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教育局教育心理服務(新界)組 2009 

 
1

附件 4.1 

如何輔導語文水平稍遜的中學生 

註：本文原載於《香港中學生中文讀寫能力測驗(教師專用) ~ 使用手冊》第五章 5.1 節 

通過有關香港中學生語文能力方面的測試，可以初步了解語文水平不同的

學校以及同一學校中不同年級、不同語文水平的中學生的語文能力。了解不同對

象的語文能力並非目的。目的是要尋找正確的方法，以便老師針對他們不同的語

文能力，採取相應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措施，從而使學生的語文能力相應地得到提

高。目前，大家特別關注語文水平稍遜的中學生的教學問題。在這裏，我們就圍

繞這個問題，談一些意見。 

跟輔導語文水平較高或中等的中學生一樣，輔導語文水平稍遜的中學生同

樣要從兩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是幫助他們實踐起來，多讀多寫，在讀和寫的過程

中去提高。另一方面是加強教學工作，給他們提供有關知識，並幫助他們認真掌

握，用以指導自己的行動。當然，實踐也好，教學也好，輔導的目標和方法都跟

輔導語文水平中等的中學生不同，更與輔導語文水平較高的中學生不同。 

一．閱讀方面 

對於語文水平稍遜的中學生來說，閱讀的重點還不是對所閱讀文章的立意

作更為深入的探討，了解作者為甚麼這樣寫而不那樣寫，這樣寫有甚麼好處、有

甚麼不足之處，從而學會較高層次的組織方法（super-ordinate organization）；也

不是要求他們博聞強記，做到「一目十行」或「過目不忘」，以極大地提高閱讀

效率。對於他們來說，閱讀的重點應該是累積大量字詞。因為字詞接觸和字詞解

碼，是閱讀理解的基本能力。 

閱讀包括課外閱讀，也包括課內閱讀。首先是課內閱讀。中學語文課本的

課文所包含的字詞相當多，每一篇課文都有大量值得積累的字詞。比如《背影》，

老師應該重點講解的字詞便有以下一些： 

狼藉      囑咐    蹣跚    妥帖    頹唐    瑣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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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記這些字詞，便是語文水平稍遜的中學生必須做的一件事。不但要熟記

這些字詞的構成，而且要了解這些字詞的含義。比如「蹣跚」這個詞，學生便要

懂得：它是指腿腳不靈活，走起路來緩慢搖擺的樣子。懂得了字詞的含義，還要

懂得運用方法。比如，老師可以要求他們用「蹣跚」這個詞造個句子。造對了，

要讓他們了解為甚麼對，造錯了，也要讓他們知道為甚麼錯，並且為他們提供改

正方法。「蹣跚」如此，其他字詞也如此。 

蹣 跚 
               

⻊     �             ⻊      冊 

         表意    表聲         表意    表聲（音刪）      

老師可設計一些字詞練習，讓有關詞語，除了在課文出現外，還在不同的

文本中出現。這樣可加強同學接觸字詞的機會。通過反覆的練習，同學可以進行

字詞的接觸、貯存和提取的認知活動。有關練習舉隅如下： 

《背影》原文： 我看見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蹣跚地走到鐵

道邊。 

例一：他喝醉後，兩腳不靈活，在馬路上 _____ 地走來走去，十分危險。 

例二：小強大病初癒，在學校長廊 _____ 地走著，十分吃力。 

例三：她受傷後，在醫院接受治療，目前，可由護士陪伴在草地上 ____ 地

走著。 

例如，在《背影》原文出現的部分詞語： 

狼藉    囑咐    蹣跚    妥帖    頹唐    瑣屑 

 可把它分為兩組： 

甲組  狼藉   頹唐   

   他生意失敗後，又大病一場。昨天，我去探望他。他臉色蒼白，精神 

_____ 。家中雜物堆積，一片 _____。我為他的生活而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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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  瑣屑  囑咐 妥帖       

   陳老師做事很認真。即使_____的事情，她也_____同學要辦得______。  

當然，由於時間關係，如果不能每個詞都這樣做，至少要選擇一些有代表

性的詞這樣做。這樣一來，經過一段時間的努力，他們就可以把大量詞語吸收進

自己的短暫記憶系統，然後轉移到長久記憶系統，並且可以隨時提取出來加以利

用。 

課內閱讀可以引導學生這樣做，課外閱讀同樣可以。課內與課外相結合，

就可以不斷加大學生詞彙庫中的詞語量，提高其詞語的詞頻，達到在應用時一旦

啟動其中一字或一詞，與此有關的詞語就很快被啟動的目標。掌握字詞是語文能

力的關鍵能力，積累下來的字詞數量多了，將大大有助於學生整體語文能力的提

高。 

在閱讀形式方面，要注意幫助語文水平稍遜的中學生養成朗讀的習慣。如

何幫助？不妨使用一些互動的方法。例如在語文課上把學生分成兩人一組，讓同

學與語文水平稍遜的組員以伴讀方式朗讀一些文章。同學亦可為語文水平稍遜的

組員計算其閱讀速度，並且指出他們在字詞讀音、斷句等方面的優劣。然後，由

語文水平較高的學生去朗讀，交由語文水平稍遜的學生去評論，好讓他們體會自

己與別人之間在朗讀方面的差異。除課堂練習以外，還可以引導他們在課外閱讀

中多使用朗讀的方法。長此以往，除了可以累積大量字詞以外，還有助他們正確

掌握字詞讀音、斷句、文章的節奏感和語感。 

在閱讀方面，語文水平稍遜的學生可能會碰到不少困難。老師要注意教導

這些學生正確面對困難，不怕閱讀；亦可選讀一些較淺易的文章，增加學生的信

心。 

二．寫作方面 

語文水平較高或中等的中學生要從寫作中學習寫作，語文水平稍遜的中學

生當然也不例外。有些老師可能有這麼一種錯誤觀念，認爲語文水平高的中學生

寫起來比較容易，因此不妨讓他們多寫，而語文水平稍遜的中學生寫作會比較困

難，因此可以讓他們少寫。事實上，正因為語文水平稍遜，正因為寫作比較困難，

所以語文水平稍遜的學生更加應該多寫。香港中一的學生一年約寫作文 1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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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命題作文 8 篇，每篇 300 字左右，實用文 4 篇，少於 300 字，所以 12 篇作

文加起來，只不過 3000 字左右。換言之，語文水平較高或中等的中學生一年才

寫 3000 字。他們要「交足功課」甚至「多交功課」，才可以維持現有的語文水平。

那麼，語文水平稍遜的學生要提高語文水平，又怎麼能夠不多寫？怎樣才叫多？

比如可以寫 24 篇，甚或寫 36 篇，數量可以是其他學生的兩倍、三倍。勤能補拙，

語文水平稍遜的中學生要提高語文水平，就要在勤字上下功夫。所謂在勤字上下

功夫，也就是要在多字上下功夫。 

當然，要他們多寫，先要解決他們思想上多寫的障礙。他們多寫的障礙跟

多讀的障礙是一致的，那就是畏難情緒。要使他們不畏難，一是要多加鼓勵，減

少他們的思想負荷，二是要採用生動、活潑的形式讓他們寫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比如看圖寫作，就是一個比較好的形式。這裏舉一個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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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組漫畫叫《遇鯊魚》，講的是小魚機智地躲避敵人、保護自己的故事，

十分有趣。這組漫畫共有四幅。第一幅講一條小魚見到鯊魚來了，立即逃跑。第

二幅講小魚遇到了同伴。第三幅講小魚由同伴帶領，逃到小洞裏。第四幅講鯊魚

在洞外無計可施，奈何小魚不得。老師可以提供這組漫畫，要求學生寫一篇短文，

既可以寫記敍文，又可以寫議論文，還可以寫說明文。寫完以後可以互動的方式，

同學之間互相交換作文，提出意見，然後進行修改。當然，寫的方法也可以靈活

一些，可以一個學生寫全文；也可以把學生分成四人一小組，每人寫一段，然後

連接起來；也可以先說後寫。總之，以調動學生的寫作興趣為出發點。他們的寫

作興趣提高了，就會自覺地找題目來寫，多寫的習慣也就可以逐漸形成。 

三．文字形音義教學方面 

字詞知識和字詞運用，是屬於「閱讀」和「寫作」基本功的問題。面對語

文水平稍遜的學生，在教學中要注重甚麼呢？那就是要注重字詞形、音、義的教

學。有關測試表明，語文水平稍遜的中學生寫錯字、錯詞的情況比較多。須知道，

在字詞方面出錯，必然會在語法方面出錯。所謂語法，無非是講字詞的搭配。字

詞出錯，搭配也會出錯。為了使他們不出錯或者少出錯，方法就是加強他們的字

詞形、音、義的教學，幫助他們掌握有關知識。 

在這方面，著重點有三個。一是辨析音近的字詞。如「刻」與「克」。 

刻   

以刀在木上划的意思。 

    刻板 --- 用刀在板上雕刻的意思。 

             引申為呆板、固定不變的意思。例如：生活十分刻板。 

    刻苦 --- 雕刻是很辛苦的。引申為刻苦。 

    深刻 --- 雕刻是有深度的。引申為深刻。 

克   

肩負的意思。表示：能也、勝也、制也。也可作度量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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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 --- 制服的意思。 

克復 --- 克敵而恢復其地位的意思。 

    以柔克剛 ---以「柔」來制服「剛」。 

    克勤克儉 --- 能勤能儉的意思。 

    不克分身 --- 不能分身的意思。 

「刻苦」和「克服」中的「刻」和「克」讀音相近，有些學生混淆了，寫

成「克苦」和「刻服」。「刻」與「克」在讀音上相近，但意義上不同：「刻」可

以用來形容程度極深，要表示很能吃苦的意思，就必須用「刻」，說是「刻苦」，

突出「苦」的程度極深，而不是說「克苦」，因為「克制苦」說不過去。同樣，「克

服」也不能改成「刻服」，一改，意思就不同了。類似的情況還有很多，如「藉」

與「籍」、「躁」與「燥」等等。 

二是從形體上弄清楚字的正確寫法。有些學生對一些字只有一個模糊的印

象，順手寫來，便會出錯，多寫一筆或少寫一筆。如「染」，有些學生就在「九」

字上多加一點，變成「丸」。其實「九」是表示多次的意思（按：染 ---表示把布

料放入有色植物「木」之顏液中漂染，經多次漂染，把它漂染成指定的顏色布料），

「丸」就沒有這個意思。改了以後，便失了作為會意字「染」的意思。再如「改」

字，左為「己」，右為「攵」。「攵」粵音樸，用手拿木棒之意。「改」原意是用手

拿木棒打自己，意謂改過。但是，如果把「己」寫成「已」，就講不通了。 

三是幫他們注意分辨一些形似字。例如「貧」和「貪」，「偏」和「編」、「翩」

和「蝙」等。「貧」與「貪」很相似，但如果細心分辨，就會發現二者其實不同：

「貧」由「分」和「貝」組成。，「貪」由「今」和「貝」組成。二者的意思也

不同。「貝」為財。分「貝」則「貝」少，「貝」少則「貧」。「今」表聲，愛財的

意思，愛財則「貪」。「偏」和「編」、「翩」和「蝙」情況也一樣。 

每一個漢字都是形音義的結合體，這是一個基本點。對於語文水平稍遜的

學生，不妨引導他們從這個基本點做起。例如指示他們遣詞造句時從字形、字音、

字義幾個方面去分析所使用的字詞是否正確，包括認真分辨筆劃的多少，分辨字

的形旁與聲旁，注意字詞的意義。做到這一點，就能做到不寫錯別字或者少寫錯

別字。當然，除了引導他們自己去作判斷以外，還應該引導他們多查字典，多運

用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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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語文是能力的訓練。學習語文雖然無捷徑，但是教得其法，事半而功倍。

語文教學重在啟發，對語文能力稍遜的同學，老師宜以鼓勵為主，一步一步引導

同學學習，讓他們不怕閱讀，也不怕寫作，進而養成閱讀和寫作的習慣，他們自

然感受到學習的樂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