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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預習設計，搭建學習興趣及策略的橋樑 

 

對象：小五級中文科 

理念： 

自主學習強調的是培養學習者對學科／課題的內發學習意願（will），以及協助他們習得相

應的學習習慣及技巧（skill）。在推行的形式上，根據觀察，小學中文科採用「預習」的方式，

分成「預習習慣」和「按課題內容設計預習習題」兩種。 

 

 預習習慣： 

不少小學中文科會以填表格的方式設計「預習冊」，內容因校而異，但多半包括要求學生

自選課文詞語並從詞典中查找解釋，部分會加入「朗讀」、「自擬問題（或自問自答）」、「摘

錄佳詞佳句」、「撮寫段旨」、「個人反思」等元素；有學校會為每級學生微調預習冊的內容，

亦有學校會為小二至小六統一印刷預習冊。 

 

無容置疑，「預習課文」是良好的自主學習習慣。然而，以預習冊的模式，要求學生每課

開始前填寫預習表格，真的能協助學生建立「預習課文」的恆常習慣、培養學生對課題的

內發動機、以及讓學生內化到預習中文課文時的主要方法／技巧嗎？所謂「授人以魚不如

授之以漁」，在設計這些預習任務提示時，須考慮提示的方式是否有助學生內化相關的技

巧和程序。情況就好比教導幼兒游泳，在開始時總會給予救生圈、浮板一類的「輔助工具」，

但終極目的是希望他們在沒有「輔助工具」的情況下能獨自暢泳；所以，浮板只是幫助他

們內化游泳法門的一種過渡手法，當漸漸掌握游泳的竅門時便須引退，否則不但未能幫助

孩子學習游泳（相關的預習方法），更會讓他們變得依賴，減低自我效能感，失卻興趣和

動力。 

 

 按課題內容設計預習習題： 

這類的預習設計多半以工作紙形式呈現，教師因應課文內容設計習題，內容及形式不一，

有些會加入趣味的元素（如填色、漫畫等），有些如同把讀文課堂的教學程序預先編寫在

工作紙上（詞解、段旨、主旨、作法等）。 

 

在閱讀不同學校提供的樣例中，計劃人員發現有關的預習設計多半未有扣緊課文主旨，部

分甚至會有未教先練習的情況，或把預習視為模擬全港性系統測試習題，未能有效發揮預

習的「溫故嘗新」效果，也未能把預習作為已有知識和新課題學習重點的橋樑，沒法啟動

學生對課題的學習意願或搭建學習能力的預習設計，雖名為「預習」，實則與「自主學習」

掛不上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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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及效果：  

i. 教師層面：澄清理念、建立共識 

 

計劃人員以中文科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的形式，利用一些他校的預習案例，與教師探討中

文科預習的兩種主要目的（建立預習習慣、搭建橋樑使學生更有興趣學習新課題），從中探討

兩者設計的問題和針對性的教學策略。 

 

以建立預習習慣為例，教師在閱讀預習冊樣例時皆開始反思利用統一表格似乎無助建立習

慣，反而會摧毁學生對預習課文的興趣。由此，計劃人員與教師討論以建立習慣為目的的話，

須注意提示的形式、課堂設計上如何有機結合學生預習了的內容等等。（圖 1及 2，工作坊相

關簡報節錄） 

 

圖 1：反思及討論問題 

 

 

圖 2：預習習慣訓練示例 

 

 

（註：課堂上，教師先作預習技巧的示範（各級須視

學生能力和訓練重點而有不同的取捨），並以較靈活

的小提示卡的方式把相關的步驟及技巧簡單列出重

點。 

建立機制，讓學生應用和展示所學：在示範後，請學

生於回家以相關的步驟預習明天的新課文，並於明天

的課上展示預習成果。） 

 

其後，計劃人員藉其他樣例，與教師討論一般此類預習設計的問題，以及在設計出能引發

學生這類預習任務時宜考慮的原則。（圖 3至 5，工作坊相關簡報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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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圖 4 

 

圖 5 

 

 

 

ii. 教師及學生層面：透過共同備課，設計有助搭建學習橋樑的預習任務 

 

教學示例：小五文言單元預習設計 

鑑於文言詞彙、句式，以致相關的典故、時代背景、價值觀、文化知識等，與現今學生的

生活經驗距離甚遠，根據教師的觀察，過往幾屆的學生均對此單元有抗拒之感，而學生對文言

文亦普遍缺乏信心和興趣，亦有學生因而提出「學習文言文有何作用？」之疑惑。 

 

在共同備課過程中，計劃人員先與教師釐清單元的學習重點和難點，從而與教師共同訂定

出單元的教學目標──「增加學生對學習文言文的信心和興趣」作主要目標，輔以一些簡單的

文言解策略及文言知識。 

 

在預習設計一環，計劃人員和教師商議後，以下列兩點作預習目的： 

 

 啟動學習意願──搭建「興趣」橋樑： 

針對學生對「文言文」一詞感抗拒的心理狀況，本單元利用解碼遊戲作導入。期望能引發

學生對「解碼」的興趣，並從中明白閱讀（包括閱讀文言文）也是一個解碼的過程──文

言文是幫助我們與古人「溝通」、了解古人生活面貌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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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墊學習能力──搭建「學習策略」橋樑： 

針對過往學生對學習文言文缺乏信心的情況，單元將教授解讀文言文的策略。其實，文言

文的解碼策略包括一般的字詞解碼策略（如：根據部首／形旁推敲字義、根據上文下理推

敲字義等）和針對文言文特點而設計的策略（如：文言翻譯五部曲）。當中，學生在初小

已學習過前者，而後者則於單元的讀文部分進行教學。 

 

有見及此，預習喚起學生相關的前備知識，讓學生運用在初小學習過各種一般字詞解碼策

略，推敲部分課文字詞意思。 

 

具體設計如下： 

 普通版（能力較高／一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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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解碼提示版（能力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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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效果 

 

經過有關的工作坊或共同備課等協作活動後，不少教師在不同場合（如跨校社群的年終分

享環節、協作計劃檢討會議、校內分享等）提出個人對「預習」的看法改變，例如： 

 預習不一定要求學生「寫字」（不一定以工作紙的形式呈現），形式宜多元化 

 教師要先檢視教學重點和學生在相關課題上的學習難點，才設計相應的預習活動，幫助

孩子搭建學習的橋樑 

 有效的預習設計，有助加強學生對有關課題的學習信心和動機 

 透過共同備課會議的深入討論，理解到預習只是學生進入新課題時的一道橋樑，關鍵是

要讓學生感興趣和讓他們順利進入新課題的學習狀態中，預習活動會按課題的重點和孩

子學習的難點設計，也會配合課堂活動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