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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學校支援（2018-2021）

項目總監的話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專為就讀主流學

校的自閉症譜系障礙（簡稱自閉症）學生及其家長而設，提供全方位支援項目，

同時亦舉辦公眾教育活動，加深大眾對自閉症的認識。

我們「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學校支援」團隊，自 2015年起，聯同八所

非政府機構（香港明愛、協康會、新生精神康復會、香港耀能協會、救世軍、香

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東華三院、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在 510所主流中、小學，

每年平均為超過 6000名有自閉症學生，提供校本支援。計劃以實證為本的方

法，為他們在校內開設針對性的小組訓練，又為前線導師、學校教職員提供專

業培訓及支援。

很多時候，為有自閉症學生提供的校內支援，目標均集中於協助他們提升

社交技能，卻往往忽略了自閉特色的思考模式也同時影響着他們的學習效能。

因此，我們團隊希望透過編撰《「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自閉特色學生中文寫

作教材套（高小版）─星級寫作歷險記》，提供一套實證為本的寫作課程，以

滿足有自閉症學生學習中文寫作的需要。本教材套旨在提升有自閉症學生寫作

記敘文的技巧。由於小學生在校內要學習的文體眾多，13節小組的內容不可能

一一涵蓋，故本教材套僅集中教授一類文體。我們寄望本教材套能起「拋磚引

玉」之效，讓業界同工和教師參考當中的「自閉症友善」（ASD-friendly）教學

技巧，並運用於其他文體的教學上，藉以照顧學生在寫作學習上的需要。

在此，再次感謝曾參與本研究項目的學校、非政府機構同工、教師、學生

及家長。

王潔瑩	博士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首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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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背景和目的

為配合就讀於主流中小學有自閉症譜系障礙（以下簡稱「自閉症」）學生的需要，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聯同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

院、教育局及八所非政府機構─香港明愛、協康會、新生精神康復會、香港耀能協會、

救世軍、東華三院、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於 2015至 2021年，

為約 510所中、小學有自閉症的學生及其教師和家長提供為期六年的校本支援服務。服

務內容包括：為有自閉症的學生提供小組訓練，及為家長和教師提供相關的諮詢和培訓。

本中文寫作教材套「星級寫作歷險記」由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賽馬會喜伴同行計

劃」學校支援團隊的教育心理學家及中文教師編寫而成，透過 13節小組課節，提升有

自閉症的學生進行中文寫作時，在構思、下筆及監控等方面的能力。本課程以寫作認知

過程為主軸，透過星系歷險旅程誘發學習動機，以完成寫作過程每一任務，故以「星級

寫作歷險記」命名。我們在 2019/20至 2020/21期間，在四所非政府機構的協助下，先

後在 14所小學推行試驗計劃。在試行期間，我們透過問卷及前後測了解學生的寫作表

現。整體來說，根據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比較顯示，本課程能增進學生對記敘文的認識及

提升學生寫作記敘文的能力。

1.2 訓練對象

教材套適用於訓練在主流小學就讀小四至小六、擁有與同齡相若的認知及中文語文

能力、有自閉症或相關需要的學生。

1.3 教材套使用者

主流小學的中文教師、為有自閉症的學生提供小組訓練的導師及其他協作人員（包

括：社工、教師、其他學校內輔導人員等），均適合使用本教材套。小組導師需有最少

一年支援有自閉症學生的經驗，並在具相關經驗的中文教師或教育心理學家督導下進行

訓練。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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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教材套概覽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中文寫作教材套包括三個重要項目：導師手冊、教學資源

USB記憶棒、教具。

圖 1.1		教材套重要項目

1.4.1 導師手冊

本《導師手冊》除了簡介本教材套的背景、編寫理念、教學模式及策略，以及

在策劃和施行上應注意的事項外，其餘大部分內容由「課程導讀」組成，目的是幫

助教材套使用者了解：	

有自閉症

學生的

學習表現

針對性的

教學策略

寫作訓練

技巧

回饋技巧
導師與學校

人員的協作

圖 1.2		「課程導讀」編寫目的



4

1.4.2 教學資源 USB記憶棒

記憶棒內容主要分為三部分：

•	第一部分為《導師手冊》

•	第二部分包括以下四項：

	► 教案

	► 教學簡報

	► 教材及影片

	► 其他資源

•	第三部分備有「星級寫作歷險記」寫作輔助工具（電子版）的連結及使用指

引。導師可讓學生於實時網課或組後家中使用該寫作輔助工具，以鞏固學習

及增強應用。

下載檔案

導師使用記憶棒時，可開啟「檔案總管」及下載記憶棒內的所有內容。

圖 1.3		記憶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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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教具

教材套內共有以下 10項教具，旨在協助學生掌握寫作認知過程及提供視覺提

示。各教具的圖樣可於記憶棒下載，方便導師複製。

1  「彗庭系」圖及相關圖

2  「精明補給站」商品卡及商品價錢海報

3  「寫作機械人」部件及裝備圖

4  「寫作小幫手」小冊子

5  「彗庭系」相關貼紙

6  「靈感 UFO」模型

7  「情緒骰子」摺紙圖

8  「視覺提示」圖卡

9  「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模型

10  「寫作機械人」部件及裝備圖卡紙

1.5 教材套使用步驟

若學校計劃為有自閉症學生提供寫作訓練，導師可按以下步驟使用教材套：

圖 1.4		教材套使用步驟

先閱讀《導師手冊》第一、二章，概覽教

材套的內容和了解訓練課程的編寫理念

參考記憶棒內的教案、教學簡報、教材、

影片和教具等

按學生的特性和需要，修訂訓練內容和

活動

細閱《導師手冊》第三至六章，理解課程

的教學模式和策略、每節的內容和注意

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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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溝通和社交互動的障礙

第二章

2.1 有自閉症學生的需要及特色

2.1.1 自閉症譜系障礙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	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的診斷準則，自閉症譜系障礙（以下簡

稱「自閉症」）的表徵主要有兩方面：

包括未能有效地進行雙向的社交和情感交流，如未能恰當地與他人啟動

交往或作出回應、溝通較為單向、較難與他人共享興趣或情緒；在社交中欠

缺恰當的非言語溝通行為，如眼神接觸、表情、身體語言等；和他人發展及

維持健康的朋輩關係也比較困難。

學生往往忽視別人的眼神和表情傳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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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喜歡不斷重複某些行為或言語、極度堅持某些常規或做法；個人興趣

也較為狹隘或過分沉迷；有部分自閉症人士的感官有過弱或過敏的反應。

總的來說，自閉症是一種譜系障礙，每名自閉症人士的能力和症狀有很大分

別，導致個別差異也很大。以上兩方面的行為表徵，令有自閉症的學生在社交和學

習上均受不同程度的影響，以致在融入校園生活時遇到不少困難。

狹隘或重複性的行為、興趣或活動

學生的狹隘行為

佢每日都係度摺紙……

學生的異常感官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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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記憶力

2.1.2 「自閉特色腦袋」

自閉症的確實成因現今尚未有定論，但普遍認同是源於腦部發展障礙。有自

閉症人士腦袋的接收和處理訊息過程，與一般人不同（Ames	&	Fletcher-Watson,	

2010;	Hodgdon,	1995;	Joseph,	Tager-Flusberg,	&	Lord,	2002;	Landry	&	Parker,	

2013;	Minshew,	Sweeney,	&	Luna,	2002;	Remington,	Swettenham,	Campell,	&	

Coleman,	2009;	Schopler,	Mesibov,	&	Hearsey,	1995），我們簡稱之為「自閉特色

腦袋」，以下列舉其五大特色：

記憶可作多種分類，常見有語意記憶及情節記

憶。自閉特色腦袋在語意記憶（semantic	memory）

方面表現較強。語意記憶是指一般的事實性知識，即

我們「知道」的東西，例如眾多詞彙的意思、不同國

家首都的名稱，甚至各種巴士型號和路線等等。研究顯示，除去智力的影響，

大部分自閉特色人士在這方面的能力，與一般人沒有明顯的差異（Shalom,	

2003;	Wojcik,	Moulin,	&	Souchay,	2013）。

至於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則是指有關個人的知覺經驗，也就

是我們「記住」的東西，可以讓我們回憶當刻的情境，例如在上次聖誕派對玩

的遊戲。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對個人的親身經歷印象較深（Rogers,	Kuiper,	

&	Kirker,	1977）。但不少研究均發現，自閉特色人士對「記住」個人情節的能

力較弱（Shalom,	2003;	Boucher,	Mayes,	&	Bigham,	2012）。

有部分自閉特色人士的記憶能力非凡，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接收大量的資

訊，然後完全複述出資訊內容（Ozonoff,	Dawson,	&	McPartland	,	2002）。箇中

原因可能是自閉特色腦袋的結構或處理訊息過程的不同，例如語意記憶的表現

較強。亦有研究發現，自閉特色腦袋處理人面訊息的反應，較處理物件相關訊

息慢（Webb,	Dawson,	Bernier,	&	Panagiotides,	2006）。這些腦袋結構或處理

訊息上不同的情況，或會使自閉特色腦袋產生的認知與一般腦袋有差異，所以

記住的東西也可能因而不同（Boucher	&	Warrington,	1976;	DeLong,	1992）。

非凡記憶或主要與個人的特別興趣有關（Baron-Cohen	&	Lombardo,	

2017），並非所有自閉特色人士都擁有非凡記憶，而該能力亦因人而異。在日

常學習生活中，自閉特色學生或能表現出很強的語意記憶能力，擅長牢記資

料，卻未必能正確運用資料；亦較難將個人的新生活經驗與舊記憶作整合分

析（DeLong,	1992;	Frith,	1989;	Rimland,	1964），因而產生不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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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注意力

不一樣的圖像思考能力

	注意力分為很多種類，較常見包括：持續專注、

選擇性專注、共同專注。自閉特色腦袋對事物的專注

或審視風格有別於一般人，會異常注意事情的細節，

能留意到被他人忽略的細微之處。然而，他們卻往往

未能有效地在多樣化的環境刺激或訊息中，作恰當的選擇性專注；又或因過

分專注細節而忽略了整體意義，未能適時地綜合情境訊息作出恰當的回應。

這或會令他們錯過一些重要訊息，導致對事物或情境的理解失誤。	

因自閉特色腦袋的專注及喜好較單一，往往未能同步處理多項事務，有

時或會因此表現得較自我，只專注做自己喜歡的事而忽略了環境要求。在日

常生活中，有自閉症的學生較容易被「非目標訊息」吸引而分心（Swettenham	

et	al.,	2014），有時未能在課堂內持續安坐、專心聽課及有合宜的參與。部分

有自閉症的學生主動與別人分享共同關注對象及事情的能力較弱（Mundy	&	

Newell,	2007），未能適時地與他人共享興趣或話題，因而影響他們在社交上

與人互動。	

自閉特色腦袋傾向以圖像形式把資料記住，也會以圖像進行思考

（Grandin,	2009），因此處理具體和視覺資訊的能力，往往較處理聽覺或間接

表達的資訊強。研究顯示，有自閉症人士在有關視覺空間的測驗（例如圖像推

理和組合積木的測驗）中，表現均較語言相關的測驗優勝（Goldstein,	Beers,	

Siegel,	&	Minshew,	2001;	Dawson,	Soulières,	Gernsbacher,	&	Mottron,	

2007）。他們理解圖像解說的能力，通常較理解口頭解說強（Hodgdon,	1995;	

Joseph,	Tager-Flusberg,	&	Lord,	2002）。因為圖像

等視覺訊息本身有停留的特性，能讓自閉特色腦袋有

效地作出分析和理解，再作出回應（張嘉恩、吳玉薇，

2000）。但在交談時，他們會容易忽略部分的聽覺訊息

或較隱晦的非語言溝通訊息（如眼神），因而對情境錯

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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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系統化」能力

不一樣的心智解讀能力

人類會透過觀測（observe	an	operation）及實測（perform	an	operation）

把事物系統化。透過觀察事物的不同，我們可以有系統地把事物分類。人普遍

都有想把事物「系統化」的傾向，只是程度強弱有別。自閉特色人士想把事物

「系統化」的傾向，是極度強烈的。他們強烈地渴望把事物分類、尋找因果關係、

建構系統，也會被一些富規律、少改變的事物吸引（Baron-Cohen,	Lombardo,	

2017）。因此，自閉特色人士偏好依循規律的生活方式。

對自閉特色人士來說，人與人交往的過程千變萬化，當中包

含許多變化因素，情境也複雜得難以完全「系統化」，因此令他

們較難理解及掌握。他們往往因執著於自己的「系統」，而難以

把在某個情境中學到的技巧類化至相似的情境，甚或把所學誤用

在不適當的情境中。另外，有自閉症的學生表現較固執，對系統

以外的事情未必能靈活應變，解難能力也相對表現較弱。在學習

上，例如閱讀理解，他們掌握平鋪直敘的記敘文或結構清晰的議

論文，較理解抽象委婉的抒情文容易。

心智解讀能力幫助我們了解他人的想法、感受、

意向和動機，並使用這些資料詮釋他人的說話和行

為，預測他們的動向及意圖。這是人際互動中很重要

的能力，能幫助我們在社交中正確地理解情況，並作

出合宜的反應。不少研究顯示，即使是高能力的有自閉症學生，在心智解讀

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困難（Happé,	1994;	Baron-Cohen,	Jolliffe,	Mortimore,	

&	Robertson,	1997），影響着他們日常的社交溝通，例如因未能理解別人的

表情和動作（非語言訊息），而不知道別人的想法或意圖，所以未能即時調整

個人反應。

另外，有自閉症的學生獨特的專注、接收和圖像思考風格，也會減慢他

們的心智解讀發展能力（Baron-Cohen,	2000;	Baron-Cohen,	Leslie	&	Frith,	

1985;	Hutchins	&	Prelock,	2008）。在與人溝通的過程中，他們傾向作單向

表達而非雙向交流；在交往中，往往只顧談自己感興趣的事，忽略了對方的

感受。這些都會削弱他們與別人共同專注於同一事物的能力和聯想力。他們

較難易地而處、鑑貌辨色，或理解他人的弦外之音，結果導致溝通障礙和人

際關係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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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中文寫作的學習與教學

一直以來，寫作是中國語文教育的教學重點。香港現行的中國語文教育，以「提升

學生的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為核心目標（教育局，2017）。

根據香港教育局發展重點建議，由高小（小四至小六）開始至高中（中四及以上），都提

及要重點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更表明其寫作學習目標在於「樂於寫作、勤於寫作、認

真寫作」三方面。當學生完成中六課程，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是核心科

目之一，而考核寫作能力的試卷佔分不少。因此，學生由小學四年級至中學六年級，都

要定期學習作文、繳交作文；教師亦要定期布置作文功課、評講作文。

2.2.1 轉變中的中文寫作教學

學習中文寫作，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傳統上，學生學習寫作多是被動地依

賴教師在作文課上的教導，因而教師成了學生學習成敗的關鍵，教師教多少，學生

就學多少。然而，從傳統走到今天，中文寫作教學已有不少轉變，比較如下：

教師經常提醒學生，多閱讀，多寫作，自然能寫出好文章。但是學生如何把

從閱讀吸取的養分，運用到寫作上，從而提升寫作能力呢？這都是教師在寫作教學

上，需要教導學生的。

傳統寫作教學 現今寫作教學

以教師為中心，主導整個課堂 以學生為中心，是學習的主體

以單向、線性模式進行 強調師生之間的互動和交流

以知識為中心，以灌輸作文知識為主
協助學生掌握各種學習策略和方法，

使他們成為自主學習者

重視寫作課的成果和作文的質素 重視學生在寫作過程中的學習機會

教師主講、學生聆聽 採取活動教學，讓學生從活動和經歷中學習

圖 2.1	傳統與現今寫作教學的比較



第二章 課程編寫理念

13

第
二
章

寫作前

2.2.2 中文寫作教學的現況

自八十年代西方認知取向的寫作思維過程理論出現後，為寫作課程、教材和

教學法注入新思維。教師意識到寫作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通過引起學習興趣，激

發他們主動學習，從而提升他們的寫作能力。教師主要為學生提供過程上的協助

（procedural	 facilitation）、設計不同的寫作活動，讓學生從活動過程中學習不同的

寫作策略和技巧，培養出對寫作過程的自我調控能力，最終能獨立、恰當地運用策

略來寫作。

教師現時施行一節理想的寫作課時，通常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	結合讀本教學，先教授與作文題材和體裁相關的知識、詞彙和修辭技巧

等，為學生輸入寫作知識

•	簡略講解將要寫作的題目，並着學生回家搜集資料和圖片

•	如有需要，教師會要求學生完成寫作工作紙或列寫作文大綱（圖 2.2）

寫作當日

寫作後

•	提供寫作協助，例如：附有文章結構提示或詞語選擇的作文紙

•	設計不同寫作活動，配合實物、圖片或影片，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

•	完成寫作後，填寫作文自評或互評表格（圖 2.3），培養學生對文章的批判

力，有效地檢視自己的文章及評核同學的作文

•	教師批改文章，在作文上眉批、圈錯字、評分和寫下精簡的總評

•	在課堂上整體回饋學生的作文，並進行佳作欣賞活動

當然，上述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不同學校、教師的教學安排各異；但相同的是，

每所學校都面對教學課時不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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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小學寫作評改量表

圖 2.2		小學寫作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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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自閉特色與中文寫作

一向以來，對有自閉症學生的支援，多聚焦在社交溝通方面。學校會按學生的

需要，提供輔導服務或社交小組訓練，以提升他們的社交溝通、心智解讀及情緒調

控等技巧。至於對有自閉症學生的學習適應支援，則多集中在整體學校適應，着重

通過第一層的正向環境支援，如優化課堂教學、營造友善的學習環境等，提升有自

閉症的學生在校園的學習適應（教育局，2001；教育局，2019）。

在學科學習上，有自閉症的學生在初小階段多表現不俗。但隨着年級遞升，學

科的要求不單是記憶和背誦，更會涉及較多抽象的概念及理解文章的深層意義（如

作文、閱讀理解），這對有自閉症的學生來說便漸見困難。

有研究指出，有自閉症的學生在面對創意寫作時，會出現困難（Church,	

Alisanski,	Amanullah,	2000）。對一般有自閉症的學生來說，寫作往往是他們的弱

項（Mayes	&	Calhoun,	2003）。

2.2.4 有自閉症的學生在中文寫作中的困難 

有自閉症的小學生大多對寫作過程概念欠掌握。這部分根據本計劃寫作小組的

觀察，闡述有自閉症的小學生在寫作過程的不同階段可能面對的困難。

寫作過程 有自閉症的學生可能面對的困難

審題 •	對理解題目的重點及關鍵字詞有困難

•	未能透徹理解情緒詞彙的意思

•	較少顧及閱讀對象

定主題 •	對寫作主題掌握不足

•	未能以關鍵詞句列寫大綱，幫助鋪寫文章（圖 2.5）

•	對所定的主題較少作出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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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有自閉症的學生在中文寫作中常見的困難

寫作過程 有自閉症的學生可能面對的困難

想內容 •	生活經驗較偏狹，素材貧乏

•	內容較單調，缺乏創意（圖 2.6）

•	敘事及情感表達未能聯繫日常生活經驗

•	聯想力較弱，難以就沒經歷過的事情構想出相關情節

•	選材時難以分辨資料是否相關及重要

•	常以個人喜好選擇題材，因而忽略了題目要求，以致內容與題目

不相關，甚至讓人感到莫名其妙（圖 2.7）

•	內容有時未能符合讀者的期望

創寫 •	較難就選材鋪寫文章，內容欠充實（圖 2.8）

•	較多出現文不對題的情況

•	詞彙不足

•	詞句意思不完整

•	文筆欠流暢

•	行文如自言自語

•	段落銜接欠自然，過渡欠流暢

•	結構較鬆散，段落之間欠連貫（圖 2.9）

•	未能在一般時限內完成文章

回顧及修訂 •	未能在寫作過程中察覺及監控自己所寫的是否切題

•	工作記憶短暫、組織技巧不足，未能複述整個結構內容

•	未建立覆檢的習慣，亦不知道如何作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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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有自閉特色學生在中文寫作方面多欠缺寫作動機，文章也較多出現錯別

字及字數不足的情況。

以下是一些常見的學生寫作例子，以呈現學生在寫作過程中可能面對的困難：

圖 2.5		學生寫作例子：未能以關鍵詞句列寫大綱，幫助鋪寫文章

圖 2.6		學生寫作例子：內容較單調，缺乏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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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學生寫作例子：常以個人喜好選擇題材，因而忽略了題目要求

圖 2.8		學生寫作例子：較難就選材鋪寫文章，內容欠充實



第二章 課程編寫理念

19

第
二
章

總的來說，現時切合有自閉症學生學習需要的中文寫作教材較少。假如有更多

按有自閉症學生的學習特色、能力、興趣和程度而設計的中文寫作學習課程出現，

想必對學生和教師來說，都有莫大的幫助和裨益。

圖 2.9		學生寫作例子：結構較鬆散，段落之間欠連貫



20

提取事件的記憶能力較弱

對情緒的理解及表達較不敏銳

 2.3 課程設計

針對有自閉症學生在中文寫作的學習需要，本課程設計有以下的教學內容特點：

2.3.1 以情緒為主題

本課程採用以情緒為主題的記事文體作為教學體裁，主要有以下原因：

記敘文是小學階段中不可或缺的文體，是課文中最常見的文章表述方式，

也是習寫頻率較高的文體。本課程曾諮詢現職小學語文教師，他們均同意，

如果要訓練小學生的寫作能力，從記敘文開始為佳。有見及此，本課程以記

敘文中的記事文類為載體，訓練學生的寫作認知能力，提升他們的寫作技巧。

研究指出，有自閉症的學生在提取自身經驗或事件的記憶能力較弱

（Shalom,	2003;	Boucher,	Mayes,	&	Bigham,	2012），若要憑空創作與自身

經驗相關的記敘文，可能會遇上較一般人更大的挑戰。

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對情緒較不敏銳，未必善於感受自己及別人的情感，

又或不習慣表達個人感受（香港耀能協會，2018）。但是，中文寫作往往要求

學生用文字抒發自己的感受。因此，對應學生的學習難點，本課程特意選取

以情緒為主題的記事題目作為訓練題材；例如：「記一件開心的事」和「記一

件使人後悔的事」，其中的「開心」和「後悔」，就是要加深學生對情緒的認識。

此舉一方面可以加強學生寫作記敘文的能力，同時也可以重點訓練學生對情

緒的理解和描述，以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記敘文是小學常習寫的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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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以學習寫作認知過程為主軸

傳統的寫作教學着重講授寫作知識及技巧，教學方式主要是讓學生透過大量閱

讀來掌握各種文體特徵及修辭技巧，繼而寫成文章（李孝聰，2014）。可是，在這

種教學模式中，「自閉特色腦袋」（例如：不一樣的記憶力、不一樣的注意力）卻為

有自閉症的學生帶來不少學習挑戰。

根據學者的研究，發現寫作其實是一系列的認知過程，包括「寫前構思」、「設

計」、「寫作」及「回顧與修訂」四個部分（Hayes	&	Berninger,	2014；謝錫金、岑

偉宗，2000），當中涉及不同的任務，例如作者需要從長期記憶中提取寫作材料來

構思文章內容、運用寫作技巧豐富文章等。大腦同時要處理一連串任務，容易讓「寫

作新手」認知超載，無法恰當地完成寫作。

故此，有學者提出，若教學能具體教導寫作需經過哪些過程，並引導學生理解

每一過程的任務、運用適當的認知策略提取合適的寫作材料和技巧，便能提升學生

的寫作能力，有助他們完成寫作任務（李孝聰，2014）。

圖 2.10		寫作過程涉及一連串任務，容易讓寫作新手認知超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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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寫作過程提供框架

圖 2.11		寫作認知過程

圖 2.12		課程提供寫作框架，讓學生可逐步跟從

本課程的研究人員相信這種教學方式切合有自閉症學生的學習需要（例如：不

一樣的「系統化」能力、不一樣的注意力），因此把寫作認知過程重整為「審題」、

「定主題」、「想內容」、「創寫」（即下筆寫作）及「回顧及修訂」五個部分（圖2.11），

具體教授學生理解每個過程及當中的有效寫作技巧。本課程的重點並非教授修辭

技巧，而是着重為學生提供寫作過程框架、引導學生在寫作過程中作自我控制與監

察，以及激發學生的思維、構思及豐富內容。這三大寫作策略詳述如下：

課程把抽象的寫作認知過程勾畫成具體的寫作框架，分別為「審題」、「定主

題」、「想內容」、「創寫」及「回顧及修訂」五個部分。為寫作認知過程定下清晰

的框架，可以讓導師明確地向學生說明，學生也易於按部就班地跟從框架寫作。

寫作認知過程

審題 創寫定主題 想內容 回顧及修訂

自我控制與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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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過程中的自我控制與監察

圖 2.13		學生寫作時未能認清文章的讀者

承接上文，學生需學習在寫作過程中反覆「自我檢查」，即要作自我控制

及監察。要檢查寫作內容是否合宜，對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來說，有一定的

難度；例如當我們訪問他們檢查文章要做什麼時，他們的重點可能放在修正

錯誤的字句上。但實際上，檢查文章的脈絡、內容及結構是否符合題目要求、

能否符合讀者期望，更為重要，可讓整篇文章的水平得以提高。我們在教學

經驗中便發現，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寫作時未能辨識文章的讀者，也就是說，

他們在寫作時可能並沒考慮讀者的期望。

然而，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在寫作時即使願意跟從寫作過程框架，卻因

過於專注寫自己想表達的事情，而忘了寫作主題，漸漸偏離擬定的內容，甚

至寫了一些不合宜的內容。因此，本課程強調，寫作並非線性的，乃是一個

循環的過程。在寫作過程中，學生需反覆檢查自己所構思和擬定的內容，一

旦發現有不合宜的地方，就要馬上修改，甚至退回到前一階段；例如，學生

要寫「一件失望的事」，本來在「定主題」時擬定了「吃不到蛋撻」為主題，但

後來在「想內容」時發現原本擬定的主題很難鋪寫下去，便應返回「定主題」，

重新構想一件讓自己比較容易發展且情節豐富的主題事情。

讀者是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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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及豐富內容

圖 2.14		星際檢查站

圖 2.15		學生把所有字詞都圈起來

為了明確具體地展現整個檢查過程，課程將之命名為「星際檢查站」，提

示學生在寫作過程中要：「估一估」—認清誰是讀者、檢查所定的主題是否

符合讀者期望（合乎邏輯及尊重他人）；「查一查」—檢查所定的主題是否符

合題目關鍵字詞或主題要求。最後，完成文章後要作回顧及修訂。

課程共教授了六種有助學生構思及豐富內容的寫作技巧，包括：

•	審題技巧：審題時要圈出作文題目關鍵字詞的技巧，在很多寫作課堂

都有教授，對有自閉症的學生來說也不陌生，但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

未必能掌握課堂上常提到的「關鍵字詞」的意思；例如有些有自閉症的

學生會認為題目中所有字詞都很重要，便把所有字詞或整個片語圈起

來，結果達不到提示的作用。故此，課程在教授此技巧時，會特別強

調圈出字詞的目的和準則（大約兩至三個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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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寫作小幫手」（第 2頁）及靈感 UFO

•	定主題技巧：寫作前如能先擬定一個貫穿全文的主題，能幫助學生引

領自己按部就班，寫出一篇不離題、讀者也容易明白的文章。但正如

上文提到，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對於情緒詞彙的理解未必準確，以致

未能準確定下一個能符合文章題目要求的主題。因此，課程為學生提

供了寫作輔助工具—「寫作小幫手」，列出一些與情緒詞彙相關的具

體事情，幫助他們更準確地定主題。此外，針對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

較弱的提取自身經驗 /事件能力（Shalom,	2003;	Boucher,	Mayes,	&	

Bigham,	2012），課程利用另一項寫作輔助工具—「靈感 UFO」，讓

學生透過自我發問激發思維

•	構思正文技巧：當閱讀有自閉症學生的文章時，不難發現部分文章內

容過於貧乏，或有太多讀者不期望看到的枝節。課程針對他們構思寫

作內容的困難，設計了寫作輔助工具—「寫作小幫手」，提供一些符

合主題事情的起初、經過和結果的情節框架，幫助學生構想正文，豐

富內容

•	收結文章技巧：作者一般會於文章結尾述說個人的反思和感受，令文

章更完整。但有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可能認為把故事說完便可，卻忽

略了文章的結尾部分。課程透過教導學生進行自我發問，協助他們構

想具有反思內容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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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及動作描寫技巧：雖然這些描寫技巧常見於日常的教學中，但有

自閉症的學生或會把描寫重點放在一些無關痛癢的細節上，結果寫出

來的文章頗古怪（圖 2.17）。有見及此，課程着重讓學生理解使用相關

技巧的目的，教授他們在合適的地方，運用能突顯主題的情緒的情節，

令內容更豐富

圖 2.17		學生不恰當地運用說話描寫技巧

2.3.3 自我調整策略

在上一節（2.3.2）所羅列的某些寫作策略，例如審題策略、說話及動作描寫技

巧，也許對有自閉症的學生而言並不陌生，平時在課堂上也曾學過。但為什麼他們

仍未能有效地運用？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要有效運用這些寫作策略還需要配合

自我調整能力（self-regulation）的輔助。

要寫出好文章，除了需運用不同的寫作策略外，還要在寫作的過程作自我調

整—調整自己的思緒與行為，以完成整項寫作任務。例如，能適時、有意識地覺

察需要運用哪些策略，並引導自己在適當的地方按步驟使用策略，同時在過程中

監控着自己是否運用得宜，並在有需要時作出修正（Graham	&	Harris,	2005）。研

究指出，較好的自我調整能力通常能寫出較好的作品（de	Milliano,	van	Gelderen,	

&	Sleegers,	2012）。但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的自我調整能力較弱（Geurts,	Verté,	

Oosterlaan,	Roeyers,	&	Sergeant,	2004;	Hill,	2004;	Bieberich	&	Morgan,	2004），

或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寫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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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自我調整策略

另一方面，第二章曾提及有自閉症學生的特質為他們在寫作上帶來不少挑戰。

若一些有自閉症的學生對寫作不感興趣，對所學的寫作策略抱懷疑的態度，我們

可以預想，他們即使在課堂上學了如何運用那些策略，亦會較少主動運用，因而

學習亦未能見成效。有見及此，除了寫作策略外，本課程亦着重發展學生的自我

調整策略。

自我調整策略主要有五種，分別為：（1）自我教導（self-instruction）、（2）自我監

察（self-monitoring）、（3）自我評鑑（self-evaluation）、（4）目標設定（goal	setting）、

（5）自我增強（self-reinforcement）（Reid,	Lienemann,	&	Hagaman,	2013）。理論

上，學生學習越多策略越好；但在現實中，學生若要在同一課程中既學習寫作策略，

又要掌握多項自我調整策略，反而可能造成負擔。故此，本課程揀選了兩種自我調

整策略—「自我教導」和「自我增強」作為教學重點。

「自我教導」讓教導的工作不只是由導師承擔，而是令學生能透過與

自己對話引導自己的思緒和行為，最終完成任務（Graham,	Harris,	&	Reid,	

1992）。課程中有不少地方把「自我教導」策略融入寫作策略中，其中一個例

子是把寫作認知過程的五個部分，具體化為五顆星球：「審之星」、「主題之

星」、「想之星」、「創寫之星」及「改之星」（圖 2.19），並因應學生較強的圖

像理解能力（詳見第二章的 2.1.2），把各星球製成貼紙，讓學生可以運用「大

綱工作紙」，在適當時候貼上相關的星球貼紙，引導自己逐步完成整個寫作過

程（圖 2.20）。

自我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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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利用「大綱工作紙」及星球貼紙引導寫作過程

圖 2.19		寫作認知過程與「彗庭系」星球的對應

開始時，學生需把「審之星」貼紙

貼在適當的位置，引導自己明白寫

作的第一部為審題。

完成審題後，學生需把「主題之

星」貼紙貼上，以引導自己明白接

着要定主題。

如此類推。

寫作認知過程

審題 定主題 想內容 創寫 回顧及修訂

「彗庭系」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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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增強

要有效運用「自我增強」策略，首先要訂立明確的標準，然後選取適合的

增強物（reinforcement），之後讓學生學習如何知道自己是否達標；最後，學

生如果可以達標，便可以獎勵自己。這樣亦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建

立對寫作的正面態度（Reid,	Lienemann,	&	Hagaman,	2013）。

課程中教授的寫作過程中，有不少地方都結合了「自我增強」策略。以定

主題為例，學生若能構想出一個貫穿全文的主題，並確保內容符合讀者期望

及主題，經導師同意後，便可自我獎勵代表主題的「主題徽章」貼紙。同樣地，

當學生能適當地運用所學的寫作策略後，便能自我獎勵「寫作機械人」頭部、

軀幹、腳部、「說話特寫器」、「連環動作照相機／連環（超級）動作照相機」

及「總結推進器」等貼紙。根據我們的觀察，參與課程的學生都十分喜歡那些

貼紙，並建立了寫作動機。

圖 2.21		利用貼紙作自我增強

學生若能構想出一個貫穿全

文的主題，並確保內容符合

讀者期望及主題，經導師同

意後，便可自我獎勵代表主

題的「主題徽章」貼紙



節數

主題 寫作認知過程

「彗庭系」

審題、定主題

「審之星」、「主題之星」

鞏固學習

想內容

「想之星」

想內容

「想之星」

課節

目標

1 能明白小組目
的及要求

2 能說出寫作的
目的和重要性

3 能明白監控「寫
作認知過程」

的重要性

4 能認識「寫作認
知過程」，並說

出「彗庭系」中

的五大行星

1 能說出「審
題」的方法及

其重要性

2 能認識「定主
題」的方法，

並能構想與題

目相關的事情

（主題事情）

3 能運用「提示
問題」（靈感

UFO）構想與
題目相關的事

情（主題事情）

1 能明白於寫作
時反覆檢查的

重要性

2 能說出誰是文
章的主要讀者

及讀者的期望

3 能運用「自我檢
查」技巧，審

視主題是否符

合讀者期望

4 能運用「自我檢
查」技巧，審

視主題是否符

合題目要求

1 能運用「審
題」及「定主

題」技巧鞏固

所學

2 能明白事件的
發展需符合文

章主題

3 能就文章主題構
想事件的起初、

經過和結果

1 能就文章主題構
想事件的起初、

經過和結果

2 能明白以反思
作記事文章的

結尾，有助豐

富文章內容及

啟發讀者

3 能就主題事情
作出反思

1能評審大綱內
容是否符合讀

者期望及主題

（「估一估」、

「查一查」）

2 能運用已學技
巧（想內容）來

寫文章大綱，

鞏固所學

教學

重點

鞏固學習 創寫

「創寫之星」

回顧及修訂

「改之星」

鞏固學習

1能運用已學
技巧（審題、

定主題、想

內容）來寫文

章大綱，鞏

固所學

1 能回應題目，
寫出一篇記

事文章的開

首段

2 能說出記事
文章的基本

結構，並明

白各段的詳

略要求

3 能明白寫作
時進行檢查

的重要性

1 能運用說話描
寫（情緒形容

詞	+	說話）技
巧來寫作

2 能將說話描
寫技巧應用於

寫作構思上

1 能明白寫作時
運用動作描寫

的重要性

2 能運用動作
描寫（連續三

組動詞）的技

巧來寫作

3 能運用形容
詞配合動作

描寫來增潤

文章內容

1 能運用「說
話特寫器」

和「連環動作

（超級）照相

機」於寫作

大綱上

2 能運用所學
的寫作技巧

寫作

1 能明白「結尾
段」的重要性

2 能運用結尾
句式，為一

篇記事文章

作結

3 能明白完成
文章後作回

顧及修訂的

重要性

4 能為自己的
文章作回顧

及修訂

1 能按所學的
「寫作認知過

程」作自我

調控，完成

寫作

2 能運用不同的
寫作技巧豐富

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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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庭系圖

精明補給站

主題徽章

寫作小幫手

靈感 UFO

星際檢查站 工作站

寫作小幫手

的情節

寫作機械人軀幹 寫作機械人腳部

星際檢查站



鞏固學習 創寫

「創寫之星」

回顧及修訂

「改之星」

鞏固學習

1能運用已學
技巧（審題、

定主題、想

內容）來寫文

章大綱，鞏

固所學

1 能回應題目，
寫出一篇記

事文章的開

首段

2 能說出記事
文章的基本

結構，並明

白各段的詳

略要求

3 能明白寫作
時進行檢查

的重要性

1 能運用說話描
寫（情緒形容

詞	+	說話）技
巧來寫作

2 能將說話描
寫技巧應用於

寫作構思上

1 能明白寫作時
運用動作描寫

的重要性

2 能運用動作
描寫（連續三

組動詞）的技

巧來寫作

3 能運用形容
詞配合動作

描寫來增潤

文章內容

1 能運用「說
話特寫器」

和「連環動作

（超級）照相

機」於寫作

大綱上

2 能運用所學
的寫作技巧

寫作

1 能明白「結尾
段」的重要性

2 能運用結尾
句式，為一

篇記事文章

作結

3 能明白完成
文章後作回

顧及修訂的

重要性

4 能為自己的
文章作回顧

及修訂

1 能按所學的
「寫作認知過

程」作自我

調控，完成

寫作

2 能運用不同的
寫作技巧豐富

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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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

寫作機械人

「錯版」

星際檢查站

寫作機械人頭部 寫作大綱

說話特寫器

連環動作照相機

連環動作

（超級）照相機

寫作大綱 工作站總結推進器

寫作機械人

改錯帶

星際檢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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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課程詞彙說明

本部分列出課程常見的專用詞彙，附有詳細解釋，說明其意義或使用方法，方便讀

者隨時查閱及對照這些詞彙在寫作中的意思。

2.5.1 「彗庭系」

「彗庭系」有五顆星球，分別是「審之星」、「主題之星」、「想之星」、「創寫之

星」和「改之星」，代表寫作認知過程的五個部分。在十三節的寫作訓練中，學生通

過到訪每一顆星球，學習該寫作認知過程的要點。當他們認真地經歷了完整的寫作

認知過程，便能寫出一篇理想又優秀的記事文章。

「主題之星」

•	學習定主題

•	要定出一個符合文章題目要求，即事、
人、地、時能貫穿整篇文章的主題

•	使文意清晰，不離題，令讀者容易明
白文章的內容

「審之星」

•	學習審題

•	被一個星環圍繞，代
表審題時要圈出作文

題目的關鍵字詞（大

約兩至三個詞語）

「想之星」

•	學習運用寫作輔助工具來構思文章的內
容，以及反思從事件中引發的感受和教訓

•	通過寫大綱，學習組織文章的結構，幫助
寫作

「改之星」

•	學習寫作完成後再次回顧全文，作出修訂，完善文章

•	要完成的三項任務：

►	齊備文章各部分（即機械人各部件）

►	齊備豐富文章的寫作技巧（即機械人各裝備）

►	估一估	、查一查（即星際檢查站），並修改錯字及使句子通順

「創寫之星」

•	下筆寫作

•	學習運用合適的
寫作技巧來豐富

文章內容，提升

文章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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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星際檢查站」

「星際檢查站」的設置，是為了鼓勵學生在寫作的各個階段不時停下來，持續

地檢查擬定的內容，使內容能符合讀者期望、文章題目及文章主題的要求，以免出

現離題和前後矛盾的情況。學生一旦發現構思的內容有不合宜之處就要馬上修改，

完成檢查後才可以進入下一個寫作階段。「星際檢查站」主要進行兩項檢查─「估

一估」和「查一查」。因為審題任務較簡單，所以除了「審之星」外，其他四個星球

都設有「星際檢查站」。

在「主題之星」定主題時……  

參考簡報 3.21

檢查所定的主題是否符合讀者期望（合乎邏輯及尊重他人）

先找出誰是文章的主要讀者，再定出符合讀者期望的主題

內容，即內容要合乎邏輯（大部分人覺得在現實世界可能

會發生的）及尊重他人，讓讀者留下好印象

檢查所定的主題是否符合題目關鍵字詞的要求（已圈出的

關鍵字詞）

讀者的

期望？

合乎邏輯

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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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之星」寫內容大綱時……

檢查「起初、經過和結果」和「反思」兩個部分是否符合讀

者期望（合乎邏輯、尊重他人）

檢查內容是否符合主題。學生可以運用「寫作小幫手」檢

查「起初、經過和結果」部分是否齊備所有情節內容，特

別是情節中強調的重點。這些重點在「寫作小幫手」以粗

體或不同顏色顯示

參考簡報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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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寫之星」寫內容時……    

檢查內容是否符合讀者期望

檢查內容是否符合主題要求

「創寫之星」被

一條軌道所圍繞，

「星際檢查站」會環

繞「創寫之星」運

行，代表學生在寫作

過程中要隨時隨地、

或每寫完一個段落

便作出簡單的檢查。

在「改之星」重閱全文時…… 

檢查內容是否符合讀者期望

檢查內容是否符合主題要求

參考簡報 10.34

參考簡報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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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寫作機械人」

「寫作機械人」共有三個部件、四件裝備。「寫作機械人」的部件包括頭部、軀

幹和腳部，代表記事文章的結構；四件裝備代表記敘文的寫作策略，用來教導學生

鋪寫和豐富文章內容。

說話特寫器

主題徽章

連環動作（超級）
照相機

總結推進器

寫作機械人及所有裝備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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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機械人」的部件 

「寫作機械人」的頭部、軀幹和腳部代表文章的結構，提示學生寫作最

基本要包括文章的「開首」、「起初、經過和結果」和「結尾」三部分。三部

分的內容詳略有別，應以「起初、經過和結果」的內容最詳細，較其他兩部

分豐富，否則文章會出現頭重尾輕、詳略失宜等毛病。

「寫作機械人」頭部

•	代表文章「開首」部分

•	學生於「創寫之星」完

成開首段及順利通過

「星際檢查站」後，便

可獲取

「寫作機械人」軀幹

•	「寫作機械人」軀幹代

表文章的「起初、經過

和結果」部分

•	學生於「想之星」構思

出相關部分及順利通過

「星際檢查站」後，便

可獲取

「寫作機械人」腳部

•	代表文章的「結尾」部分

•	學生於「想之星」構思出相關部

分及順利通過「星際檢查站」

後，便可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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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機械人」的裝備

「寫作機械人」主題徽章

•	「寫作機械人」主題徽章代表文章有一個既符合題目要求，又能貫穿整篇

文章的主題

•	當學生能運用「審題」及「定主題」的技巧，在「主題之星」完成了任務及

順利通過「星際檢查站」後，便可獲取

•	但學生須待來到「改之星」，完成整篇文章，進行覆檢並確認整篇文章符

合主題後，才可以把主題徽章組裝在「寫作機械人」的頭上

說話特寫器

意思：為人物添加說話	

作用：是一種說話描寫技巧，用來突顯人物說話時的神態、情緒，使人物更

生動，文章更有趣	

形式：人	+（情緒）地	+	說 /問 /叫	+	1-2句說話

使用步驟：

•	從大綱情節中，找出可加入「說話特寫器」的適當位置（能突顯主題人物

的主題情緒）

•	添加 1-2句說話（說話內容需配合主題情緒）

•	添加相關情緒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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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環動作照相機 /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

意思：更細緻形容人物動作，延長動作的過程，把一個動作分成幾個連續的

動作來描寫

作用：是一種動態描寫技巧，用來突顯主題情緒，使人物更生動，內容更豐富

連環動作照相機形式：

•	在文章中連續添加三組形容人物動作的詞語（動詞）

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形式：

•	在文章中連續添加三組形容人物動作的詞語（動詞），並在動詞前加上一

些適當的形容詞

使用步驟：

•	在大綱的情節中，找出可加入「連環動作照相機 /連環動作（超級）照相

機」的適當位置。學生實際上可以於大部分的情節中，運用「連環動作照

相機 /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以豐富文章。主要運用原則是該動作能

突顯人物或主題人物的情緒。學生可以應用該寫作技巧多於一次

•	建議學生參考「寫作小幫手」的建議，即凡註有標記的情節就是可以突顯

人物情緒的地方，學生可以先考慮在該處運用該寫作技巧

•	加入三組動詞

•	如運用「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則在動詞前加入適當的形容詞

【學生宜因應自己的聯想力和運用形容詞的能力，決定使用「連環動作照相

機」或「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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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推進器

意思：

•	在文章的結尾段加入作者對事情的反思，並以特定的句式總結全文

•	反思的內容包括「反思」和「進一步反思」兩種，至於句式的組合，學生

可因應個人能力作選擇

作用：

•	讓讀者更容易理解作者對事情的看法，加深對文章主題的認識，留下深

刻的印象，又可令文章更見完整及別具心思

使用步驟：

•	根據大綱的「進一步反思」內容，從選擇一或二及選擇 A或 B中選定一種

結尾句式

•	按選定的句式組合，寫出結尾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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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段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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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寫作輔助工具

「靈感 UFO」

「寫作小幫手」 

作用：

•	寫作過程中，學生在定主題時需要以一種情緒和一件事情貫穿全文。如

果學生未能就作文題目想出一件事情作為文章的主軸時，可以透過「靈感

UFO」作自我提問，幫助自己構思「主題事情」

用法：

•	用「靈感 UFO」揀選地點，可供選擇的地點有「學校」、「公園」、「家」、

「課外活動地點」、「補習社」及「其他」（學生可自行揀選一處地方）

•	用「靈感 UFO」揀選人物，可供選擇的人物有「同學」、「朋友」、「父母」、

「兄弟姊妹」、「老師」及「其他」（學生可自行揀選一位人物）

•	然後學生向自己提問：「我通常在這個地方跟這個人做什麼？」

•	再進一步自我提問：「是否想到一件能回應題目提及的主題情緒的事情？」

情節是什麼？

情節是指事情的變化和經過，是作品中敘事的變化過程。簡而言之，情

節即是故事和記事文章從開首至結尾的內容，是文章組成的必要部分。而構

成情節的一連串事件均環環相扣，有因果和邏輯關係。因此，假如作者能預

先構思與文章主題相關的情節，合理地擬定文章由開首至結尾的情節變化，

既能豐富故事內容，也能讓讀者較易掌握故事的發展脈絡，令自己寫出一篇

完整又切合題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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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小幫手」是什麼？

「寫作小幫手」冊子選出幾種常見的情緒，並就每種情緒提供相關的四

個情節給學生參考。學生根據「寫作小幫手」提供的情節來寫文章的正文，

即記述事情的起初、經過和結果，便能知道寫作記事文章講求情節的變化，

要致力把事情的發展一步一步推至結局。

「寫作小幫手」嘗試把文章正文的四個情節發展結構化，引導學生培養

在寫作前為文章構思情節的習慣。情節 1通常是事情的起初，簡述事情發生

的背景，即交代時間、人物、地點和事件，但是當中的元素不一定要齊備。

情節 2和 3是經過部分，指導學生要把事情想得更詳細，鋪寫文章更豐富。

情節 4通常是結果部分，提示學生要把寫的事情結束，使文章的結構完整。

當然，學生在初期依照「寫作小幫手」的情節進行構思，有可能規範了

他們的創作，因為情節的寫法可以千變萬化，也不一定只有四個情節。但是

「寫作小幫手」只是一項輔助工具，讓學生建立在敘事中要寫情節的概念，

幫助他們構思合乎邏輯、豐富有趣的情節。當學生在這學習過程中打好基礎

後，期望他們能進一步靈活應用，創作出更精彩的故事情節。

作用：

•	幫助學生理解作文題目「主題情緒」的意思；想出符合文章主題事情的情節

•	「寫作小幫手」向學生提供的內容僅供參考，並非絕對的答案

用法：

•	如果學生要寫一件事，而這件事是與情緒有關的，學生可以先閱讀「寫作

小幫手」中對某些擬定情緒的詞典解釋、近義詞、事情和例子，然後按照

「寫作小幫手」列出的四個情節逐一構想

•	構思出來的內容需符合各情節所強調的重點，但不用寫完整句子，只需

於寫作大綱簡單列寫內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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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效把自我調整策略融入寫作策略教學中，課程的編寫參考了 SRSD建議的六個

教學階段：發展背景知識、討論、示範、記憶、支持和獨立完成。

圖 3.1		SRSD發展模式的目標

第三章

為了切合有自閉症學生的學習需要（可參考第二章 2.2部分），本課程運用以下的教

學模式及策略，期望能提升他們對寫作的學習動機與效能。

3.1 自我調整策略發展模式（SRSD）

發展學生的自我調整策略是本課程其中一項學習重點。本課程揀選了「自我教

導」和「自我增強」兩種自我調整策略作為教學重點（詳見第二章的 2.3部分），並參

考自我調整策略發展模式（Self-Regulated	Strategy	Development	Model）（SRSD）

（for	 review,	Harris	&	Graham,	2009;	Graham,	Harris,	&	McKeown,	2013;	Reid,	

Lienemann,	&	Hagaman,	2013）編寫課程。

自我調整策略發展模式是一種經多年研究證實，能有效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學

習效能的教學模式（Graham	&	Harris,	2003）。在此教學模式中，導師除了教導學生學

習策略（例如：寫作策略）外，亦需着重發展學生的自我調整能力及建立其正面態度（圖

3.1），最終讓學生有能力獨立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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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階段 教學目標及重點 課程應用例子

階段一：

發展背景知識

•	了解學生的先備知識與技

能，以設計針對學生需要

的課程

•	讓學生認識寫作目的、寫

好文章的先決條件等，從

而提升他們的寫作動機

•	此課程主要教授學生思考及構想方法，而非

書寫及文句修飾技巧，故此，參與學生需具

有一定的寫作能力

•	於第一節利用具特定要求的購物任務，帶出

寫作認知過程中的各階段，以及好好學習

各階段寫作任務的重要性（詳見第一節教案

「主題教學（一）」）

參考簡報 1.36

階段二：

討論

•	使學生明白策略的有效性

及重要性

•	讓學生願意主動學習並運

用相關策略

•	使學生了解策略的內容及

用法

•	大部分課節都設「引入」環節，透過有趣的

活動，讓學生體驗及理解寫作策略的有效

性、重要性、內容及用法

•	例如：透過播放鐵路工作人員於行車時作檢

查的影片，帶出寫作時反覆檢查的重要性；

繼而與學生討論「估一估」及「查一查」的

內容（詳見第三節教案「引入」及「主題教學

（一）及練習」）

六個 SRSD教學階段可按需要重新排列、更改或刪除，如果學生在某階段尚未掌握

相關的概念，導師可以延續該階段。以下是針對其中一種寫作策略（「估一估」、「查一

查」）作為說明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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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SRSD	教學階段及課程應用例子

教學階段 教學目標及重點 課程應用例子

階段三：

示範

•	結合寫作策略的使用和自

我調整策略的運用

•	透過示範，讓學生了解運

用策略時的思考過程；並

透過模仿，學習成熟作家

的思考過程

•	透過放聲思考，示範如何以「自我教導」

策略引導自己運用所學的寫作策略，以

及如何以「自我增強」策略來肯定自己

•	本教材套預備了多段示範影片，供導師

於課堂上播放

•	本教材套的記憶棒備有影片的講稿，供

導師參考

階段四：

記憶

•	透過不同的活動，使學生

能牢記寫作策略的步驟。

目的是要讓他們能專注於

任務要求，而非花掉工作

記憶的「容量」來記着寫

作策略的步驟

•	課程設有重温、問答和視覺支援，幫助學生

記憶寫作策略的步驟，例如：

	►「估一估」、「查一查」被具體化為「星際

檢查站」，使學生更容易牢記此寫作策略

的內容

•	根據我們的經驗，有自閉症的學生要牢記課

程中所教授的策略內容，並不困難

階段五：

支持

•		提供「鷹架式引導」，讓學

生能逐漸獨立地完成寫作

任務

•		課程在不同的學習階段均設有練習，讓學生

鞏固所學，達至獨立完成任務的目標。例如：

在視覺支援下，學生於第十三節練習自我調

整策略，並運用不同的寫作技巧引導自己完

成整個寫作過程

•	學生一般需經過反覆的練習，才能進展到階

段六。導師不妨預留較多時間在此階段，讓

學生的學習基礎更穩固

階段六：

獨立完成

•	繼續監察學生獨立使用策

略的表現，有需要時作出

介入

•	協助學生把習得的寫作策

略，類化至其他適合的寫

作任務

•	礙於課程的節數有限，學生於課程完結時，

也許仍需導師一些支持。但若學生有機會持

續學習，以致能獨立地運用已學過的寫作策

略來完成寫作任務，則代表他們已進入階

段六

•	導師亦可協助學生類化技巧，例如：「估一

估」、「查一查」不但可以用於記敘文寫作，

亦可用於其他文體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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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學策略

因應有自閉症學生的學習特性，本課程運用以下訓練策略來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

1  善用學生興趣	

2  有系統的教學流程	

3  運用工序分析

4  提供視覺支援				

3.2.1 善用學生興趣

不少學生提起中文寫作都面有難色，認為寫作是一件苦差，因為一來苦無寫作

素材，二來欠缺寫作技巧，更提不起寫作的興趣，因此一般學生都抗拒寫作。可是

中文寫作是學習中文時不可或缺的一環，實難迴避。

研究指出，「興趣為本」的訓練可以有效提升自閉症兒童的溝通、社交訓練效

能（Dunst,	Trivette,	&	Hamby,	2012）。Dunst,	Jones,	Johnson,	Raab,	&	Hamby

（2011）亦指出，把學生的興趣融入訓練中，有助其語言及語文學習。興趣可分為

「情境興趣」（situational	 interest）和「個人興趣」（individual	 interest）。「情境興

趣」是指某種情境特質（包括：教學活動、學習材料及當中的人和事）讓學生產生

興趣；「個人興趣」是指學生對某些事物有相對持久的喜好和投入度（Renninger,	

1992）。「情境興趣」能提升原本個人興趣較低的學生對學習的投入度（Durik	&	

Harackiewicz,	2007），它亦是培養個人興趣的一個重要階段（Hidi	&	Renninger,	

2006）。

因此，本課程把學習寫作的

過程，設計成一項以太空星球歷

險為背景的小太空人訓練計劃。

當中創作了「彗庭系」，又塑造了

不少星體、角色、機械人部件及

裝備等。第一節的「引入」，交代

了學生的主要任務是要到「彗庭

系」尋找失落的「寫作機械人」。

學生表面上是要完成一項任務，

實際上是學習中文寫作，提升個

人的寫作能力。

參考簡報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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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有系統的教學流程

具結構、可預計的模式，是有自閉症學生有效學習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

（Volkmar	et	al.,	199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1）。故此，課程每一課開始

時，都會讓學生清楚了解該節課的流程，而且每節的教學流程亦有特定的模式，使

學生較容易適應和掌握導師的要求。以下圖表列出每節的主要教學流程，以供參考：

教學活動
時間

（共90分鐘） 教學目標

重温及回饋 約 10分鐘 •	激活學生對上節學習重點的記憶

•	回饋學生的家課表現，讓學生知道需要

改善的地方

引入 約 10分鐘 •	引起學習動機

•	激活學生相關的已有知識

•	引導學生留意該課節的學習重點

主題教學及練習 約 60分鐘 •	進行配合教學目標而設計的教學活動，

並運用不同策略（例如討論、示範、工序

分析、體驗活動等）來協助學生習得要點

•	透過不同類型的練習活動，讓學生應用

相關技巧

總結、回饋及

家課講解

約 10分鐘 •	重申課節要點，以助學生理解和記憶

所學

•	講解家課內容

圖 3.3		主要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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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運用工序分析

工序分析（task	analysis）是針對自閉症學生需要的實證為本介入策略（Wong,	

et	al.,	2014）。工序分析是將繁複的學習程序，分拆成小步驟逐點教授，以助學生

更有效地掌握相關技能策略。此課程所教授的寫作策略，都經過工序分析，細分成

一個個較清晰易明的步驟和重點，然後具體、有結構地呈現出來。以下分享兩個例

子作闡釋：

參考簡報 3.33

有自閉症學生的心智解讀能力較

弱，有時在寫作任務的過程中，未能

時刻顧及讀者的期望。故此，課程把

「顧及讀者期望」這項任務分成三個步

驟，包括思考﹕誰是讀者？讀者有什

麼期望？我寫出來的內容能否滿足讀

者的期望？然後就每個步驟再加以解

釋、示範及練習（詳見第三節教案）。

參考簡報 11.16

說話描寫對學生來說也許並不陌

生。但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只知道要

在文章中加插說話，卻未能準確掌握

說話描寫的精粹—為人物添加說話，

可使人物形象更生動，性格更突出。

於是，他們加入說話描寫後，反而使

文章變得突兀。所以，本課程把這項

寫作任務分為三個步驟，強調學生需

先思考加入說話描寫的適當位置，繼

而思考什麼說話能突出人物的情緒，

並配以相關的形容詞（詳見第十一節教

案）。

例子一：自我控制與監察策略

例子二：說話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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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提供視覺支援

視覺支援（visual	supports）是提供任何能幫助或提示學生執行目標行為的圖

像，例如海報、時間表、視覺提示卡等。視覺支援不但能把抽象的概念具體地呈現，

以助有自閉症學生理解，而且能助他們透過跟從視覺提示，獨立地運用已學的寫作

策略及自我控制與監察策略。

為了讓學生明白記敘文的結構，課程以「寫作機械人」各部件來表達記敘

文多以三個部分組成（第九節）。「寫作機械人」頭部代表文章的開首；軀幹代

表文章的起初、經過和結果；腳部代表結尾。三部分之中，軀幹體積最大，代

表記敘該部分的內容也應該最詳盡。

例子：文章結構

圖 3.4		「寫作機械人」的三個部件

開首

起初、經過
和結果

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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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學生自行運用所學的視覺支援提示自己留意文章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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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節數

「彗庭系」
第一節

「審之星」、「主題之星」及工作站

第二至第四節（上）

「想之星」及工作站

第四節（下）至第七節

「創寫之星」
第八節至第十一節

「改之星」
第十二節

鞏固學習及工作站
第十三節

4.1 簡介

本教材套提供多項教材，資料豐富。惟導師想了解此課程，除了要細閱各項教材之

外，還要掌握有關自閉特色的教學策略及寫作技巧，實不容易。因此，我們編寫了這章

作為課程導讀，以說明課節設計的意念，並闡釋值得注意的教學重點及技巧，藉此分享

在研究期間所匯集的教學經驗和心得，幫助導師掌握整套課程的精要。

4.1.1 內容編排

本課程以「寫作認知過程」為設計基礎，為學生提供具體的寫作框架，即「彗

庭系」的五個主題：「審題」、「定主題」、「想內容」、「創寫」及「回顧及修訂」，並

按不同階段加入相關的教學重點。此外，也因應學生的特點，例如：較少考慮讀者

期望、容易偏離主題等，加入切合他們需要的「自我控制及監察」提示。

本課程導讀按「彗庭系」五個主題的教學內容，把十三節課程分為以下六個部

分，而其中設有三次「工作站」，讓學生鞏固自我調整策略及寫作策略的應用：

圖 4.1		內容編排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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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導讀是按每一節課的內容編排，然後就相關教學環節列出「教學重點」及

「教學貼士」。「教學重點」旨在扼要地交代活動設計意念、施教重點、學生的寫作

難點。「教學貼士」則是介紹適切的教學技巧，如：解說及提問技巧、課業回饋技巧、

行為處理技巧等等。

4.1.2 使用建議

建議導師在閱覽教案及教材時，可按需要選出此導讀的相應部分作為參考，藉

此提升教學效能，例如：

若遇到疑難，可再次

翻閱本導讀，以尋找

合適的提示或資料作

為參考

小組施行期間

對學生未能掌握的課

節部分加以鑽研，或

可從中得到啟示，為

學生往後的學習提供

跟進或建議

小組後檢討

先對課程取得概括的

印象，以便按個別小

組情況，更靈活地作

課程剪裁

小組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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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彗庭系」

當學生被邀請參加課後的中文寫作小組時，難免會表現得焦慮、納悶，甚或抗拒。

以下是常見的原因：

因此，本節的訓練重點在於：

•	提升學習動機：

	► 本課程把學習寫作的過程設計成一場「彗庭系」的星球歷險記，從而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

•	認識「寫作認知過程」：

	► 藉着介紹「彗庭系」寫作場景，幫助學生初步認識「寫作認知過程」的各部分

	► 藉着「精明補給站」的遊戲，讓學生明白「寫作認知過程」及其重要性

如：害怕或討厭作文，

對中文寫作感到吃力

負面經驗

如：感到寫作是沒趣

味的苦差

缺乏興趣

如：不清楚寫作目的

和重要性

寫作概念模糊

如：認為作文是學科要

求，不應在課後進行

固有觀念

如：詞彙不足、執筆

忘字或詞不達意

能力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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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首先透過解說「彗庭系」的故事，讓學生感到恍如置身於太空歷險旅程中；然後借助

尋找鎖匙的遊戲，令學生從中明白寫作的重要性

教學貼士 1：增加趣味性

•	建議導師生動地運用聲線、表情及動作演繹故事，並配合教學簡報營造歷奇氣氛，引

領學生投入想像的太空任務之中

•	學生表面上是要完成一連串任務，實際上是學習中文寫作，提升他們寫作記敘文的能

力。所以課程創作了一個「彗庭系」，又塑造了不少星體、角色、機械人部件及裝備

等，旨在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	有些學生對故事感興趣，或會追問有關細節。導師可扼要講解，以滿足學生的好奇心，

但應避免深究太多枝節。故事詳情見圖 4.2

第一節

在中文寫作小組中，學生的主要任務是要到「彗庭系」

尋找失落的「寫作機械人」。故事由星仔開始，他和「寫作

小幫手」乘太空船前往探訪「彗庭系星人」，發現他們正受到「食字大怪獸」的猛烈攻

擊。之後，「彗庭系星人」變得害怕作文，而且文章質素也變差了，出現作文離題、

內容欠豐富、文章結構不清晰等毛病。

假如要拯救「彗庭系星人」，唯一的方法是找來「寫作機械人」幫

忙。但是「寫作機械人」現在不知所終，只知道它的部件散落在「彗庭

系」的五顆星球上。因此，學生需接受共十三節的防衞隊訓練，期間

要前往這五顆星球學習不同的寫作策略和技巧，並逐一收集「寫作機械

人」的各種部件和裝備。當學生最後把所有部件和裝備組裝起來，即

可啟動「寫作機械人」，打敗「食字大怪獸」，使「彗庭系星人」不再害

怕作文，並能寫出優秀的文章。

圖 4.2 	「彗庭系」的背景故事

引入：尋找失落的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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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貼士 2：引導學生思考

•	導師需幫助學生從活動中體驗兩則提示的分別，讓學生明白文章要寫得清晰才能有效

地傳遞訊息（圖 4.3）。為此，導師要讓學生有充足的時間閱讀，並鼓勵學生認真閱讀

後才開展行動。導師可用手指或指示器引導學生閱讀

•	引導學生思考尤其重要。例如當學生重複檢視提示內容，還未能理確定鎖匙位置時，

導師可以提問：「你覺得這則提示對你有幫助嗎？為什麼？」

教學貼士 3：適切介入 學習有序

•	學生或因未能按指示（一）尋找鎖匙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亂，導師可彈性地縮短尋找時

間（少於 3分鐘）

•	對於適應轉變有困難的學生，導師可給予預告，例如：在活動完結 1分鐘前預告，

或結束前倒數 10下，再配合鈴聲提示即時結束搜尋，可幫助學生有秩序地返回座位，

並重新專注於導師的解說

圖 4.3		讓學生分辨兩則提示的分別（簡報 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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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藉着購物活動，觀察學生執行任務的能力，並引導學生回想有否運用一些方法協助自

己達到要求

教學貼士 1：準備充足 增強效果

•	導師需邀請學校協作人員提供多方面的協助，例如：幫忙設置「精明補給站」，觀察

學生所運用的方法，檢視學生選購的物品是否符合要求等。導師需預先向學校協作人

員解釋教學的內容及重點，以加強協作效果

•	導師可按個別或全組學生能力更改任務要求（但仍需維持兩次購物的要求一致），如

加減購買物品的數目、時間或選購貨品的總值等，以增減任務難度，令學生在兩個主

題教學活動的表現差別明顯

教學貼士 2：藉觀察及回饋引導反思

•	導師介紹活動時，不必詳細講解任務要求，以

測試學生的審題能力。選購期間，導師應讓學

生自行完成，並觀察他們有否運用方法協助自

己，以便按個別學生情況作出恰當回饋

•	導師可按簡報 1.26、1.27的項目逐一提問，引

導學生就活動作出反思，了解自己運用什麼方

法幫助完成任務

•	導師可鼓勵學生分享他們所用的方法，先邀請

一個不成功的例子，然後邀請一個成功的例子。

若學生未能口述，導師可根據個人觀察給予回

饋。以下是一些學生會用的好方法：

	► 圈出題目的關鍵字詞

	► 檢視所選物品是否符合任務要求

	► 利用工作紙列寫清單

	► 心算或列式計算總值

	► 購物後作覆檢 圖 4.4		引導學生作出反思（簡報 1.	26、1.27）

主題教學（一）：精明補給站



60

第
一
節

主題教學（二）：精明補給站—第二擊

圖 4.6		活動後解說強調監控寫作的重要性（簡報 1.36）

教學重點

•	讓學生體驗認真執行每個步驟所取得

的成功（圖 4.5）。因此，與主題教學

（一）不同，導師需在學生購物前給予

明確指導，讓學生獲得進步，才能取得

明顯的學習效果

教學貼士：活動後解說很重要

•	如有學校協作人員在場協助，建議導師預先指定各人觀察的學生，以觀察同一學生在

兩個教學環節下的不同表現，從而具體指出學生進步的地方

•	即使學生未能完全符合任務的所有要求，導師應鼓勵學生分享所用方法，並具體指出

學生得以進步的原因，才給予讚許

•	導師可嘗試分析學生的問題所在，提出具體建議。例如：當學生執行任務時未能持續

檢視任務要求，可給予建議：「在計算物品價錢時，要經常提醒自己檢查任務要求，

若選購的物品已超出總值，便要更改購物清單作出配合。」透過回饋，可加強學生自

我監控的習慣，這是學生需要學習的其中一項寫作策略

•	導師需在活動後用簡報 1.36向學生作出解說，指出購物與寫作的歷程相若，從而帶

出「寫作時依循寫作過程每一個步驟的重要性」

圖 4.5		給予學生明確指導（簡報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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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審之星」、「主題之星」

本課程的第二、三節主要教授「寫作認知過程」中首兩個部分—「審題」和「定主

題」，並向學生強調在構思過程中需反覆檢查，才可確定構想的主題內容能夠切題和符

合讀者期望。第四節的上半部分是工作站，作用是幫助學生重温和鞏固所學：審題、定

主題及自我檢查等技巧。

自第二節起，導師需教授學生運用不同策略及技巧完成寫作任務，當中介紹多項特

別設計的教材以促進學習：包括：「主題徽章」、「靈感 UFO」、「寫作小幫手」、「星際檢

查站」等等。課節也常運用影片作示範教學，並安排小組後任務，藉此鞏固和延展學習。

對理解題目的重點及

關鍵字詞有困難

審題

未能透徹理解情緒詞

彙的意思

審題

較少考慮要顧及閱讀

對象的期望

審題

主題徽章 寫作小幫手 星際檢查站靈感 UFO

學生在「審之星」和「主題之星」中常見的寫作表現如下：

對寫作主題掌握不足

定主題

未能以關鍵詞句列寫

大綱，幫助鋪寫文章

定主題

對所定的主題較少作

出檢查

定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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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審之星」及「主題之星」的訓練重點在於：

•	審題

	► 以「審之星」的光環作為視覺提示，提醒學生圈出關鍵字詞

	► 以示範影片引導學生運用「自我教導」策略，幫助自己思考及判斷題目的關

鍵字詞	

•	定主題

	► 用「主題徽章」提示學生列出主題情緒及（與此情緒）相關事情

	► 以「寫作小幫手」作為寫作輔助工具，幫助學生理解情緒詞彙

	► 用「靈感 UFO」作為寫作輔助工具，幫助學生構想主題內容

	► 依照「寫作大綱工作紙」提供的寫作框架，幫助學生按部就班地做好「審題」

及「定主題」這兩個部分

	► 以示範影片引導學生運用「自我教導」策略作「自我檢查」

	► 以「星際檢查站」的設置，鼓勵學生在「定主題」時要停下來「估一估」，以

確定內容能符合讀者期望，以及「查一查」確定文章符合題目和主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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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指出寫作的第一步是「審題」，並介紹審題的技巧及重要性。本課節首次播放示範影

片，以展示「成熟作家」運用寫作策略時的思考過程，並鼓勵學生模仿。往後的課節

都會運用示範影片，鼓勵學生以「自我教導」策略，引導自己運用所學到的審題技巧

（註：本教材套的記憶棒附有示範影片及講稿，供導師參考）

教學貼士：提供清晰的導向

•	導師可透過不同方法，引導學生在審題時用粗線圈出最關鍵的 2至 3個字詞。如學

生難以分辨哪些是關鍵字詞，導師可解釋「關鍵」的意思，即最重要／最主要的字詞；

或反問學生：「如果題目少了哪一個字詞，會令寫作內容出現很大分別？」

•	這是首次運用示範影片（圖 4.7），建議導師在播放前先作介紹，為學生提供清楚的導

向，讓學生明白播放影片的目的。此介紹講稿可作參考：「我們可以透過觀看影片，

學習寫作策略和技巧。影片主角會把腦袋裏面的思考過程刻意地說出來，讓別人知道

他怎樣透過圈出關鍵字詞來找出題目的重點。請大家留意他說了什麼和做了什麼，你

可以向他學習」

•	如有需要，導師可重播影

片以引導學生留意重點，

如：指出主角正在完成「寫

作大綱工作紙」的審題

部分，並貼上「審之星」

貼紙來提醒自己要圈出關

鍵字詞。導師也可暫停影

片，以提問幫助學生留意

細節，如：「『審之星』

的光環有什麼用處？」

第二節

主題教學（一）及練習：星之光環

圖 4.7		影片示範「自我教導」策略和審題技巧（影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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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由於學生往往忽略在寫前構思主題的步驟，以致文章未能貼題或內容鬆散。因此，本

環節以收集「寫作機械人」的裝備為任務，吸引學生留意「定主題」的步驟及作用，

並運用示範影片，鼓勵學生以「自我教導」策略來訂定文章的主題

教學貼士 1：加強學生掌握內容

•	導師可指出，小組將會以記事文章來學習寫作技巧，每節小組會有不同的記事文章題

目：「記一件令我		（主題情緒）		的事」

•	建議導師在說明任務時要緊扣寫作過程，幫助學生掌握「定主題」的內容，例如：

	► 要收集「主題徽章」，便需學習「定主題」，才可完成任務

	► 要獲得「主題徽章」，便需列出主題情緒和（與此情緒）相關事情

	► 導師可補充「主題徽章」的用途：於第 12節，當學生完成整篇文章後，「主題徽

章」便可加在「寫作機械人」身上；令學生有所期待

教學貼士 2：提示學生留意重點

•	在播放「『主題之星』─定主題」（影片 2.2）之前，導師可向學生指出「寫作大綱工

作紙」（圖 4.8）能幫助學生按步驟定主題：先簡略地介紹工作紙上定主題的各關鍵字

詞，並請學生留意（1）主角是怎樣按地、人、事、時逐步構想事情，（2）主角怎樣使

用「寫作小幫手」，以及（3）主角怎樣使用貼紙作自我提示

•	由於是首次使用「寫作小幫手」這輔助工具，在影片結束後，導師可略為介紹第 2頁

紅框圈出的部分（圖 4.9），提示學生可以運用這部分來幫助理解「主題情緒」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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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留

意構想事

情的步驟

圖 4.8		寫作大綱工作紙（簡報 2.23）

提醒學生可運用這

寫作輔助工具

圖 4.9		「寫作小幫手」（第 2頁）

有助理解「主題情

緒」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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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針對學生難於構想與題目相關的事情，藉着「靈感 UFO」這寫作輔助工具，引導學生

作自我提問，從而想出一件事情作為文章主軸

教學貼士：逐步引導  加強應用

•	建議導師逐步引導學生，幫助學生把注意力聚焦在學習重點，例子如下：

	► 導師先用教學簡報及實物教材介紹「靈感 UFO」（圖 4.10）。為避免學生分心，

導師可在「練習及回饋」環節才派發實物教材，讓學生在構想主題時用

	► 導師透過提問引發學生認真思考，例如：「文章題目是『記一件令我後悔的事』，

「主題情緒」是……（後悔）。『後悔』是什麼意思呢？你想到一件令你後悔的事

嗎？」

	► 對於想不出「主題事情」的學生，導師可提示「靈感 UFO」可以幫助他們尋找靈

感。對於能想出主題的學生，導師也可鼓勵學生運用「靈感 UFO」嘗試多想一件

「主題事情」

•	在播放示範影片前，導師需提醒學生，留意主角如何使用「提示問題」來幫助自己想

出「主題事情」，例如：指出或讀出教學簡報的「提示問題」；並預告稍後學生可透過

自我提問來定主題，藉此引導學生應用影片示範的構思過程於「定主題」上

圖 4.10		介紹如何運用「靈感 UFO」構想主題事情（簡報 2.28、2.29）
提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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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及回饋：小任務

教學重點

•	為了鞏固所學，這環節會運用「共同創作」的學習方式，提供多一次示範及練習機會，

幫助學生按着影片的方法，熟習「審題」及「定主題」這兩個部分

教學貼士 1：給予正面回饋

•	學生樂於創作，導師當然要給予鼓勵。即使學生的構想天馬行空，導師也可給予正面

回饋，引導學生思考內容是否合適。例如，學生選擇的地點是「洗手間」，導師可提

醒學生，接着的構想內容要符合題目要求，需確定是「一件令我後悔的事」

•	如學生想到的事情未能完全符合「寫作小幫手」所指「後悔」的意思，導師仍可給予

正面回饋。例如，對未能嚐到新口味的薯條而感到後悔，導師可加以解說：「雖然這

件事令你不開心，但並未對你或別人帶來負面後果，所以不完全符合『後悔』的意思。

用『失望』或『可惜』來形容這件事較為合適。」

教學貼士 2：因應個別差異  提供不同協助

•	小任務需要學生同步處理多個步驟的工作，例如：貼星球貼紙作「自我教導」及「自

我增強」，參考「寫作小幫手」理解主題情緒，並運用「靈感 UFO」來構思主題事情，

把共同訂定的地、人、事、時填寫在工作紙上（圖 4.11）

•	學生的表現或出現較大的個別差

異，建議導師按學生能力提供不同

程度的協助：能力較高的學生可減

少引導；能力較弱的則給予個別指

導，如：解說「後悔」的意思、重

複別人的提議、總結共同創作等等

圖 4.11		寫作大綱（後悔）」工作紙（簡報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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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貼士 3：逐步指導  共同創作

•	共同創作除了可提供示範及練習的機會外，也可即時讓導師了解學生對所學的掌握程

度，從而調整指導方向及練習內容

•	學生需要在有系統的指導下，才能順利共同創作「主題事情」，例子如下：

	► 讓學生一次專注做好一件事，先共同創造，後各自記錄

	► 讓學生輪流構想，先讓能力較弱的學生構想地、人及時，然後請能力較高的學生

構想事情及作補充

	► 若學生能力較高，可共同創作多於一次，然後讓學生投票選出一件主題事情作為

記錄

•	導師需留意，「寫作大綱（後悔）」工作紙會在第四節及第六節繼續使用，作為示範教

學，導師需幫助學生完成及保存工作紙。圖 4.12	展示學生共同創作的例子

圖 4.12		共同創作主題事情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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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要鞏固學習，除了用答問方式，也可採用遊戲方式增加活動變化，提升學生參與度。

這是學生首次完成小組後任務，導師可藉着回饋及評價，鼓勵學生做好家課，並幫助

學生掌握課程內容	

教學貼士 1：鼓勵互相學習  在回饋中進步 

•	導師就學生的家課給予回饋前，先強調各人能力有異，不需作比較，應欣賞各人的努

力和進步，合力營造互相學習的氣氛

•	建議先由導師給予學生整體表現的回饋及評價。如學生能力平均較高，表現友善又能

掌握家課，導師可先作示範，說出學生做得好的地方，再鼓勵學生互相欣賞。若小組

中有能力稍遜的學生，導師應個別回饋功課表現

•	若時間有限，導師可選兩、三份具代表性的家課作回饋，其中一份必須是良好的樣本，

並要讓各學生得到均等的機會

•	學生能否自行完成家課，取決於兩項關鍵技巧：一是能正確解讀「主題情緒」，二是

能聯想到「主題事情」。「寫作小幫手」和「靈惑 UFO」這兩件寫作輔助工具，可以幫

助學生掌握這些技巧。導師需針對學生的問題，運用合適的輔助工具作講解

教學貼士 2：調節內容  照顧差異

•	有自閉症特色的高小學生，大多能理解基本情緒，例如：開心、生氣、害怕，但未必

能掌握較複雜情緒，例如：失望、後悔、自豪。本環節設計讓導師先以「失望」作講

解及示範，再逐步幫助學生理解較複雜情緒的意思

第三節

重温及鞏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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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擲「情緒骰子」遊戲中，導師可按學生

的能力調節內容，以照顧個別差異（圖

4.13）。例如：按學生理解情緒的能力，

鞏固他們對某些情緒字詞的理解，如：

用白紙蓋着「情緒骰子」上不適用的情緒

字詞，讓能力較弱的學生只聯想關於基

本情緒（如開心）的事情

圖 4.13		按學生能力調節「情緒骰子」的內容（簡報 3.10）

•	導師可把學生的例子記錄在教材 3.2上

（圖 4.14），或請學生加進「寫作小幫手」

適當的位置中。導師又可按學生能力選

取合適例子加入。例如：如果學生未能

想出關於「自豪」的事情，就只需加入此

情緒例子

圖 4.14		記錄相關情緒事情的例子（教材 3.2）

引入：「檢查很重要」

教學重點

•	學生容易忽略寫作時需要反覆檢查，以影片帶出「檢查很重要」，可確保工作的質素

教學貼士：逐步引導學生注意不同訊息

•	學生觀看影片 3.1時，建議導師按簡報 3.15的兩個問題提問，逐步引導學生注意影

片所發放的不同訊息，明白檢查的重要性及方法（圖 4.15）：

	► 先注意鐵路人員開車前要做什麼？（參考答案：開車前進行檢查，以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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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注意鐵路人員用了什麼方法進行檢查？（參考答案：「用手指指着要確認的事

物，用眼睛仔細看，口頭提醒自己，耳朵聽清楚）

•	如有需要，導師可播放影片 3.2，或一邊播放一邊講解，幫助學生注意鐵路人員所用

的檢查方法。以下是鐵路人員在開車前的「手指核實程序」，分為多個步驟，導師可

按學生需要，選取合適部分作講解，指出反覆檢查的重要性：

	► 一人用手勢做出及用口說出「出發信號、行進」的檢查指令

	► 一人看手錶，報時，重複發出「出發信號、行進」的檢查指令；另一人從車廂走

出來，用手指指示確認

	► 兩人用耳聆聽出發前音樂及廣播預報，一同用手指向及說出「指示燈」檢查指

令，並說出「YES」來確認

	► 兩人一同用手指指示及說出「關門」檢查指令，並說出「YES」來確認，然後拉

關門手掣

	► 兩人再次一同用手指指示及說出「指示燈」檢查指令，並說出「YES」來確認

	► 一人返回駕駛廂，預備開車，同時由另一人用手指指示及說出一連三個檢查指

令—「監視熒幕」、「側面」、「發車」，並每次說出「YES」來確認

•	導師可補充，這「手指核實程序」只花少於 50秒，便能大大減低人為失誤率 84%，

令日本鐵路成為最安全及準時的交通工具之一

圖 4.15		逐步引導學生明白檢查的重要性（簡報 3.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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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由於部分學生或仍未能分辨文章的主要讀者及讀者的期望，在教學安排上會先播放影

片示範，然後用另一例子作課堂示範，再以三個練習幫助學生釐清相關概念

教學貼士：幫助學生掌握學習重點

•	導師在播放影片前，先着學生留意主角是怎樣運用以下的「自我檢查」技巧來審視主

題，然後於播放後向學生提問相關問題，以幫助他們掌握學習重點：

	► 主角運用「星際檢查站」的「估一估」來做什麼？（參考答案：提醒自己要「估一

估」主題事情是否符合讀者期望）

	► 主角用了什麼方法檢查主題事情是否符合讀者期望？（參考答案：（1）自問自答

的方法，先問自己：「『符合讀者期望』的意思是什麼？」，然後答自己：「合乎

邏輯、尊重他人」；（2）逐項檢查；（3）發現不合乎邏輯之處，並作出修改）

•	影片播放結束後，導師展示簡報 3.31的例子與學生討論，看看學生能否作出準確的

判斷（圖 4.16）

•	練習 1至 3（簡報 3.33－ 3.35），導師提問相關問題，並鼓勵學生作答以助自己作出

準確的判斷。有自閉症特色的學生經過練習後，會明白自己所寫的事情要符合讀者期

望，才能在別人心中留下好印象

圖 4.16		藉着提問及討論引導學生作自我檢視（簡報 3.31）

邊個係主要讀者？

讀者有咩期望？

讀者會有咩印象？

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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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教學（三）及練習：「查一查」

教學重點

•	本環節運用了三項教學策略：示範、討論及練習，幫助學生循序漸進地熟習「自我檢

查」的技巧，以審視主題是否符合題目要求

教學貼士：循序漸進  熟習技巧

•	先以例子 1作示範，播放影片「『星際檢查站』—『查一查』」（影片 3.3），展示「自

我檢查」技巧，藉此說明檢查時的思考過程，再輔以簡報3.42、3.43作解說（圖4.17）

•	導師需明確地指出，題目要求是記一件令父母生氣的事，而非令自己生氣，提醒學生

要構想一件符合題目要求的主題事情。如果所寫的不符合主題要求，便屬離題，必須

作出修正

圖 4.17		先示範檢查主題是否符合題目要求（簡報 3.42、3.43）

•	本示範目標在於鞏固學生的「自我檢查」技巧。導師應引導學生應用「自我檢查」技

巧，來判斷主題事情的內容是否合適。導師可請學生說出影片中主角所用的技巧

•	導師可按需要，加入圖 4.18，以幫助學生更明白「自我檢查」技巧，並在審視主題是

否符合題目要求時加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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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引導學生應用「自我檢查」技巧

•	再以例子 2和例子 3作解說，運用「『查一查』提問卡」中的問題與學生討論（圖

4.19），藉此引導學生思考及作出判斷	，並建議合適的修改

•	最後運用練習 1至 3讓學生自行應用技巧。減少提示，先讓學生想一想，有需要時

才用提問卡的問題作提示或運用「寫作小幫手」查看「生氣」的意思。若有需要，為

每位學生提供一張提示卡，鼓勵學生自行找出關鍵問題來回答

圖 4.19		「查一查」提問卡（教材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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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藉提問了解學生能否掌握學習重點，包括：定主題後要檢查、「估一估」的任務、以

及「查一查」的任務

教學貼士 1：善用口語及視覺提示

•	當導師提問時，並非每個學生都會回應。學生不回應的原因很多，可能是不懂得回答，

也可能是一時分心、聽不清楚問題。導師需細心觀察並揣測箇中原因

•	導師可透過口語或視覺提示，協助學生回想上節內容，並按學生的能力靈活地採用不

同方式的提示，以達致最佳效果。如下提示也可應用於其他課節中：

	► 口語提示：重複問題或簡化問題，例如：「定主題後，還要做什麼？」「是不是

要做檢查？」

重温

第四節（上）

圖 4.20		善用視覺提示達致最佳温習效果
（上圖：教材 1.3）（下圖：簡報 4.4）

	► 口語提示：調整提問內容，令問題更

具體，例如：「定好主題後，還要做什

麼，才能確保主題事情不離題？」

	► 視覺及口頭提示：展示「彗庭系」圖，

把「星際檢查站」圖卡加在「主題之

星」上，指着「星際檢查站」，並說：

「『星際檢查站』提醒我們定好主題之

後，還要做什麼？」

	► 視覺提示：展示「彗庭系」圖，把「星

際檢查站」圖卡加在「主題之星」上，

指着「星際檢查站」，然後問問題

•	一般來說，圖像訊息較口語訊息更具體，有

助學生記憶學習內容。建議導師善用實物教

材「彗庭系」圖、相關圖卡及簡報幫助學生

温習（圖 4.20）

指着檢查站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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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貼士 2：對家課給予正面回饋

•	若導師對學生表現給予正面回饋，對他們的寫作動機和技巧會帶來積極的影響

•	正面回饋即具體地指出學生做得對／好的地方，同時指出學生需改善的地方，藉此鼓

勵學生繼續進步。圖 4.21是對學生家課給予正面回饋的例子

•	導師給予回饋時宜注意小組中的個別差異。有些能力較弱的學生，對別人當眾的評價

表現較敏感。建議導師在小組中讚揚學生做得好的地方，然後安排個別時間指出學生

不足之處，令學生安心地接納意見

圖 4.21		給予正面回饋（教材 3.9）

鞏固所學

教學重點

•	藉着設置「審之星」及「主題之星」兩個工作站，提供機會讓學生熟習在寫作過程中作

出「自我調整」。工作站將在第七節及第十三節再次出現，幫助學生以螺旋方式温習，

以鞏固所學（工作站的詳細資料可參考圖 4.22）

你能用「 」表示

完成「估一估」任

務，做得好！

欣賞你用心檢查，發現事

情不能符合讀者期望，把

不合乎邏輯的內容修改了。

你能認真完成小任

務，依指示完成所

有步驟，字體整齊。

值得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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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安排了三次工作站的活動，分別在第四節、第七節和第十三節。目的主要

是為了讓學生有機會熟習於寫作過程中運用「自我調整」策略（self-regulation），其

次是模擬「小太空人訓練計劃」的情境，讓學生在工作站完成任務，增加他們的寫作

動機。

我們期望導師在這些課節前，已透過「自我調整策略發展模式」（SRSD）的首四

個教學階段（發展背景知識、討論、示範及記憶），讓學生習得一定程度的「自我教導」

及「自我增強」能力。這可引導學生能自行完成整個寫作過程。

在進行工作站的活動時，導師可以進一步把大部分學習技巧的教學階段進展至「階

段五：支持」。教學重點在於按學生的表現，提供合適的「鷹架式引導」（scaffolding）

（如：幫助回憶舊經驗、給予示範、教育性對話），而不是作直接的教導。導師可減少

口頭提示寫作過程，如有需要，可用提問方式或視覺提示作引導。

工作站

自我調整策略發展模式（SRSD）教學階段

階段一：發展背景知識

階段二：討論

階段三：示範

階段四：記憶

階段五：支持

階段六：獨立完成

其他課節主要進行這四

個教學階段

第四、七、十三節則透

過工作站，支持和鼓勵

學生嘗試獨立完成任務

參考簡報 4.10

放置不同的圖片及工具：「彗庭系」圖、

「靈感 UFO」、「星際檢查站」、「寫作小
幫手」，作視覺提示

圖 4.22		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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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貼士：照顧個別學習差異

•	導師需因應個別差異來調節任務的內容及形式，讓學生按自己的步伐完成工作紙，令

學生取得成功感

•	能力較弱的學生需要密集指導。導師可參考教案所建議的問題，並配合圖片作視覺提

示，逐步引導學生完成任務。例子：「這幅圖提醒我們要做什麼？」（參考答案：審題、

定主題、檢查）；「到了「主題之星」，有什麼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參考答案：「寫

作小幫手」／「靈感 UFO」）。圖 4.23展示更多提問的例子以供參考，導師可按學

生需要而選用合適的問題作提示

審題要做什麼？
主題情緒是什麼？有什

麼工具可以幫助我們明

白「失望」的意思？

想不到寫什麼主

題事情時，有什麼

工具可以幫忙？

這是什麼星球？

在圖框貼上星球貼紙，

是提醒我們要做什麼？

這個空框貼什麼圖？

提醒我們要做什麼？

完成任務後，可

以收集到「寫作

機械人」的什麼

裝備？

圖 4.23		透過提問逐步引導學生完成工作紙（教材 4.1）

•	導師可考慮按學生所需協助程度分組。如果能按能力分為高、低兩組，導師可讓高組

學生自行完成，只需請學生到下一個工作站前，讓導師檢查他的習作。這樣做，可騰

出空間為低組學生提供較密集的指導

•	如果學生的溝通及協作能力不錯，導師可考慮以混合能力分組。每組指派能力較高的

同學做組長，協助同學互相檢查習作，二人或三人一組協力完成「審之星」工作站後，

再到「主題之星」工作站。導師可以預先向學生說明，「小組協作」是獎勵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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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學生有情緒及行為問題，可考慮簡化活動形式。如：在各學生桌上設置兩個微型工

作站，讓學生各自留在自己座位上，先完成審題，讓導師檢查後才定主題

•	由於學生所需協助程度不一，導師會分身不暇。建議導師邀請學校協作人員提供額外

的支援。一來可照顧個別學習需要，二來可讓學校協作人員了解學生的進展，有助在

課堂中延展所學。要取得良好協作效果，導師需預先向學校協作人員解釋課堂目的、

活動設計、工作紙要求，以及學生的能力和所需的協助等等

•	學生完成工作紙「寫作大綱（失望）」（教材 4.1）後，導師及學校協作人員需給予學

生個別回饋。圖 4.24及圖 4.25展示了針對不同能力學生的回饋，以供參考。導師需

按學生的需要，給予合適及適量的提示

審題工作做得很好！能正確圈出關

鍵字詞，又能用粗線圈出「失望」是

最關鍵的字詞。讚！

圖 4.24		能力較高學生的工作紙例子（教材 4.1）及導師回饋例子

事情符合「失望」的情緒。

事情留下好印象嗎？讀者會覺

得「爸爸沒有帶錢」不合理。

怎樣令事情合乎邏輯呢？

用貼貼紙提醒／

獎勵自己做好檢

查工作
清楚交代事情

的地、人、事

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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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題是要圈出關鍵字詞，

請試試做。

（因學生沒有審題）

圖 4.25		能力較低學生的工作紙例子（教材 4.1）及導師回饋例子

你有做「估一估」，事情能留下好印

象。但是題目要求寫「失望」的事情，

不是「快樂」的事情。試在修改後，

檢查一下事情是否符合題目要求。

（學生更正後）改得好，事情貼題了。

請看看題目。主題情緒

是什麼？如果不符合題

目要求，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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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想之星」

「想之星」主要教授「寫作認知過程」的第三個部分—「想內容」。學生通常在上

一個星球「主題之星」已經想好了文章的主題和主題事情，接着就直接下筆寫文章。他

們在「想之星」常見的寫作表現如下：

偏向以個人喜好選材

因此，「想之星」的訓練重點在於：

•	強調寫大綱的重要：

	► 一份完備的大綱，不但能逐步引導學生寫作，不致離題，而且還可以分配文

章篇幅的詳略，使文章結構更完整

•	運用「寫作小幫手」構思情節：

	►「寫作小幫手」提供的情節，有助學生圍繞主題事情及相關的情緒，構想事

情的起初、經過和結果

•	按引導問題構思結尾：

	► 指導學生在文章的結尾段進行簡單反思，避免草草收結，甚或沒有寫出結尾

的情況出現

•	通過「星際檢查站」：

	► 幫助學生確保在開始寫作前，自己所構思的內容符合主題（情節齊備）及讀

者期望，減少寫作時偏離主題的可能性

忘記要對應題目，

較易離題

對未經歷過的事難

以想出相關情節

敘事及情感表達未能

聯繫日常生活經驗

選材時難以分辨資

料是否相關及重要

內容有時未能符合

讀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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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簡單的故事，讓學生自行領悟不符合主題的內容會令讀者感到突兀，產生壞印

象。期望學生能意識到內容需要「符合主題」，並初步認識「情節」一詞

教學貼士：突出不合主題情節  製造千奇百怪內容

•	活動中，大部分學生都能夠分辨「薯條國尋寶記」的故事情節是否符合主題，並把「情

節卡」正確分類，指出不合理的「怪」內容

•	若學生在分類活動的表現完全正確，建議導師可以刻意加入不符合主題的情節，突顯

因而造成的「怪位」（不合理的內容），然後引導學生討論不符合主題和不合邏輯的情

節會令讀者感到故事內容十分突兀，且會產生壞印象；藉以帶出活動重點，加深學生

的印象

•	如導師想向學生講解關於「情節」的作用，可參考介紹「寫作小幫手」的內容。（詳見

第二章 2.5.4關於「寫作小幫手」部分）

引入：故事內容好奇怪

第四節（下）

圖 4.26		導師故意放錯「情節卡」的位置，刺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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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教學：機械人的「軀幹」—「起初、經過和結果」

教學重點

•	正式學習如何構思文章中主題事情的「起初、經過和結果」部分，開始收集寫作機械

人的部件─軀幹。活動以「寫作小幫手」輔助構思符合主題的事情，並認識什麼是

事件的情節

教學貼士 1：運用「寫作小幫手」認識情節

•	引用之前「引入」活動所指，「想之星」要構想主題事情當中的情節，就如構想一張張

「情節卡」的內容。大部分學生經過「引入」活動後，都明白「情節」的概念。如有需

要，導師可以拿出「薯條國尋寶記」的「情節卡」，向學生表示這些等同於「寫作小幫

手」中的情節

•	影片「『想之星』─想情節：一件令我生氣的事」（影片 4.1）初步示範如何運用「寫

作小幫手」中的情節

•	導師更需要運用簡報中的例子，說明如何運用「寫作小幫手」構想每個情節內容。其

中特別強調：（1）內容需符合各情節所強調的重點（以粗體顯示）；（2）不用寫完整句

子，只需簡略記錄內容重點

•	導師也值得提醒學生，關於「寫作小幫手」提供的情節，只是記敘該情緒的其中一種

鋪排內容的寫法，只供學生練習和參考。當學生熟習了如何按主題和及讀者期望寫作

時，文章內容可以有不同的變化

教學貼士 2：導師示範  學寫重點

•	寫大綱時，很多學生不懂得寫重點，往往花很長時間寫出完整句子。當寫正文時，他

們又以為要寫的內容已齊備，於是搬字過紙，把大綱的內容照抄一次當作完成文章，

並認為沒有再鋪寫的空間

•	由於本課程沒有教授學生如何寫重點，建議導師盡量示範和提示學生寫重點，不用寫

完整句子，強調大綱是用來記下自己想出來的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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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貼士 3：共同創作  刺激思維

•	引導學生討論及共同完成工作紙「寫作大綱（後

悔）」的「起初、經過和結果」部分

•	強調共同完成，務求達致以下目的：

	► 確保學生明白每一個步驟：按「寫作小幫

手」每個情節構想，留意情節強調的重點	

	► 起初學生或較難「想像」事情的細節和發

展，尤其是要符合情境要求的內容「創

作」，共同完成有助學生彼此刺激思維和

互相參考

	► 逐步接受「創作」一些自己沒親身經歷的

內容

圖 4.27		「寫作小幫手」的後悔情節

圖 4.28		工作紙「寫作大綱（後悔）」（教材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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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課程導讀

教學重點

•	上一節，學生未有機會練習和了解「寫作小幫手」中每種情緒的情節。因此，本鞏固

活動的主要目的是：（1）鞏固按「寫作小幫手」寫大綱的步驟（每個情節逐一構想、

留意情節所強調的重點）；（2）認識及練習「寫作小幫手」中每種情緒的情節，特別

是「開心」這種情緒，因為導師需要指導學生如何從兩組情節中選擇一組來寫

教學貼士 1：熟習「寫作小幫手」 進一步掌握情節

•	建議導師檢視學生家課（自豪—教材 2.8），從他們寫大綱的表現來決定鞏固活動要

強調或作出指導的地方（圖 4.29）

•	為了盡量讓學生集中練習構想情節內容，讓他們有足夠時間練習「寫作小幫手」中的

所有情緒，建議導師把學生說出來的重點記在黑板上，以提升活動效率，同時又可以

向學生示範如何記重點

教學貼士 2：合作創作 增趣減壓

•	學生輪流負責不同任務，該項任務代表按着「寫作小幫手」寫大綱的一個步驟，所以

學生必須完成每個步驟

•	不同學生負責不同情節，鼓勵學生接受「創作」一些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過的內容

•	互相合作學習可以增加活動趣味，又可以減少學生因創作而產生的壓力

第五節

重温及鞏固練習：按主題想情節

引入

教學重點

•	為了令結構更完整，一般文章都有結尾段。學生可能也會寫結尾段，但通常只交代事

情的結束。本活動主要目的是要指出一般文章的結尾如具有反思的內容會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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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貼士：集合眾人意見  認同反思較好

•	一般學生都會做正確選擇，選出有反思結尾的文章（文章 2）。但當導師問其原因時，

不少學生會表示只因文章 2的字數較多，卻沒有特別留意兩篇文章結尾的分別，更

有學生認為作者表達感受是離題的表現

•	如遇以上情況，導師可邀請其他同學、學校協作人員，或由自己來表達看法，讓學生

明白其他人其實對具有反思的結尾有較好的印象

圖 4.29		導師檢視並回饋學生的家課
學生遺漏了最後結束

的情節，導師可以強

調大綱要完全依照所

有情節來寫

情節 2、3、4的句子
寫得太完整，太詳盡，

導師可以強調大綱只

需寫重點

情節 4應該着重寫出完
成這件事的「過程」，

建議導師指出這是重點

所在，要遵照這些重點

進行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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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課程導讀

主題教學：機械人的「腳」—「結尾」、練習及回饋：反思內容我做到

教學重點

•	由於學生普遍未明白寫出作者的反思有助豐富文章內容及啟發讀者，亦未懂得如何就

事件作出符合讀者期望的反思，因此較少以反思作為文章結尾。為此，本課節教學活

動及練習的重點在於：（1）指出結尾及反思的重要和好處，鼓勵學生寫作時應用；（2）

以引導式問題指導學生如何反思

教學貼士 1：基本反思易做好  引導發問實做到

•	要寫出有反思的結尾，本課程提供了兩個層次的寫法：基本反思和進一步反思。導師

可因應學生能力施教，期望學生起碼能進行基本反思

•	若全組學生能力較弱，可只要求學生進行基本反思─是否希望事情再次發生

•	大部分學生均能合理地作出基本反思。若有學生未能做到，建議導師嘗試引導學生思

考該事情的結果以作判斷，導師可詢問學生：「如果這件事情有壞後果，你還希望它

再發生嗎？」

教學貼士 2：按學生不同能力  靈活安排進一步反思

•	對於能力一般的學生，可教授學生如何進一步反思，但不需要求他們每次都要做到

•	對於能力較高的學生，盡量鼓勵他們作進一步反思，以豐富文章。惟留意學生只需要

運用其中一個引導問題作進一步反思：

	► 自己可以怎樣做使事情再次 /不再發生？或者

	► 從事情學會了 /發現了什麼？

•	有部分學生會嘗試回應兩個引導問題，惟言之成理即可。假如導師留意到有學生為了

回應兩個問題而花過長時間或感到思考有困難，可以提醒他們只需回應其中一問

•	學生只需作出合理的進一步反思，如有寫出不合理的內容，可以在下一節「估一估、

查一查」時才跟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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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構想進一步反思的內容時，學生有時未能完全拿捏重點，需要導師引導

建議導師提問學生：「『口

說不可以，但心裏說可

以』印證了什麼？為什

麼媽媽會這樣做？」

圖 4.31		進一步反思的不合理例子─「從這件事情學會了不要隨便打人」

建議在下一節「估一估、

查一查」，提醒學生留意

「打人」的處理方法是否

符合讀者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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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課程導讀

教學重點

•	雖然之前「主題之星」也設有「星際檢查站」，但這次「想之星」的「星際檢查站」與

之前的有少許分別。本節主題教學、練習及回饋的重點在於讓學生認識「想之星」的

星際檢查站，並能運用「星際檢查站」來檢查「起初、經過和結果」和「反思」兩個大

綱部分的內容是否符合讀者期望及主題

教學貼士 1：檢查大綱好重要  創寫文章會更佳

•	導師可以指出「想之星」上「星際檢查站」的獨特之處：

	►「估一估」：檢查「起初、經過和結果」和「反思」兩個部分的大綱內容是否符合

讀者期望

	►「查一查」：主要檢查「起初、經過和結果」部分的大綱內容是否符合「主題」（之

前是檢查所定的主題是否符合「題目」）

•	由於「寫作小幫手」的情節均按照主題情緒和事情發展而編寫，所以學生只要在「查

一查」確認該部分的大綱齊備所有情節，即可視為或大致符合「主題」

•	即使導師一直強調要按「寫作小幫手」每個情節逐一構想，以及要符合情節中所強調

的字眼，但當學生沒有導師從旁指導時，往往也會遺忘上述所強調的要點。所以特地

加入「查一查」這個步驟，鼓勵學生學會自行檢查

•	合適的大綱內容對學生之後進入創寫階段十分重要，所以導師要回饋學生的大綱功

課，「查一查」大綱內容對學生的寫作幫助很大

第六節

主題教學：「想之星」的檢查站、練習及回饋：星際檢查齊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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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貼士 2：靈活安排輔助教學  學生為本提升效能

•	當進行練習和回饋活動時，導師可以運用簡報的題目，也可以運用學生之前做過的堂

課或家課作為練習，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可以更針對學生的需要

•	建議導師留意「星際檢查站」的執行步驟，因為一致的步驟有助自閉特色學生跟從，

從而減少遺忘檢查過程中的要求

•	建議導師多運用「星際檢查站」的視覺提示圖來輔助教學，提升學生對「估一估」、

「查一查」兩個步驟的印象

鞏固所學：想之星．想內容

教學重點

•	由於之前都是局部教學，把「想之星」分成不同部分讓學生練習，現在則要求學生整

合所學，完整地經歷一次「想之星」的所有教學內容

教學貼士：運用參考  個別集體靈活指導

•	派發工作紙「寫作大綱（失望）」（教材 4.1），讓學生完成「想之星」部分。學生本應

於第四節完成了該工作紙「審之星」和「主題之星」的部分。若他們還未完成，導師

可以考慮運用本教材套記憶棒所提供的大綱內容給學生，讓他們追上進度，集中練習

「想之星」部分

•	導師可運用簡報作為視覺提示，帶領學生一步步完成「想之星」的各個部分

•	因為工作紙由學生各自完成，大綱內容每人不同，所以導師有可能需要個別指導學生

完成「想之星」部分。建議導師預先準備，留意個別學生的能力和所需支援，作出不

同的教學安排

•	假若學生能力差異較大，可考慮把學生分為兩個小組，安排一組做自己的工作紙，另

外一組則完成同一張工作紙。工作紙可以從組內其中一位學生選出，影印給同組學生

一起完成，以方便導師集體指導，同時也可讓學生互相協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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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課程導讀

引入：真真假假，最緊要貼題啦！

教學重點

•	由於不少學生對「寫作小幫手」中的「喜極而泣」有較少經歷或較難理解，所以本活

動希望讓學生認識這種情緒，預習構想有關的主題事情，為下一項鞏固活動作準備，

又可以重温「寫作小幫手」的用法，同時亦明白創作的可行性

教學貼士：重申「寫作小幫手」作用  鼓勵創作可行性

•	提醒學生可以運用「寫作小幫手」對情緒的解釋，幫助自己理解何謂「喜極而泣」

•	導師可以提醒學生「創作」一些自己沒經歷過的事情。雖然導師已多次強調「創作」

事情的可行性，但是因為之前教學所用的題目大多涉及學生較熟悉、較常經歷的情

緒，因此不少學生都傾向運用自身經歷來寫作。而「喜極而泣」則較可能需要學生「創

作」，宜再三鼓勵學生「創作」的可行性

第七節

鞏固所學：從「審之星」到「想之星」

教學重點

•	跟第四節（上）的工作站活動一樣，是為了讓學生熟習在寫作過程中作自我調整

（self-regulation）。本部分同樣為學生提供合適的「鷹架式」引導，讓他們能自我調

整，運用不同的寫作技巧，及按之前所學的，重温並練習「審題」、「定主題」和「想

內容」的教學內容

教學貼士

（參考第四節（上）工作站的教學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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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創寫之星」

本課程的第八節會集中教授「創寫之星」中文章的基本結構、檢查的重要性以及各

種寫作技巧，如：編寫文章開首段、說話描寫和動作描寫。

學生在「創寫之星」中常見的表現如下：

較少寫出文章

的開首

慣性地在「寫完」一刻便

馬上停筆，不會檢查文章

內容及更正錯漏

傾向以數量或細節

描寫物件，較少描

寫人物

另外，課節中以文章比較、影片示範、「情緒骰子」、分組活動，並透過小組後任務

來加強學習效能。學生完成任務及通過「星際檢查站」後，將會收集「寫作機械人」的軀

幹和腳，以及「說話特寫器」、「連環動作照相機」和「總結推進器」等裝備。

有見及此，「創寫之星」的訓練重點在於：

•	文章結構：

	► 加深學生認同恰當地分段的重要：一篇文章要有完整的結構，才能把內容有

條理地表達出來，讓讀者更容易理解寫作內容

	►「創寫之星」加入了活動環節，提升學生對於文章結構的認識及理解各段落

合宜比例的重要性

	► 加強學生編寫文章開首段的能力

•	人物描寫技巧：

	► 教授學生於寫作內容加入說話描寫和動作描寫等寫作技巧

	► 以機械人裝備「說話特寫器」、「連環動作照相機」和「總結推進器」等作為

教學材料，希望能加強學生的印象和學習動機

•	按「寫作小幫手」構思：

	► 幫助學生熟習運用「寫作小幫手」想出符合主題的情節

	►「寫作小幫手」內提供的情節，有助學生理解如何在圍繞主題事情和相關情

緒的情況下，合宜地加入人物描寫技巧

•	通過「星際檢查站」：

	► 教授學生於寫作過程中，加入檢查的步驟，以強調其重要性

	► 於寫作後加入「星際檢查站」，協助學生建立寫作後檢查文章內容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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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以開首例句作楷模，教授學生於回應題目時，能學習寫出開首段，減輕部分學生難於

寫開首的困難

教學貼士：提供開首段例子  鼓勵學生應用

•	如要學生獨自創作文章的開首，對他們而言可能比較困難。所以此活動會列出其中五

種較容易掌握的開首段例子（圖 4.32），讓學生參考及選擇

第八節

主題教學（一）：「寫作機械人」的「頭部」

圖 4.32		五種開首寫法（簡報 8.24）

•	雖然不少學生在挑選自己喜歡的開首段時，會傾向選取較短的開首句子，但在活動過

程中，他們已閱讀了不同的開首句子，豐富了寫文章開首的「資料庫」

•	無論學生最後選擇的是哪一句，導師也可多鼓勵他們嘗試使用自己喜歡的開首段去寫

大綱或文章；另外也可多鼓勵學生嘗試使用其他開首段進行創作，以增強寫作文章開

首的能力



94

第
八
節

練習及回饋：「寫作機械人」頭部，獲得！

教學重點

•	練習有兩個目的：一是幫助學生牢記開首句式，二是讓導師可指導學生恰當地運用句

式回應題目，從而寫出合宜的開首段

教學貼士：於學生嘗試寫作後多給予鼓勵

•	導師雖然已教授什麼是開首段，並提供例子予學生參考，但有些學生未必能馬上在寫

作上應用相關技巧。播放教學影片有助學生學習寫開首段的思考過程，並模仿影片中

的示範，嘗試寫出開首段

•	當學生完成寫作後，可請他們說出參考句子的編號，然後讀出自己創作的開首段，彼

此學習不同的開首段方式。如學生能夠根據參考句式寫出合宜的開首段，導師可給予

回饋及鼓勵

主題教學（二）：神秘的軌道

教學重點

•	提醒學生於寫作後檢查的重要之餘，亦鼓勵學生多實踐，開始將檢查步驟融入他們日

常的寫作過程

教學貼士：重要的檢查

•	不少學生慣性認為文章在「寫完」一刻便大功告成，但忽略了內容或許有錯漏，需要

更正。此教學活動目的正要提醒學生，在寫作過程中對內容進行檢查的重要性

•	雖然之前的課節已提及，寫作時不應偏離文章主題、需要考慮讀者感受等重點，但不

少有自閉症的學生於創作文章時仍然會犯下各種錯誤。因此，讓他們建立檢查的習

慣，對他們的寫作會有正面的幫助

•	另外，我們更將「星際檢查站」沿軌道環繞「創寫之星」運行作為比喻，以視覺提示

提醒學生寫作後需要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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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教學（三）﹕組裝「寫作機械人」！

圖 4.33		以「星際檢查站」環繞「創寫之星」運行，
比喻寫作後檢查的重要性（簡報 8.33）

教學重點

•	藉着展示機械人部件不當的大小比例，讓學生「看見」文章不同段落適當長短的重

要性

教學貼士：以生動例子比喻文章段落

•	由於有些學生所寫的開首段和結尾段篇幅較長，容易讓讀者有文章主題內容欠詳盡的

感覺。但對有自閉症的學生來說，有時一般的講解難以令他們明白文章不同段落的篇

幅長短會如何影響文章質素

•	有見及此，此活動特意以機械人部

件大小的組合，比喻為段落比例，

讓學生更具體地「看到」一篇有質

素的文章內不同段落的比例（即文

章主題內容的起初、經過及結果部

分，所佔篇幅應多於開首和結尾

段）

•	如學生於寫作時忽略了段落長短比

例（如開始寫開首句後，學生繼續

寫出一連串細節），導師可用機械

人部件的大小作比喻，提醒學生適

當段落比例的重要性

圖 4.34		以機械人部件大小的組合比喻文章
不同段落的比例（簡報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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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說話語氣對對碰」

第九節

教學重點

•	大部分學生不善於留意人物的情緒和說話語氣，因此透過「真人演繹」幫助學生體會

在文章中運用說話描寫的重要性

教學貼士：誇張的情緒演繹

•	本活動透過以不帶情緒及使用不同情緒和語氣說出同一句話，

讓學生感受到當中的差別，從而顯示如在說話中加入情緒描述

和適當的說話，能使文章更充實、生動

•	導師在演繹情境時，可用誇張的情緒和語氣說話，增加趣味和

學習動機之餘，亦可讓學生更容易感受到句子的生動變化
圖 4.35		導師運用誇張的情緒
和語氣，可增加學習趣味

主題教學：「說話特寫器」使用說明書

教學重點

•	透過收集「說話特寫器」的裝備，誘導學生一步步學懂如何於寫作中運用說話描寫技巧

教學貼士 1：將描寫技巧「步驟化」

•	由於說話描寫技巧對自閉特色學生來說，可能

較抽象和難掌握，「說話特寫器」有清晰的句式

指引，讓學生懂得如何加入說話，透過工序分

析，將此技巧明確地分拆為三個步驟（1.	尋找

適當加插「說話特寫器」的位置；2.	添加一至

兩句說話【說 /問 /叫】；3.	添加相關情緒形容

詞），讓學生容易掌握
圖 4.36		將說話描寫技巧具體地分拆步驟，

讓學生容易掌握（簡報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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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貼士 2：教授應用技巧位置

•	要學習說話描寫，學生除了認識箇中技巧外，還需要學習將技巧應用在文章適當的位

置。有些學生能夠按「說話特寫器」的句式寫出內容，但容易誤把句子放在大綱或文

章中不適當的位置。此教學活動會透過範文示範，教授學生如何尋找文章中合適的位

置加入說話描寫，改善技巧應用的準確度

•	為免學生因將句式填在不適當地方而需要重寫，我們建議讓學生先把句式寫在便利貼

上，然後貼在他們認為適當的地方。若句式擺放的位置不適當，導師可直接或請學生

把便利貼移到適合位置。這可減少學生重複抄寫的機會，有利改善他們進行練習時的

動機和情緒，同時亦訓練他們將句式應用在適當位置的能力

圖 4.37		請學生將「說話特寫器」句式寫在便利貼上，然後貼在文章適當位置

教學練習：齊來寫一寫

教學重點

•	這練習提供機會讓學生學以致用，把說話描寫技巧應用於寫作構思上。導師需提點學

生如何於適當位置加入「說話特寫器」，因這是提升文章質素的關鍵步驟

教學貼士 1：逐步嘗試

•	經過教學示範後，為了讓學生逐步嘗試應用技巧，此活動希望學生在寫作大綱上使用

「說話特寫器」，一方面讓學生較易下筆，另一方面亦方便導師在較短的時間內給予

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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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可請學生於應用「說話特寫器」前先圈出題目中的主角，
以減少錯誤形容文中其他角色的機會

教學貼士 2：完成之後……

•	當學生將「說話特寫器」加在寫作大綱後，通常便以為大功告成。但不少學生卻在正

式寫作的過程中有遺漏，如將內容加到文章不重要的情節上，或內容不正確等。為了

改善此情況，課程特意安排向學生播放影片（「邊寫邊檢查」），提醒他們每寫完一

段後便馬上作出檢查，以減少錯誤和提升寫作質素

•	導師可利用學生在試用「說話特寫器」時所犯的錯誤，提醒他們需留意檢查的地方。

以下是一些較常見的例子，供導師參考：

	► 是否有加入超過兩個「說話特寫器」句式？

	► 添加的說話內容是否符合情緒？

	► 句式內的情緒是否與文章主題有關？

•	有些學生可能會加入多於兩句、甚至一連串的說話描寫句。導師可向學生表示，如果

連續加入太多說話描寫句的話，容易讓文章變成類似劇本的對話內容，而且過多的說

話描寫亦可能令文章失去主題焦點

•	有時學生會將「說話特寫器」用於非文章題目人物上（如文章題目為：「記一件我感到

開心的事」，但學生將說話描寫句式用於形容其他角色）。此時，導師可先請學生把

題目和文中的主角圈出，讓學生回顧誰是主角，然後再請他們將說話描寫句加入在形

容主角的適當地方，以減少錯誤形容其他角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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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導師借助漫畫生動地向學生簡介在文章中運用動作描寫的重要性

教學貼士：利用比較帶出重點

•	本活動目的在於透過比較兩幅漫畫，突顯出如將一個動作分為幾個連續的動作來描

寫，能令內容變得較生動

第十節

引入：哪篇有趣些？

圖 4.39		透過比較兩幅漫畫，說明動作描寫能令內容變得較生動（簡報 10.10、10.11）

主題教學（一）：「連環動作照相機」使用說明書

教學重點

•	繼說話描寫後，教授學生另一寫作技巧（動作描寫），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寫作技巧和文

章質素。以整理功課的影片，讓學生口頭描述連環動作，可幫助導師初步了解學生的

掌握程度



100

第
十
節

教學貼士：從有趣活動中學習技巧定義

•	向學生展示「動作描寫」的定義後，導師可利用「連環動作照相

機」示範「拍下」三個動作，透過視覺上的提示，讓學生了解如

何將一個動作分成幾個連續的動作。如教案內提示，導師可於

拍照時自行聲演拍照聲「咔嚓」，提升學生的興趣

•	根據過往經驗，學生通常在獲發「連環動作照相機」後會不斷把

玩教材，建議導師於派發前先與學生說明使用教材的規則

圖 4.40		導師示範拍攝三張照片
比喻「動作描寫」定義

主題教學（二）及練習：情緒的動作

教學重點

•	進一步鞏固學生對於留意及描述連續三個動作的敏感度。練習提供機會讓他們能深化

將動作描寫應用於寫作的技巧，也可讓導師針對個別差異，作出合適的指導

教學貼士 1：由扮演到學習

•	學生扮演特定情緒的動作時可能有困難。導師可以在扮演前向學生展示參考答案，甚

至預先教導學生如何做各種動作，讓他們在扮演時能更準確地演繹

•	此教學活動特意加入學生之間的互動元素，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

「咔嚓」

圖 4.41		請學生扮演不同動作，加強留意動作的敏感度



101

第
四
章

第
十
節

第四章 課程導讀

教學貼士 2：描寫動作的多寡

•	在設計教授「動作描寫」課程時，與說話描寫一樣，我們亦考慮了描寫動作數量的多

寡。若太少的話難以營造出連貫的效果，太多的話則容易令內容離題，所以設定了以

三個動作為上限，希望較為適合

•	有些學生在運用「動作描寫」時可能只描寫了兩個動作，導師可以向學生解釋，這會

減少了動作的連貫性

•	相反，有些學生可能因未掌握此技巧的重點，會描寫多於三個動作，或希望以此增加

文章字數。與「說話特寫器」的處理相近，導師可向學生表示，如果連續加入太多動

作句式，容易讓文章失去主題焦點；然後提醒學生沿用添加三個連環動作的原則應用

此技巧

•	不少學生所選取的三個動作缺乏連貫性（如：「媽媽大聲喝罵、用力跳起來、滋味地

吃飯糰」），導師可與學生透過動作扮演，讓他們理解及「看」得到動作欠連貫之處

•	另外，有些學生的動作描寫過於誇張或不合情理，導師可重提「星際檢查站」中的「估

一估」和「查一查」，提醒學生需留意讀者期望

教學貼士 3：重複提醒

•	如上節寫作大綱，學生將「連環動作照相機」加入寫作大綱後容易有遺漏。為了改善

此情況，活動仍然會安排向學生播放影片（「邊寫邊檢查」），再次提醒他們每寫完

一段便馬上作出檢查

圖 4.42		寫作時檢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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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導師能按各學生的寫作內容，作出不同的提示，幫助學生適當運用形容詞以配合動作

描寫，進一步提升文章質素

教學貼士：動作描寫技巧的教學調適

•	首先，「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是一種較高階的技巧，適合能力較高的學生。如學

生能力一般甚至較弱，建議採用調適課程，重複温習主題教學（二）及練習，讓導師

在過程中可多給予學生教導和回饋，鞏固基本動作描寫技巧

•	「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在動作前加上不同的形容詞，能有助提升寫作質素

•	形容詞眾多，此課程選取了其中三類（輕重、快慢、心情），讓學生較易掌握

•	由於此技巧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導師可按學生能力選取合適的形容詞和動詞組合，

並給予適當回饋

主題教學（三）及練習：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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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	重温說話描寫技巧，並訓練學生將該技巧應用於大綱的步驟上

•	直接示範有助學生更清楚掌握如何應用此技巧於寫作大綱上，鞏固所學

教學貼士：強調思考過程重點

•	透過教學影片，向學生示範在寫大綱時應用「說話特寫器」的思考過程

•	影片播放完畢後，可向學生強調思考過程重點：

1  辨別主題情緒和找出可加入「說話特寫器」的位置

2  構想 1-2句說話內容

3  添加相關情緒形容詞

主題教學（一）：裝備齊齊用（「說話特寫器」）

第十一節

圖 4.43		播放教學影片後，向學生強調思考過程重點

剛才她寫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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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教學（二）：裝備齊齊用（「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

教學重點

•	重温「連環動作照相機」或「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並訓練學生將動作描寫技巧

應用於大綱的步驟

•	讓學生熟習如何將「寫作小幫手」運用在寫作大綱上，找出可加入此技巧的情節

教學貼士：配合「寫作小幫手」

•	除了技巧外，本活動亦透過教學影片，向學生示範應用技巧時的思考過程，希望學生

能加以模仿（如圖 4.43的例子）

•	影片播放完畢後，可向學生強調思考過程重點：

1  辨別主題情緒和找出可加入「連環動作照相機」的位置

2  加入三個連環動作

•	有些學生選擇加入連環動作的位置未必與主題情緒有關（如講述一件失望的事時，學

生將連環動作運用在游泳的事情上，而非一連串與失望有關的動作）。導師可請學生

參考「寫作小幫手」內有「照相機」的情節，讓他們更易掌握應用位置

圖 4.44		配合「寫作小幫手」內有「照相機」的情節，讓學生更準確地將連環動作加入大綱內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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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及回饋：齊來寫一寫

教學重點

•	此練習以另一個寫作題目「一件令我生氣的事」，進一步鞏固學生能將「說話特寫器」

和「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這兩項技巧運用於寫作中

•	導師應逐漸減少直接的口頭提示，盡量以「寫作小幫手」、「說話描寫器」提示卡及

「動作描寫器」提示卡等視覺提示，鼓勵學生自發運用所學技巧

教學貼士：重温寫作步驟

•	學生開始寫作前，導師可先提醒學生要跟從剛才影片內寫作的思考過程（如下），甚

至請他們先說出步驟：

1  找出適當位置

2  貼上相關裝備貼紙

3  畫箭頭指向要加入的位置

4  寫上重點 /	三個動詞

5  完成後檢查（使用「星際檢查站」）

•	建議導師利用簡報 11.45內的三個問題，與學生檢討他們的作品，提升寫作質素

圖 4.45		在開始寫作前，導師可請學生口頭重温思考過程步驟

同學們，我們開始前

先要……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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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

第十二節（上） 

教學重點

•	學生在第五節已學習過文章結尾及反思的重要和好處。在學生真正下筆寫出結尾段

時，導師透過此教學活動與學生重温「結尾段」的重要性

教學貼士：因應學生能力調節內容

•	由於本活動旨在讓學生明白「結尾段」的重要性，所以若學生有閱讀困難，導師可略

述故事，以助學生理解內容並找出相應的故事結尾

主題教學（一）：「總結推進器」，獲得！

教學重點

•	由於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較少以反

思作為文章結尾，對結尾段的寫作

較為陌生。導師可以透過結尾句式，

幫助學生下筆創作具反思的結尾，

使文章更完整

教學貼士：先仿作  後創作

•	部分學生可能覺得「結尾句式」寫起

來頗古怪

•	導師可以向學生解說，結尾句式旨

在幫助他們寫作，當他們熟習了於

文章結尾時加入個人感想時，即使

不按句式，亦能自行創作

圖 4.46		結尾句式（簡報 12.13）

圖 4.47		學生結尾段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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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改之星」、鞏固學習

「改之星」主要教授「寫作認知過程」的第五部分—「回顧及修訂」，部分學生在

此部分通常有以下表現：

未建立覆檢的

習慣，亦不知

道如何覆檢

因此，「改之星」的訓練重點在於：

•	強調回顧及修訂的重要性

•	實踐明確而有效的回顧及修訂方法：

	► 查閱文章是否已包含記事文章各部分（「開首」、「起初、經過和結果」及「結

尾」）並包含說話描寫、動作描寫

	►「估一估」（內容是否符合讀者期望）和「查一查」（內容是否符合主題要求）

	► 更正文章的錯漏之處，例如增刪字詞、重組句子等

•	具體化和形象化回顧及修訂方法：

	► 利用「寫作機械人」及「星際檢查站」作提示。例如：學生可以透過覆核文章

內容是否已齊備「寫作機械人」的各部件和裝備，來檢查文章是否完整、內

容是否豐富

另外，第十三節是課程的最後一節，將着重和學生重温及鞏固之前所學。

認為作最後回

顧及修訂是浪

費時間

只集中修飾字句

因工作記憶短暫、組

織技巧不足，未能複

述整個結構內容

未能在寫作過程中

察覺及監控所寫的

是否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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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教學（二）：「改之星」，到達！

第十二節（下） 

教學重點

•	透過學生熟悉的哆啦 A夢故事，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讓學生明白回顧及修訂的

重要性，繼而學習有效的回顧及修訂方法

教學貼士 1：以問題引導學生反思

•	雖然大部分學生在日常課堂已學過寫完文章後要回顧及修訂這個概念，但很多時候可

能覺得沒有用，並在寫作時跳過這一步

•	導師需引導學生就哆啦 A夢誕生的故事作出反思，明白回顧及修訂的重要性，例如

詢問學生：「如果寫作後沒有回顧及修訂的話，會產生什麼問題？」、「如果寫作後，

作出回顧及修訂的話，文章又會怎樣呢？」

教學貼士 2：因應時間  調節內容

•	部分學生可能需要較多時間來完成接續的練習及回饋部分

•	簡報 12.30至 12.34旨在具體呈現沒有作最後回顧及修訂的結果。若教學時間緊迫，

或想為練習及回饋部分預留多些時間，導師可考慮跳過此部分

教學重點

•	此課程所教授的回顧及修訂的方法，對學生來說比較陌生，所以這項練習活動對學生

熟習該技巧尤為重要

教學貼士 1：盡早介入

•	如果學生在寫作期間未能得到及時的指導，例如未能按「寫作小幫手」的情節完成大

綱、在「創寫之星」未能完成開首段，結果在最後的「改之星」才作所有的修訂，將

十分困難，亦容易失去修訂的動力（圖 4.48）

練習及回饋：「改之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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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學生的習作—回顧及修訂

教學貼士 2：分拆工序  逐步引導

•	當學生作回顧及修訂時，可能仍習慣着重修正錯誤的字句。導師需強調「改之星」任

務的重點在於查看文章結構、描寫技巧的運用是否得宜（「寫作機械人」各部件及裝

備），以及文章是否符合讀者期望和主題要求（「估一估」、「查一查」）

•	如有需要，導師可引導學生逐步完成「改之星」任務，以熟習回顧及修訂的技巧：

	► 先播放影片「『回顧及修訂』示範 1」（影片 12.3），重申回顧及修訂技巧的三個

部分

	► 然後播放影片「『回顧及修訂』示範 2」（影片 12.4），引導學生利用「寫作機械

人」檢查文章是否已包含記事文章各部分（「開首」、「起初、經過和結果」及「結

尾」），並包含說話描寫、動作描寫

	► 最後播放影片「『回顧及修訂』示範 3」（影片 12.5），引導學生先「估一估」和

「查一查」整篇文章，最後才更正文章的錯漏之處	

•	導師宜在學生進行「想之星」、「創寫之星」的各項任務時，盡早作出適切的介入，確

保他們能按要求完成相關任務

•	若學生遺漏了較多部分，導師可請學生於課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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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教學重點

•	為了讓學生熟習在寫作過程

中作自我調整，本節課跟第

四節（上）和第七節的工作

站安排相似，為學生提供合

適的「鷹架式引導」，讓他

們能自我調整運用不同的寫

作技巧，引導自己完成整個

寫作過程

教學貼士

•	參考第四節（上）工作站的

教學貼士，圖 4.49是一篇

學生習作，供導師參考

鞏固學習（一）、（二）

第十三節

圖 4.49		學生的習作：記一件令我憤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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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套的設計建基於「三層支援模式」，雖然只提供有關第二層「額外小組訓練」

的參考資料，但也強調三層支援的互相配合，以達致最佳的支援效果。有關學生小組訓

練的主要理念，可參考「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的《使用指南》第二章 2.2〈校本支援模

式〉（香港大學心理學系，2018）。

由於本教材套已有預設的課程內容及教學模式，因此小組策劃及施行需要作出相應

的調整。編寫本章旨在分享試行計劃經驗，指出小組策劃及施行時應注意的事項及具體

建議，以供導師參考。導師需考慮各種影響小組施行的因素，如：學校情況、家長支

援等，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作出彈性安排，以便小組能順利進行。

本章內容主要分為三部分：小組前準備、小組施行期間及小組後檢討，最後列出學

校需要持續停課時可作出的特別安排。

5.1 小組前準備

與學校磋商

•	在學年展開前，導師與學校磋商全年小組訓練計劃時，可因應學生的學

習需要，向學校推薦中文寫作小組

•	導師宜向學校介紹小組訓練重點及目標（圖 5.1），讓學校作初步考慮，以

挑選合適的訓練對象

小組訓練重點 小組目標

1 向學生介紹中文「寫作認知過程」的重要

性，讓他們掌握寫作認知策略，並幫助

學生建立寫作時「自我調整」的習慣

1 能明白監控「寫作認知過程」的重要性

2 能掌握「寫作技巧」：審題、選材及自我監控	

2 教授學生不同的寫作技巧，提升學生寫

作記敘文的能力

3 能運用不同的「寫作技巧」豐富文章內容

4 能自我調整「寫作技巧」的運用

圖 5.1		小組訓練重點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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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	在主流小學就讀的小四至小六學生

•	有自閉症或相關需要

•	擁有與同齡相若的認知及 *中文語文能力，但寫作能力較弱

•	若學生對寫作感興趣或渴望改進寫作技巧，學習效果更佳

*由於本課程主要針對有自閉症學生的寫作困難而設計，不建議已評為讀寫障礙個案的學

生參加，因為課程未必能適切照顧其學習需要，而學習差異擴闊亦會影響課程成效。

•	中文寫作小組人數為四至六名學生。若少於四人或多於六人，導師需在

教學上作出調整，以免因此而影響小組互動及回饋質素

•	同一小組的年級差別限於兩級

•	如學生有多動及專注力問題，或學生情緒調控能力較弱，需預計人手作

個別協助，或需稍為延長課節時間，或需於組後作個別跟進

編組

•	小組訓練開始前，導師可透過問卷、觀察、與教師及家長面談、收集學

生文章等不同途徑搜集資料，以了解學生的中文寫作能力及學習需要

•	導師可與學校的中文教師溝通，了解校本中文寫作課程，以便對學生的

學習情況有較全面的掌握，例如：已學過的寫作知識及技巧

•	本課程原為應用於成效研究而設計的評估工具（見圖 5.2），也適用於評估

學生在小組前後的寫作表現，以了解學生進展及小組成效

•	導師可邀請學生的中文教師協助評估：（1）依照平日校內的評分方法為前

測的文章評分，或收集學生校內近期已批閱的作文；（2）觀察學生課堂表

現，並評量寫作態度

•	為了讓中文教師能參與評估過程，所以新增了一份「寫作態度量表」。該

量表把「寫作問卷」的學生自評項目全數改為教師評量項目，評分方法

相若

訓練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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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小組前評估並分析評估結果，有助了解學生受訓前的基線能力。由

於評估目的有別於成效研究目的，因此有關評估及評分方法已作出調整

•	導師可按學生學習需要，為學生訂定個別學習目標，例子如下：

	► 寫作態度：能認同寫作的重要性

	► 寫作知識：能知道文章結尾需要寫反思，令讀者有所啟發

	► 寫作技巧：能把文章分為三段書寫：開首，起初、經過及結果，結尾

評估範疇 評估工具 評分方法

寫作能力 作文

•	學生以「一件令我（情緒詞語）的事」為

題，作文一篇		

	► 由學生自行填寫情緒詞語

	► 字數不少於 250字

	► 評估時限為 40分鐘

•	或導師收集學生校內近期已批閱的作文

•	「一件令我（情緒詞語）的事」

	► 請中文教師依照平日校內的

評分方法為文章評分

	► 滿分為 100分

•	或已批閱的學生作文的評分

•	可計算文章字數以了解學生字數

是否足夠或有所增加

寫作知識 「寫作問卷（一）」（附錄 1）

•	學生問卷

•	有關記敘文知識的題目

•	五道選擇題，一道排序題

•	每題 1分，滿分為 6分

•	分數越高，代表寫作知識越豐富

寫作態度 「寫作問卷（二）」第一部分（附錄 2）

•	學生問卷

•	自評寫作態度

•	學生按五點自評四項寫作態度
（1—十分不同意；2—不同意；3—不肯定；

4—同意；5—十分同意）

•	滿分為 20分

•	分數越高，代表寫作態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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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評估工具及評分方法

評估範疇 評估工具 評分方法

寫作態度 「寫作態度量表」（教師評）（附錄 3）

•	教師量表

•	中文科教師觀察學生課堂表現後填寫

•	中文科老師按五點評量學生四項

寫作態度（1—十分不同意；2—不同意；

3—不肯定；4—同意；5—十分同意）

•	滿分為 20分

•	分數越高，代表寫作態度越好

寫作技巧

運用

「寫作問卷（二）」第二部分（附錄 2）

•	學生問卷

•	自評有否運用各種寫作技巧

•	學生按三點自評八項寫作技巧

（1—有；-1—沒有；0—不肯定）

•	分數由 -8分至 8分

•	分數越高，代表運用技巧越多

•	於小組開始前，導師和學校需確定已發放通告，並取得家長同意書，讓

學生參與小組訓練

•	與此同時，導師請學校協助定出小組各項行政安排及提供下列資源，以

便小組順利進行：

行政安排

•	安靜、固定、有足夠

活動空間的課室

•	有電腦、投射熒幕、

實物投影機

•	小組進行期間需要的

物資及技術支援

場地和物資

•	對自閉症有認識，最好

對中文寫作有認識

•	能穩定地參與每節小組

訓練

•	能與校內相關教職員及

家長溝通

•	邀請中文教師參與評估

協作人員

•	每節 1.5小時，共 13

節，總時數為 19.5小

時（未包括前測時數）

•	每週一節，在同一個

學期完成

日期和時間

圖 5.3		小組行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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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小組施行期間

•	每節教案已備「教學流程及教材一覽表」，如圖 5.4展示第一節的一覽表，

以幫助導師預備課堂物資

•	為減輕導師工作量，本教材套已備部分教具或教材。導師可參考「教材套

物資清單」（附錄 4）所列出的有關項目及數量，再按需要另行印製所需

物資

•	為方便使用本教材套，「教學資源 USB記憶棒」已儲存本課程所有教案、

簡報、教材及影片的電子檔，導師可按需要複製教具及教材。此外，記

憶棒亦已儲存有關登入及下載「寫作輔助工具（電子版）」的連結及使用

指引。導師應妥善保存記憶棒，以免遺失

•	建議導師為每位學生準備一個文件夾，用來儲藏每節所需物資，例如工

作紙、筆記、視覺提示卡等，以便學生取閱及讓導師製作學習檔案，並

於第十三節派回給學生

預備課堂物資

圖 5.4		「教學流程及教材一覽表」（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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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切的獎勵計劃可推動學生努力學習，導師可預備一些獎勵來配合計劃

•	獎勵需具吸引力，除實質獎品外，導師可以運用口頭讚賞肯定學生的寫作

表現，也可以與學生商討在達標後可獲得的獎勵

•	按學生學習動機，獎品可以即堂派發或累積到最後一節小組才頒發

•	獎勵計劃的學習目標及要求必須是具體、可量度及可達成的

•	導師需適時顯示學生得分及得分原因，並需記錄累積分數及定時與學生檢

視進展

圖 5.5		設計及推行獎勵計劃（簡報 1.6、1.8）

設計及推行獎勵計劃

•	本課程設有課堂練習及家課，以鞏固及延伸學習，所以學生能完成課堂

練習及家課十分重要。導師要預早規劃，才會事半功倍【注意：為配合小

組的太空人訓練計劃，導師盡量把家課稱為「小組後任務」】

•	課節之間的課堂練習及家課常有關連，若學生因缺席及其他原因未能完

成某些課堂練習及家課，會影響往後的學習，導師需作個別跟進，例如：

安排額外時間輔導，請學校協作人員或家長協助學生完成。若上課當日，

學生真的未能完成，導師可選取「大綱範本」（見本教材套記憶棒的「其

他資源」）的內容給學生參考，以便學生跟上進度

課堂練習及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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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可從提升學生動機及建立交家課習慣入手，令學生能完成及按時交

回家課：

	► 動機方面：導師需把家課的重要性清楚傳遞給學生，並配合獎勵計

劃鼓勵學生自行完成

	► 習慣方面：大多數學生在協助下才能建立完成「小組後任務」的習

慣。導師可與學校人員加強協作，幫助學生在下一節課或之前把家

課交回導師。一般來說，呈交「小組後任務」方法按校本常規一樣，

例如寫在家課冊上，學生較易依從

•	導師應預早批閱課堂練習及家課，讓自己有更多時間預備回饋。一般來

說，學生得到回饋後，會改善其寫作技巧，從而獲得進步，令寫作動機

提升

•	導師宜預先與學校協作人員商量交家課的安排，「課堂練習及家課清單」

（附錄 5）列出每節學生必須完成及交回的課堂練習及家課。導師可列印

一份給學校協作人員或家長，以便跟進

•	由於「寫作大綱工作紙」會重複使用，建議導師把學生完成的每份課堂練

習及家課影印或掃描，並把副本存檔，以備學生遺失家課時不需重做

關顧學生

•	學習狀態

	► 小組訓練多在課後進行，大多數學生會感到疲倦，再加上寫作活動

需要認真思考，所以導師可準備多點零食、小吃及飲品，讓他們補

充體力

	► 每節宜設小休，讓學生放鬆、舒

展一下，再重新投入學習

	► 由於大多數學生都要兼顧學業及

課外活動，因此小組需按時開始

及完成，有助減少學生的焦慮

•	學習動機

	► 若學生有不參與、不合作或學習動機低的表現，導師需分析問題背

後原因，然後運用相應對策，幫助學生重新投入學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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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小組進行中，為確保教學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導師可邀請學校協

作人員合作，關顧個別學生的需要，例如：在學生身旁作出即時指

導，協助學生完成活動，有助增強學生對寫作的信心

	► 導師可在課節前後跟進個別學生情況，或給予輔導

	► 若學生經常缺席，導師需了解學生不能／不想出席的原因，如：家

庭支援、學科學習、課外活動，盡早與協作人員商議如何移除障礙，

令學生願意出席

與協作人員保持緊密合作

要順利推行中文寫作小組，導師需與學校協作人員緊密合作。整體來

說，以下是中文寫作小組需要與學校人員協作的地方：

•	行政安排

	► 收發各項文件，如：通告、同意書

	► 為小組提供合適課室及器材

	► 安排小組日期及補課、改期的安排

	► 跟進學生遲到、早退及缺課安排

•	評估

	► 幫忙搜集資料，以了解學生中文寫作能力及需要

	► 協助邀請中文科教師為學生作文評分或評估學生寫作態度，請學生

填寫問卷，與家長面談等等

•	教學協作

	► 協助示範教學，如：角色扮演

	► 記錄學生的討論內容

	► 協助觀察學生表現

	► 協助分組活動的進行

	► 協助回饋學生的寫作表現、正面行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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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顧學生個別需要

	► 為能力稍遜學生提供學習協助，例如：提供詞彙，

令學生寫作時更順暢

	► 在情緒、行為方面提供輔導及支援，例如：了解學

生困難，從旁協助學生紓緩情緒

•	課堂練習及家課

	► 協助學生交收課堂練習及家課，並盡早呈交導師，以便批閱

	► 如學生未能完成，或需提供輔導及支援

•	聯絡家長

	► 向家長解釋小組訓練目的、要求及需完成的「小組後任務」

	► 匯報學生在小組內表現

	► 幫助家長調整對小組期望，並給予子女所需支援

•	了解學生進展

	► 每節小組前後與導師檢討學生表現，如有需要會商議跟進措施

	► 協作人員也可向導師匯報學生在小組以外的表現

	► 安排班任／科任教師或／及家長出席小組，以了解學生進展

•	分享教學成果

	► 透過定期的中文科會議／教職員會議，與其他教師分享從小組活動

中習得的有效支援策略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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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小組後檢討

•	導師於整套小組訓練完結後，可運用圖 5.2所建議的評估工具及評分方法

進行小組後評估，以了解個別學生經訓練後在寫作能力、知識及態度的

進展情況。導師也可把各學生小組後的表現對照小組前的表現，以了解

學生的進步程度及小組成效。如果學生表現未如理想，導師需檢視原因，

作為向學生提供進一步訓練及支援的參考

•	導師需對評估結果作出分析、總結及建議。圖 5.6顯示一個小組前後相關

的評分及分析，可供參考：

	► 學生進展：可先比較個別學生前後測的各項分數，然後用顏色標示

後測比前測較高的分數，便可找出各學生在不同評估範疇所取得的

進步程度（見圖 5.6）

	► 小組成效：小組對學生的寫作有幫助，6名學生取得不同程度的進

步；小組對學生的寫作技巧幫助最為顯著，「平均進步分」百分比是

56.3%；其次是寫作能力，「平均進步分」為 33.5%；「平均進步分」

百分比最少是寫作知識，為 19.5%；至於寫作態度，小組對學生的

影響不明顯，「平均進步分」百分比只有 2.5%

評核學生進展及小組成效

學生 A 學生 B 學生 C 學生 D 學生 E 學生 F 每項平均

進步分 /	%
（滿分）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寫作能力 41 75 12 61 26 75 61 48 14 91 35 40
33.5	/	33.5%	
(100)

寫作知識

（自評）
3 6 5 5 3 5 3 5 5 5 1 1

1.17	/	19.5%		
(6)

寫作態度

（自評）
16 17 4 4 12 14 10 12 10 11 13 10

0.5	/	2.5%			
(20)

寫作技巧

（自評）
2 6 -8 2 -2 -3 -2 6 -1 6 0 -1

4.5	/	56.3	%
(8)

每名學生的

進步程度

全部範疇

有進步，

寫作能力

進步明顯

部分範疇

有進步，

寫作能力

進步明顯

部分範疇

有進步，

寫作能力

進步明顯

只有自評

範疇有

進步

部分範疇

有進步，

寫作能力

進步明顯

只有寫作

能力有少許

進步

/

圖 5.6		小組前後相關評分

		顯示後測比前測較高的分數

評分

評估範疇



122

•	若時間許可，導師也可在最後的一節（即第十三節），與學生討論及分享

在小組的學習經驗，以收集學生對寫作的感受及看法，作為提供個別跟

進及改善小組的參考。導師可準備「對小組的感受」紙卡，讓學生各自

記錄

圖 5.7		讓學生分享學習經驗

•	導師可以在整套小組訓練完結後，與學生的教師、家長或其他學校相關

人員聯絡，透過檢討問卷了解他們對小組的看法，以便對小組成效作整

體檢視

評鑑整體服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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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特別安排

本教材套在試行期間，因學校需要暫停面授課堂，學生只能在家學習，以致小組需

要採用「網上實時授課」方式進行。一般而言，「面授方式」相對「網上實時授課方式」

的互動性較高，因而學與教效能也較高。雖然「網上實時授課」有相當的限制，但是經

適當調整後也是可取方式。

總結試行經驗後，提出以下一些建議：

•	因應學校及家庭情況，可略為調整小組網上實時授課節數或時數，建議

總課時維持不變或課節不少於 11節

•	由於課時對學習成效有很大影響，因此導師需以個別輔導來補足所缺失

的課時，如：小組後的個別跟進，以使學生跟上進度

•	按學生能力（如專注力）調整每節課的時間。對高小學生來說，以 60	至

75分鐘一節較為合適。一般課堂及寫作小組若同時以實時網課形式進行，

長期久坐及觀看屏幕不但對健康有不良影響，也會影響專注力，需安排

合適的小休，讓學生舒展一下，消除疲勞

•	幫助學生及其家長、學校協作人員為網上實時授課作好準備，例如：電

子器材、合適上課環境、網上課堂的規則、下載／上載功課的流程、即

時聯絡方法等等。圖 5.8是一些具體建議

小組安排

圖 5.8		為網上實時授課作準備 圖 5.9		調整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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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精簡課程內容，以不影響教學及學習目標為原則，例如：透過減少示

範或練習題，改用較簡短的文章講解或示範，刪除進階部分，或以調適

教案替代原本教案

•	建議調整每節的教學流程，如圖 5.9把「重温」、「總結」及「回饋」部分

改為個別跟進，同時濃縮「引入」、「教學活動」及「練習」

課程內容

•	由於網上授課的限制，有些活動需要修改。以不影響教學及學習目標為原

則，導師可作出適當的調整，例如：可以利用「寫作輔助工具（電子版）」

教學或／及讓學生在家中練習。另備有關「寫作輔助工具（電子版）」的

使用指引，方便導師派發予學生，並已存於「教學資源 USB記憶棒」的

第三部分

活動形式

•	若活動難以網上授課進行，就必須改變形式，以達致相同學習效果，例

子如下：

	► 第一節「尋寶遊戲」，可採用揭圖卡代替在課室尋找鎖匙（圖 5.10）

	► 第一節「精明補給站」，可由學生預先準備文具及家品，並以圖表記

錄購物選項及分數（圖 5.11）

	► 第四、五節的「情緒骰子」，可把由學生擲「情緒骰子」改為由老師

轉動電子版「情緒轉盤」（圖 5.12）

	► 第四、七、十三節的「工作站」，可改以網上分組會議形式進行（圖

5.13），並按需要增加額外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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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第一節	「尋寶遊戲」

圖 5.11		第一節「精明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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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以「情緒轉盤」	取代「情緒骰子」

圖 5.13		工作站需以新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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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6.1 成效研究

6.1.1 研究背景

如之前章節所述，我們針對有自閉症的學生在中文寫作上的常見困難，設計及

編寫了一套寫作課程，透過採用小組學習課堂提升他們的寫作能力。於 2018年，

我們在兩所小學開展了「先導計劃」試行該課程。過程中，我們透過觀察和分析學

生的表現，以及收集教師和學生的回饋，修改及調整了教材內容。

於 2019/20年至 2020/21學年，我們運用了教員指導式培訓（train-the-trainer	

method）和四所非政府機構合作，在八所小學試行了這套教材，同時繼續觀察學生

的課堂表現（例如對教材的反應），再修訂教材及教具，最後出版了「星級寫作歷險

記」中文寫作教材套。

為了解課程成效，我們在課程開始前和後收集了學生的寫作能力、知識和態度

的數據，亦邀請了與實驗組背景相若的學生參加對照組，並收集了相同的數據。透

過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數據，我們可以排除因日常課程或其他背景因素而導致的

學生寫作能力的變化，從而更準確地了解課程的成效。

6.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於了解以「自我調整策略發展模式」理論（王禎慧、孟瑛如，2014）

編寫的寫作課程，對學生寫作表現的成效。透過比較學生在課程前及課程後的表

現，我們希望了解：

•	學生寫作記敘文的表現（字數

及質素）有沒有進步

•	學生對寫作記敘文的認識有

沒有提升

•	學生寫作的態度有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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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研究對象

是次研究已獲「香港大學研究操守委員會」通過，我們亦獲得所有學生及其家

長同意參與研究。我們邀請符合以下條件之「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小組組員參加

實驗組或對照組：

•	被確診為自閉症／亞氏保加症人士

•	智力中等或以上

•	非讀寫障礙／嚴重書寫困難個案

•	就讀主流學校小四至小六年級

•	數據收集及分析基於六所小學六個中文寫作小組（一組為等待對照實驗
組），每組人數為四至六人，共三十一名學生，而當中八名學生因個人

原因退出或不符合入組條件，他們的數據不包括在以下分析內（由於在

2020/21學年試行小組的數據尚未能納入此成效研究中，所以實驗組數目
低於全部學校試行小組的總數）

•	學生的平均出席率為 96%，超過六成學生全數出席。同時，由於課程內
容緊湊，若有學生缺席，小組導師會和學校協作人員協調替學生補課，

以確保學生能跟上課程的進度

•	因新冠肺炎疫情，學校於 2019/20學年的二月至七月期間停課或轉半日
制，學校校本決定以不同方法繼續學校的日常課程，例如視像教室、郵

寄教學物資等模式。我們的小組安排亦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詳情

可參閱圖 6.1

實驗組

•	我們的對照組來自三所小學，共十二名學生（而當中兩名學生因個人原因
退出或不符合入組條件，他們的數據不包括在以下分析內）：

	► 一組同學是來自參加實驗組的學校，但沒有參加中文小組

	► 一組對照組本為等待對照實驗組，因無法進行課程變為單純的對照組

	► 一組為等待對照實驗組

•	疫情停課對小組影響可參考圖 6.1	

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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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疫情停課對各小組的影響

組別 原定組數 疫情停課下的影響 最終組數

實驗組 六組

•	兩組面授全部課節

•	一組因大部分學生家庭無法支援視像學

習而中途取消

•	三組面授至十節或以上停課，餘下課程

以視像及電話個別跟進完成

五組

等待對照

實驗組
六組

•	五組因學校評估學生不適合遙距學習而

取消課堂，其中兩組轉成對照組

•	一組全部節數以視像教室進行

一組

對照組 四組

•	三組因無法安排學生收集第二次數據而

取消

•	一組等待對照實驗組轉為對照組

兩組

6.1.4 研究程序

實驗組和對照組均會進行兩次測驗，即前測和後測；而等待對照實驗組則會進

行三次測驗（圖 6.2）。

•	在訓練課程「星級寫作歷險記」的第一節進行前測，最後一節進行後測。

原定前後測為相隔四至六個月，惜因疫情停課影響後測進行，前後測的

相距時間亦因而變成四個月至十個月不等

•	我們每節均會派員觀察課堂情況，填寫「中文學習小組課堂觀察記錄」，

確保導師能忠實執行計劃的實施原則並帶出課節目標

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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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前後測為相隔四至六個月，而最終相距時間為三個月至九個月不等

對照組

等待對照實驗組

•	第一次測驗在訓練課程開始前不少於五個月進行，而第二及第三次測驗

則分別在訓練課程的第一節和最後一節進行

•	第一次測驗會視作對照組的前測；第二次測驗則是對照組的後測，同時

為實驗組的前測；第三次測驗是實驗組的後測

圖 6.2  前後測的安排

實驗組

前測 後測

後測前測

第二次測驗 第三次測驗第一次測驗

對照組

等待對照實驗組

中文小組

中文小組

測驗時，學生會先填寫「寫作問卷（一）」，然後完成一篇作文，最後再填寫「寫

作問卷（二）」（問卷見附錄 1及 2）。詳細內容可參閱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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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研究工具

評估範疇 評估工具 評分方法

寫作能力 作文

「一件令我	 	 	 	 	 	 	 	 	 	 	 	 	 	 	的事」為

「母題」，請學生自行在橫線上

填寫一個形容情緒的詞語來定立

「子題」	

•	要求字數不少於 250字

•	評估時限為 40分鐘

文章先以匿名方式處理，採用以下兩種方法評分：

1 整體評分

•	兩位中文教師依照平日校內的評分方法為文章評分

•	滿分為 100分

2 分項評分

•	根據課程學習目標制訂的一份評量指標來為文章評

分，分為三項：

►	內容（例如有沒有運用課程教授的寫法、內

容能否符合讀者期望等）：39分

►	結構（例如詳略是否合宜、分段質素等）：4分

►	大綱（例如有沒有於寫作前列大綱幫助構思、

大綱主題事情是否符合題目要求等）：11分

研究員同時計算文章字數，以了解學生的字數是否足夠。

寫作知識 「寫作問卷（一）」（附錄 1）

有關記敘文知識的題目

•	五道選擇題，一道排序題。例如：你要以「那一天我

遇見了一位救護員……」為題完成作文功課，你認為

誰是文章的主要讀者？

•	滿分為 7.5分

寫作態度 「寫作問卷（二）」（附錄 2）

第一部分：學生自評寫作態度

•	以李克特五點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1—十分不

同意；2—不同意；3—不肯定；4—同意；5—十分同意）

自評有多同意以下四項寫作態度：

►	我喜歡寫作。

►	我覺得寫作是容易的。

►	我滿意自己的文章。

►	我認為寫作很重要。

•	滿分為 20分

•	分數越高，代表寫作態度越好

寫作技巧

運用

「寫作問卷（二）」（附錄 2）

第二部分：學生自評有沒有運用

各種寫作技巧

•	學生自評有沒有運用八項寫作技巧，例如「寫作前，

圈出題目重點並明白題目要求」、「組織文章段落，符

合記敘文的要求。」等（1—有；-1—沒有；0—不肯定）

•	分數由 -8分至 8分

•	分數越高，代表運用技巧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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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研究結果

在分析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前後測分別前，我們要先比較兩組的背景資

料，看看有沒有很大的差異，以減低研究成效是因背景差別而非課程因素

導致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將學生的年齡、性別、特殊學習需要診斷、智能水

平、中文基礎能力、前後測相距的時間，進行皮爾森卡方檢定（Pearson's	chi-

squared	test）與獨立樣本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est），結果如下：

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背景資料對比

結果顯示，實驗組的前後測相距的時間比對照組長，及實驗組的中文默

字能力較對照組高，其餘各項都沒有顯著分別（p	>	.05）。

圖 6.4  研究對象特徵描述與分析

變項
實驗組

(N = 23)
對照組

(N = 10) 統計結果
顯著
分別

前測時的年齡
平均值	10.4歲歳
標準差	0.9歲

平均值	10.8歲歳
標準差	0.9歲歳

(31)	=	-1.00,	p	=	.33

性別
男	17	(74%)
女	6	(26%)

男 8	(80%)
女 2	(20%)

2(1)	<	.001,	p	>	.999

年級

小四	5	(23%)
小五	12	(55%)
小六	6	(77%)

小四	3	(30%)
小五	1	(10%)
小六	6	(60%)

2(2)	=	5.55,	p	=	.07

前後測相距的時間
平均值	7.4	個月
標準差	2個月

平均值	5.5個月
標準差	3個月

(31)	=	2.14,	p	=	.04

特殊學習需要診斷
語言障礙	10	(43%)
過度活躍症	7	(30%)

語言障礙	5	(50%)
過度活躍症	3	(30%)

2(1)	<	.001,	p	>	.999
2(1)	<	.001,	p	>	.999

智能水平 1 平均值 104.4
標準差 14.8

平均值 101.0
標準差 13.4

(31)	=	0.62,	p	=	.53

中文讀字 2 平均值 10.0
標準差 2.6

平均值 7.6
標準差 5.2

(31)	=	1.80,	p	=	.08

一分鐘篇章閱讀 2 平均值 9.5
標準差	3.5

平均值 7.2
標準差	3.9

(31)	=	1.76,	p	=	.09

中文默字 2 平均值 9.2
標準差	3.2

平均值 6.4
標準差	3.0

(31)	=	2.33,	p	=	.03

句法運用 2 平均值 8.6
標準差	3.1

平均值 6.3
標準差	4.0

(31)	=	1.76,	p	=	.09

篇章結構運用 2 平均值 10.7
標準差	2.5

平均值 8.7
標準差	4.8

(31)	=	1.62,	p	=	.11

1：韋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中文‧香港簡短版）（WISC-IV（HK），Wechsler,	2003）

2：香港小學生讀寫障礙測驗—第三版（HKT-P（III），Ho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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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兩組在前測時的能力是否相若，我們以獨立樣本 檢定比較實驗

組與對照組的前測分數，看看有沒有顯著差異，結果如下：

結果顯示，在文章分項評分的「結構」部分，實驗組的前測表現較對照

組好，而其餘各項都沒有顯著差異。

圖 6.5  研究對象前測成績對比

變項
實驗組

(N = 23)
對照組

(N = 10) 統計結果
顯著
分別

文章整體評分 # 平均值	50.6
標準差	21.7

平均值	46.2
標準差 23.1			

(30)	=	0.40,	p	=	.61

文章分項評分：內容 # 平均值	15.4
標準差	5.8

平均值	12.8
標準差	7.8

(30)	=	1.04,	p	=	.31

文章分項評分：結構 # 平均值	2.4
標準差	1.0

平均值	1.4
標準差	0.9

(30)	=	2.61,	p	=	.01

文章分項評分：大綱 # 平均值	3.5
標準差	2.8

平均值	3.7
標準差	2.6

(30)	=	-0.18,	p	=	.86

文章字數 # 平均值 218字
標準差 86字

平均值 187字
標準差 128字

(30)	=	.79,	p	=	.43

寫作知識
平均值	6.0
標準差	1.3

平均值	5.2
標準差	1.6

(31)	=	1.54,	p	=	.13

學生自評寫作態度
平均值	10.7
標準差	4.1

平均值	12.0
標準差	3.4

(31)	=	-0.91,	p	=	.37

學生自評寫作技巧運用
平均值	0.6
標準差	3.7

平均值	2.1
標準差	2.1

(31)	=	-1.23,	p	=	.22

#註：由於有一位對照組的學生在作文評估中交白卷，所以記敘文寫作的對照組數據只得九人。

實驗組與對照組各項前測成績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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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測時，兩組除了在文章分項評分「結構」部分的能力有分別外，其

餘各項均沒有顯著差異。因此，若後測時實驗組的表現比對照組好，我們可

以說課程對學生有正面影響。我們以獨立樣本 檢定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的

後測分數有沒有顯著差異，結果如下：

實驗組與對照組各項後測成績對比

於後測時，實驗組的記敘文寫作在文章分項評分的「內容」及「結構」

部分顯著地比對照組高，而整體評分也接近顯著地高（p	=	 .059）。同時，實
驗組的寫作文章字數也顯著較多，在寫作知識的成績亦顯著較佳。

變項
實驗組

(N = 23)
對照組

(N = 10) 統計結果
顯著
分別

文章整體評分 # 平均值	69.6
標準差	12.5

平均值	58.6
標準差 18.4			

(30)	=	1.96,	p	=	.059

文章分項評分：內容 # 平均值	19.2
標準差	4.9

平均值	12.7
標準差	6.4

(30)	=	3.13,	p	=	.004

文章分項評分：結構 # 平均值	3.2
標準差	0.6

平均值	2.3
標準差	0.7

(30)	=	3.48,	p	=	.002

文章分項評分：大綱 # 平均值	2.3
標準差	2.7	

平均值	3.3
標準差	3.0

(30)	=	-1.00,	p	=	.32

文章字數 # 平均值 255字
標準差 42字

平均值	222字
標準差 35字

(30)	=	2.06,	p	=	.049

寫作知識
平均值	6.9
標準差	0.8

平均值	5.5
標準差	1.8

(31)	=	3.16,	p	=	.003

學生自評寫作態度
平均值	11.7
標準差	3.6

平均值	11.9
標準差	3.3

(31)	=	-0.18,	p	=	.85

學生自評寫作技巧運用
平均值	2.7
標準差	4.2

平均值	2.2
標準差	3.7

(31)	=	0.32,	p	=	.75

圖 6.6  研究對象後測成績對比

#註：由於有一位對照組的學生在作文評估中交白卷，所以記敘文寫作的數據只得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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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文章整體評分在前測和後測的改變

圖 6.8  文章內容在前測和後測的改變

由於實驗組在前測時「結構」部分的得分已經比對照組高，我們使用

共變數分析（ANCOVA－Analysis	of	Covariance），以前測得分為共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後測得分為依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來控制

前測得分的差異，然後再進行事後檢定（post	hoc	test），並發現實驗組的

成效顯著（F(1,	29)	=	6.48,	p	=	 .02），估計邊際均數（estimated	marginal	
means）：實驗組 =	3.12，對照組	=	2.46）。至於分項評分中的「大綱」、「寫
作態度」和「寫作技巧運用」三項，兩組則未有顯著差異。



137

第
六
章

第六章 課程成效

圖 6.9  文章結構在前測和後測的改變

圖 6.10  文章大綱在前測和後測的改變

圖 6.11  字數在前測和後測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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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寫作態度在前測和後測的改變

圖 6.14  寫作技巧運用在前測和後測的改變

圖 6.12  寫作知識在前測和後測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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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文章範例一

圖 6.15  經過訓練後學生在整體文章上的明顯進步

訓練前 訓練後

6.1.6 訓練前後的寫作範例

如上文所述，實驗組學生在訓練前後的寫作取得進步。以下是一些學生文章及

大綱的範例，可具體地顯示出個別學生在寫作各方面所取得的明顯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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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文章範例二

圖 6.16  經過訓練後學生在文章內容上的明顯進步

訓練前 訓練後

學生文章範例三

圖 6.17  經過訓練後學生在文章結構上的明顯的進步

訓練前 訓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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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文章範例四

圖 6.18  經過訓練後學生在字數上的明顯進步

訓練前 訓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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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綱範例一

圖 6.19  經過訓練後學生在大綱（寫前構思）上的明顯進步

訓練後訓練前

《一件令我開心的事》 《一件令我憤怒的事》

學生大綱範例二

圖 6.20  經過訓練後學生在大綱（寫前構思）上的明顯進步

訓練後訓練前

《一件令我煩惱的事》 《一件令我傷心的事》

（學生沒有寫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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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總結

由於 2020年新冠疫情令學校停課，學生只能在家學習，以致影響是次研究的

人數及時間，運作模式亦由面授變成網上授課等。因此，本文的數據研究結果僅可

供初步參考。

我們於課程完結後向參加者收集對課程的意見，學校教師對課程反應普遍正

面：有教師表示希望有其他文體的寫作課程，例如抒情文，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有自

閉症的學生的弱項；機構導師亦表示試行計劃後，未來更有信心帶領中文小組；學

生則指課程能讓他們的作文寫得更好。詳見 6.2參加者感想部分。

總括而言，在停課的局限下，學生的寫作知識和能力仍有顯著提升，估計若課

程能按原來的設定進行，成效應會更理想。

學生參與「星級寫作歷險記」後，作文質素有顯著進步，文章篇幅有明顯增加，

對於寫作方面的知識亦有明確的增長，顯示我們的課程能有效提升學生的中文

寫作能力和知識。

前測時，我們觀察到學生十分在意文章字數能否達到題目要求。他們在測試時

不斷計算自己的字數是否足夠，同時亦不時說想不到可以寫什麼。課程後，我

們觀察到學生減少了抱怨沒有寫作頭緒，文章字數亦有顯著增加，顯示課程的

框架能幫助他們構思寫作的方法和內容，減少對字數不足的憂慮並增加對寫作

的信心。

雖然根據學生的自評，他們的寫作態度沒有顯著改變，但有趣的是，我們收到

不少教師的反映，指學生在作文課的寫作態度有改善。

我們發現學生在寫大綱方面沒有顯著改變，但學生的文章結構及內容均顯示他

們有使用課程教授的大綱框架來寫作。我們估計學生可能只在腦海構思而沒有

把大綱寫出來。

另外，實驗組部分學生寫作記敘文的表現本來在前測時已經很好。因此儘管他

們上課時的反應不錯，但由於他們前測的成績分數已經很高，我們無法透過後

測來評估課程對他們有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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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學生很抗拒寫作，

但參加了小組訓練後，自

信心增強了。

6.2 參加者感想

除了根據前後測的數據來審視訓練成效外，研究團隊也透過問卷和面談收集了學校

教師、小組導師及學生的回饋作課程檢討，現綜合如下：

6.2.1 學校教師心聲

提升寫作能力

學生的中文寫作能力有進步，尤

其在審題方面，學生能針對課題

書寫相關內容。

每個學生的進程都不一樣。有一

些變得很喜歡中文寫作，因在小

組所學能幫助他們如何書寫文章；

但也有些不投入學習，其效果則

不太明顯。

學生用字比之前更豐

富，文句更流暢，也有

條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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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生需要

期望小組和訓練可持續

能切合（學生）需要。因組

內大部分學生對怎樣建構

寫作內容感到困難、難下

筆。有了寫作框架，他們

對寫作的信心較大。

能切合學生需要，因

為題目是學生在平日

寫作中會遇到的。

這不但能改善他們的寫作技巧，

也能擴闊他們單一固執的思考

模式，從而幫助他們以多角度

及多感官去思考某一課題。

小組內容能針對自閉症固執的特

性而設計，運用「星之系列」，

繪聲繪色地幫助他們如何編寫文

章，由審題至編寫整篇文章的結

構……都營造了一個個具體的圖

像意念，幫助他們建構文章的內

容主旨及架構。

期望類似的小組可以

繼續運作。

部分學生可能需要繼續學習，而未曾

參與的自閉症同學也希望有機會加入

類似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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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到教授有自閉症

學生作文的方法。

6.2.2 小組導師心聲

了解學生需要  扶持有道

教材套的教授內容

十分清晰，令導師

容易掌握。

了解到怎樣將中文

寫作的步驟拆細，

令學生容易掌握。

能了解有自閉症學生在寫作上的困難，例

如難以具體地以文字組織／表達所想。訓

練過程中，可就學生的自閉症特徵的強弱

項設計活動，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看到

同學們用心思考，即使感到沉悶仍嘗試努

力完成作文，讓我感覺他們願意在有限的

資源環境下付出，十分欣賞他們。

視覺策略運用得宜，

能使學生提高學習

動機，事半功倍。

個人體會

我也能學習到如何將理論融合

於教學及活動之中，感謝團隊

的付出。

上課當天早些到校約同學補回功

課，能加深對寫作課程的了解及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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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六章 課程成效

6.2.3 學生的心聲

我在中文小組中學習到寫作的幾

個配件（裝備），例如說話特寫

器、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

學習到如何讓自己的

作文寫得更好。

感想是：覺得非常

有趣，而且同學們

也很棒。

寫作小組和社交小組一樣重要，最

好用混合模式……半個鐘（小時）

社交……半個鐘（小時）寫作。

我對於中文小組的感想是很感恩的，因為我寫作的

技術（巧）不算太好，但學校也能提供一種這樣的

小組，而且我媽媽也能為我交學費，所以我很感恩。

（我覺得）總結推進器最有用，之前不

知道可以這樣用……不想寫大綱……

太花時間，但父母千方百計要我寫……

考試時無用，找不到地方寫大綱唯有

亂寫（胡亂地寫）。

全部作文都變成任

務，變成圖畫，好似

容易記（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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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編者心聲

編撰小組成員除了負責設計及編寫課程外，同時也以教練及觀察者的角色，透過與

小組導師和學校協作人員持續協作，共同推行小組訓練。以下是他們的一些心聲：

在小組進行共同創作時，其中一名學生在

「結尾段建議」寫道：「當有天分道揚鑣時，

我們要彼此聯絡。」經導師了解後，原來該

學生即將移民，因此有感而發。以情緒為寫

作主題，學生可以透過寫作表達情緒，甚或

紓解內心的困惑。這令我確信只要有恰當的

渠道，自閉特色學生也可以說出心底話。

「下一節會收集機械人哪些部件？」

雖然大部分學生起初對於寫作沒有

太大興趣，但當寫作由以往沉悶的

文字和步驟化成有趣的歷險記時，

學生便變得興致勃勃，「說話特寫

器、連環動作超級照相機……」琅

琅上口。相信若有持續的訓練，學

生能把所學變成他們的心法。

芸芸寫作小組中，有一位學生令我印象深

刻。最初，他的寫作能力較弱，文章欠組

織，字數也較少，而且他在小組的表現亦

較被動。但在訓練接近尾聲，需要學生寫

文章時，他竟然自行在寫作大綱畫上小組

課程曾教過、代表不同段落的機械人部件

的圖樣，藉以幫助自己組織和構思內容。

我因而得知小組課程提供的方法，能協助

學生按部就班地計劃及寫出一篇完整的文

章，這實在令我感到驚喜和欣慰。

小組推行時受疫情影響，因而改用網上實時教學，

需要在很短時間內為課程內容及形式作出調節，對

撰寫小組是很大的挑戰。有賴學校、家長、導師的

支持，多個小組能順利完成！感恩！

由衷感謝小組導師和協作老師的

付出，令學生得到進步！老師常

會在小組後與導師討論，了解學

生需要後，又會作出跟進，還會

關心學生在校內的表現。當從老

師得知，學生參加小組後其校內

作文被選為佳作時，我想這就是

團隊努力得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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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問卷（一）附錄 1

姓名：																																					（班別：															）			日期：																																									

請選出適當的答案，並把代表的英文字母填寫在方格內。

1.	 你要以「那一天我遇見了一位救護員……」為題完成作文功課，								

你認為誰是文章的主要讀者？	

A.		同學

B.		父母

C.		中文老師

D.		救護員

2.	 續上題，〈那一天我遇見了一位救護員……〉一文中，以下哪一句					

是讀者認為是最合適的內容？

A.救護員興奮地說：「你傷勢很嚴重啊！」

B.救護員能單手抬起一輛巴士把傷者救出來。

C.救護員一邊護理傷者，一邊指罵超速的司機，

又忙於吃蘋果來補充體力。

D.救護員小心翼翼地拿出紗布並替傷者包紥傷口。

3.	 請把下列各項記敘文的結構順序排列出來。

A.事情的背景

B.總結

C.文章開首

D.結果

E.起初 /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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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作文題目「你曾因為頑皮而發生了不愉快的事。請你記述那一次的經歷和感

受」，以下哪一項最能合宜地圈出當中的關鍵字詞？

A. 你曾因為頑皮而發生了不愉快的事。請你記述那一次的經歷和感受

B. 你曾因為頑皮而發生了不愉快的事。請你記述那一次的經歷和感受

C. 你曾因為頑皮而發生了不愉快的事。請你記述那一次的經歷和感受

D. 你曾因為頑皮而發生了不愉快的事。請你記述那一次的經歷和感受

5.	 以下哪一句適合成為作文「一場火災」的總結？

A.「這真是一場令人感到高興的火災。」

B.「經過這場火災之後，我明白了防火的重要。」

C.「如果這場火災發生在外國的話。」

D.「這次旅行令我感到非常快樂。」

6.	 你要以「一場火災」為題完成作文功課，你認為誰是文章的主要讀者？

A.中文老師

B.同學

C.消防員

D.父母

答案：1.	C											2.	D											3.	C、A、E、D、B											4.	D											5.	B											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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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問卷（二）附錄 2

姓名：																																					（班別：															）			日期：																																									

一、請閱讀以下句子，並按你同意的程度「 」出一個適當的答案。

二、回顧剛才的寫作過程，你有否使用以下方法？ 

請於「有」、「沒有」、「不肯定」三個選擇中，選出一個適當的答案並加上 號。

十分不同意

 
不同意 不肯定 同意 十分同意

 

1.我喜歡寫作。

2.	我覺得寫作是容易的。

3.我滿意自己的文章。

4.我認為寫作很重要。

有 沒有 不肯定

1.寫作前，圈出題目重點並明白題目要求。

2.寫作前，想想讀者對文章的期望。

3.寫作前，構思與題目要求相關的內容。

4.寫作前，為文章定主題。

5.	組織文章段落，符合記敘文的要求。

6.寫作時，提醒自己運用寫作技巧	（例如：動作描寫、

說話描寫）。

7.完成後，檢查文章是否符合題目要求及主題。

8.完成後，提醒自己檢查及修訂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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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態度量表（教師評）附錄 3

學生姓名：																																					（班別：															）			學校：																																									

填寫教師：																																								日期：																																						（*小組前／小組後）
*刪除不需要項目			

按學生課堂表現用「 」出一個適當的答案。

十分不同意 不同意 不肯定 同意 十分同意

1.學生喜歡寫作。

2.	學生覺得寫作是容易的。

3.學生滿意自己的文章。

4.學生認為寫作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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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及附錄

教材套物資清單附錄 4

物資 數量（每套）

I. 導師手冊 1本

II. 教學資源 USB記憶棒

	► 內存《導師手冊》及所有教案、簡報、教材、影片、教具的電子檔

1枚

III. 教具

1 「彗庭系」圖及相關圖，包括：

教材 1.5			

教材 3.3		

教材 3.4			

教材 3.6		

「彗庭系」圖 1幅及所有星球圖膠片 5張

「星際檢查站」圖膠片

「估一估」圖膠片

「查一查」圖膠片

1套

4張

1張

1張

2 「精明補給站」，包括：

教材 1.6			

教材 1.9			

商品卡（8種款式，每款 16張）

商品價錢海報（兩種款式）

128張

2張

3 教材 2.3 「寫作機械人」部件及裝備圖膠片 8件、背景圖 1張 1套

4 教材 2.4 「寫作小幫手」小冊子 1本

5 多項教材					 「彗庭系」相關貼紙（一套 13頁） 2套

6 教材 2.5 「靈感 UFO」模型	 8個

7 教材 3.1	 「情緒骰子」摺紙圖 1張

8 「視覺提示」圖卡，包括	：

教材 8.2

教材 9.2

教材 10.2a

教材 10.2b

教材 12.2

教材 12.5

「開首例句」

「說話特寫器」句式

「連環動作照相機」提示卡

「連環動作 (超級 )照相機」提示卡

「結尾段句式」

「改之星」任務一覽

各 1張

			（共 6張）

9 教材 10.1 「連環動作 (超級 )照相機」模型 8個

10 教材 7.6	

教材 11.2	

「寫作機械人」部件及裝備圖卡紙 (兩款，每款 8張 ) 							16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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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及家課清單附錄 5

節數 課堂練習 小組後任務

1 ／ ／

2 教材 2.6工作紙「寫作大綱（後悔）」 教材 2.8工作紙「寫作大綱（自豪）」

3 ／ 教材 3.9「第三節小組後任務」

4 教材 4.1工作紙「寫作大綱（失望）」

	教材 2.6工作紙「寫作大綱（後悔）」

教材	4.7「第四節小組後任務」

	教材 2.8工作紙「寫作大綱（自豪）」

5 ／ 教材 5.4「第五節小組後任務」

	教材 2.8工作紙「寫作大綱（自豪）」

6 	教材 4.1工作紙「寫作大綱（失望）」

（若學生未能於之前的課節完成「審之星」和「主題之星」部分，導

師可按需要提供「大綱範本」的內容，讓學生能完成本節練習）

教材 6.1工作紙「想內容」

教材 6.3「第六節小組後任務」

	教材 2.6工作紙「寫作大綱（後悔）」

7 教材 7.2工作紙「寫作大綱（喜極而泣）」 教材 7.6「第七節小組後任務」

8 	教材 4.1工作紙「寫作大綱（失望）」

教材 8.4工作紙「方格紙（失望）」

	教材 7.6「第七節小組後任務」

教材 8.6「第八節小組後任務」

	教材 7.2工作紙「寫作大綱（喜極而泣）」

教材 8.8工作紙「方格紙（喜極而泣）」

9 教材 9.3工作紙「記一件我感到開心的事」

	教材 7.2工作紙「寫作大綱（喜極而泣）」（學生已完成大綱內

容）

	教材 8.8工作紙「方格紙（喜極而泣）」（學生已完成開首）

教材 9.5「第九節小組後任務」

10 教材 10.3工作紙「與同學對質」

教材 10.4工作紙「連環動作照相機─高興篇」或 教材 10.5－10.8
【調適教案（附錄一）】工作紙「齊來當演員」（一至四）

	教材 10.9「第十節小組後任務」

11 	教材 4.1工作紙「寫作大綱（失望）」（已完成大綱內容的部分）	

	教材 8.4工作紙「方格紙（失望）」（已寫文章的開首）

教材 11.2「第十一節小組後任務」

12 	教材 4.1於第十一節未完成的工作紙「寫作大綱（失望）」

	教材 8.4於第十一節未完成的工作紙「方格紙（失望）」

	教材 7.6「第七節小組後任務」

	教材 11.2「第十一節小組後任務」

／

13 教材 13.1工作紙「寫作大綱（憤怒）」 ／

	之前已完成部分的工作紙





免責聲明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自閉特色學生中文寫作教材套（高小版）─星級寫作歷險記》（“教材套”）中的所有

內容和資料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建議。教材套中的所有內容和材料均“按原樣”和“可用”提供，不附有任

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	香港賽馬會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對於這些內容和材料，不作出任何關於非侵權、
安全、準確性、及時性、適用性或其他方面的保證。

香港賽馬會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不會就教材套內容的任何錯誤、遺漏、錯誤陳述或誤導性陳述（不論是

明示或暗示）承擔任何責任。香港賽馬會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將不會接受任何因使用、誤用或依賴教

材套中的任何內容而造成的任何損失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後果性損失或損害）而產生的任何賠償責任或其他

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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