靈活應用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改善自己的讀書方法、提升思維能力  
A-8-1 能因應不同讀物運用合適的閱讀理解策略。  
A-8-2 能理解作品，並正確判斷作者的價值觀，培養自己獨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   
A-8-3 能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結合自己的情感體驗，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 

      

A-9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  
A-9-1 能安排自己的讀書計劃。  
A-9-2 能愛惜各類讀物。  
A-9-3 能養成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的興趣。  
A-9-4 能主動及積極在閱讀中探求優美的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