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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的：

1.體驗人物的心理、情感變化，領悟文章“學會關愛”的主旨。

2.指導學生讀說結合訓練，積累語滙，提高語言表達能力。

教學步驟：

一、檢查預習，導入學習 

1. 學生自由讀文章。

2. 讀課題。(你讀懂了些甚麼?)

二、初讀課文，複述內容大意 

1. 展示表達心情的詞語：“歡快”、“興奮”、“躍躍欲試”。 

2. 了解課文的內容大意：從這個形容心情的詞語，讓你讀懂了甚麼？ 

3. 導入學習：同學們都發明了甚麼？這些發明有甚麼用處？ 

三、讀說結合，感悟理解  

1. 精讀課文，感悟人物情感。

2. 引導學生口頭複述(第四段)段落大意。

3. 情境表演，感悟語言，內化情感。

4. 集体朗讀，注意語調變化。

5. 分組活動，齊讀第五、六段，然後進行角色扮演。

6. 理解後帶感情集體朗讀。

四、拓展學習：寫話作業

自選一個你最喜歡的發明，運用所學的句式及表達情緒的詞彙，擴

寫成一段更完整的話。

五、總結

主旨歸納：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要學會關愛他人，在對別人的關愛

中享受快樂。

伍衛華教授評課

藍田循道衛理小三學生在實驗課上

伍衛華教授評課
讓中文課變得鮮活起來初小語文科

讀說結合
教學設計

課題：《小小發明家》

年級：三年級

教師：許彥

(摘要)

特色及啟示

1.創設情境，體驗生活，誘發情感，領悟內涵。這是中文課堂教學

的有效策略。

 　　借助情境表演，學生親身體驗了課文中小發明家的情感變化

過程，在老師的啟發下，描述了發明的過程和原因，並表達了助

人後的喜悅之情，從而領悟了課文主旨 　　 在關愛別人中享受

快樂。

2.緊扣文本，讀說結合，積累語言，重視表達。這是語言學習的有

效手段，也是PMI教學的一大優勢。

 　　教學過程，老師緊扣課文，讓學生反復誦讀，尋找描寫心情的

詞語，從而感受課文語言的魅力，并引導和鼓勵學生用從課文中學

到的詞語或自己的語言來表達內心的感受。“讀─演─說─寫”幾

個教學環節一氣呵成，自然完成了“接收—感悟—內化—輸出(運

用)”的語言學習過程，有效積累語言，提高了表達能力。

3.靈活多樣的教法，張弛結合、動靜交替的課堂教學節奏，生動且

富感染力的語言，師生平等自如的交流，創造了和諧的教學氛

圍。這是激發學生學習熱情、獲得理想教學效果的重要保障。

 　　

評價 這是一節 　

 有創意，有個性的實驗課

 趣味盎然、充滿活力的中文課

2008年5月17日，本中心與藍田循道衛理小學聯合主辦了一次“普通話教中

文教學研討會暨教學觀摩”。這次研討會也是PMI課程的重點研習活動。

　　研討會中的教學觀摩環節，由課程學員許彥老師作現場教學 　　 為主辦學

校三年級的學生上一節實驗課。實驗課採用中心編寫的PMI實驗教材，選用的課文

《小小發明家》取材於小學生的課堂學習活動，貼近學生生活，容易引發學生的

情感共鳴。許老師根據課文“語彙豐富、語言生動，情感真摯”的特點，確定了

“以讀帶說，讀說結合，豐富語言，內化情感”的教學設想，並結合施教班級學

生實際，對教案進行多次修改完善。課程導師伍衛華教授給予了指導。課堂上，

學生和老師的表現同樣出色。在老師的引領下，學生們在多形式的朗讀和說話活

動中，在全情投入的情境表演中，體驗著文中人物的情感，領悟了課文主旨，並

嘗試用新學的語彙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在融洽而熱烈的氣氛中，師生共同完成

了一節富有創意、充滿情趣的語文課。現場觀摩的老師有近300人。

　　伍衛華教授為這次教學演示作了即時評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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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文本教學，進行聽說讀寫全面訓練

　　為期半年的中文教學(普通話為授課語言)專業文憑課程已經完

結，我個人認為，這課程最大的考驗，就是讓每個學員都要進行課

堂教學實踐，把導師所傳授的，把在外地駐校學習所獲得的，根據

學生的特點及能力，在課堂上適切地應用。修讀這個課程，讓我深

深明白到PMI教學的最大優勢，就是能夠讓學生透過文本的學習，進

行聽說讀寫全面的訓練。因此，本人在這次課堂教學實踐裏，以四

年級的學生作為對象，利用兩教節共六十分鐘的時間，教授一首兒

童詩     《你別問這是為甚麼》，目的是讓學生讀通讀懂課文，從

而訓練學生把學會的內容作為自己的語言，最後經過小組交流及匯

報，進行寫作活動。(具體教學步驟略)

　　這樣兩節課的安排，學生都能夠得到聽說讀寫的訓練。

以朗讀為手段帶動說話、寫作

　　對於粵方言區的學生，普通話並不是他們的第一語言，學生在

沒有實際的語言環境下，以朗讀教學作為手段，在長期的訓練下，

可以讓學生接收大量普通話的詞匯，熟習普通話的語法，掌握普通

話的語言知識及語用文化，這樣對於說普通話及寫作都會有顯著正

面的影響。如果老師重視朗讀教學，讓學生多開口，反覆朗讀課

文，把課文讀通、讀懂、讀好、讀熟、讀深，這既能促進他們對課

文深入理解，又能讓他們感悟課文內涵，品味課文的語言。正如前

人所說: 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當他們熟讀成誦，就能逐步積累規

範和優美的語言，與此同時，在教學的過程中，老師創設各種口語

交際的情境，讓學生討論、發言，練習說話，這樣既加深了對課文

的理解，又能鍛鍊了口語表達能力，學生的普通話口語表達必定會

進一步的提升。經常朗讀，學習了普通話，積累了普通話的詞匯，

熟習了普通話的語法，學生的寫作能力也能進一步的提升。

設計朗讀活動，善用各種教學法

　　要有效地以讀帶動說和寫，反復的朗讀活動是關鍵，為了避免

枯燥、乏味，老師必須善用各種的教學法來提起學生的興趣，如語

感教學法、情境教學法等，或透過簡報圖片，喚起學生的感受，啟

發聯想。總之，老師須根據文本、針對學生實際，綜合使用各種教

學方法，以取得更理想的學習效果。

劉嘉雯老師在課堂上實踐普通話教學

C組學員劉嘉雯

聽說讀寫教學

莫宜敏 一節成功的PMI朗讀教學實例 

陳素瓊 從詩歌教學中反思對朗讀教學的看法

袁醒群 從內地經驗看香港的拼音教學 

許　彥 以“聽讀”帶“說寫”單元設計舉隅與實踐反思 

劉麗鈺 香港教師如何效法內地說話教學的優勢

文詠茹 從內地的教學經驗反思香港的寫作教學

內地經驗啟示

王美怡 內地語文的特點和優勢 

許寶玲   港滬語文教師交流之“喚醒”與“激活”

陳安琪 上海交流經驗體會與課堂教學實踐

羅懿文 內地經驗與香港的實踐 

課例分析

卓嘉欣 案例評析:深圳小學二年級說話課

殷詩韻 《和時間賽跑》的課例分析評論

陳豔平 上海平越敏老師的語文課 

陳翠芳 課例評析中,反思香港與內地語文教學現狀

實踐反思

劉凱賢 聽課‧反思‧實踐‧再反思 

周惠儀 初嘗PMI 

劉佩珊 從教學觀犘到模擬教學的反思和啟發

張滿鈴 本地PMI課堂教學的實踐 

學校經驗總結

許鴻宜 PMI先導課程

楊思源 校本PMI課程經驗分享與反思 

何秀芳 從《月亮、星星和黑雲》的教學實踐，反思PMI施行一年

 的進展與成效

姚雅穎 本校推行普教中的預期成效與挑戰

李銘慧 如何運用我校的優勢來推行普通話教中文 

駱鳳貞 為本校制定一個為期三年的“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

教材分析 

何　艷 香港和內地教材的比較 

黃康絜 比較兩地四年級課本一教學單元

賴雪琴 語言情感來自規範的文章 

其他

黎惠貞 PMI為學生帶來的優勢及將會遇到的困難

梁詩慧 CMI轉變為PMI，是可望而不可及嗎?

魏秀銀 以PMI促語文能力發展 

江慧婷 談談中文科與普通話科之課程結合

饒心宏 PMI課堂對（中文）教師的特殊要求

許曉英 普通話課堂語言運用及反思

 「喚醒」與「激活」
港滬語文教師交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