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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報告 

一、引言 

試教活動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從實踐中學習和反思，本組試教活動的

策 略主要是合作學習和自主學習，希望學生完成課堂後，能辨析抒情手法

（直接抒 情、間接抒情）、掌握演講辭的格式及應用抒情手法撰寫演講辭。

展示試教後， 我們聽取老師及同學的意見，了解這次試教的優點是教學目的

清晰，教學活動流 暢，能夠達到學習目的。不過，我們仍有不足的地方，接

下將於下文闡述及提供 改善建議。 

 

二、小組討論 

在小組討論時，老師只是巡視各組，並沒有主動向同學提供協助。針對這

點 不足，老師應該儘量主動給予學生指導，並不是等待學生舉手提問才回答，

而且 有些學生可能會因為害羞而不敢主動向老師發問，因此，老師應積極地

為學生提 供幫助。雖然這次試教的策略包括自主學習1，但並不代表老師可

以「不管」學生，反而應該從旁觀察學生的學習進度和指導他們掌握有效的自

學方法，利用「學 生為本」，引導、深化及促進學生掌握自主學習。因此，在

自主學習和合作學習 的模式中，教師的角色不但是教學者，也是課堂教學的

指導者。 

此外，考慮到小六學生的整體水平，老師應該容許小組派出兩位或以上的

同 學一起面對全班分享，因為對於部分小學生來說，獨自匯報可能有一定困

難和令 他們容易緊張，從而影響表現。因此，有其他組員陪伴一起面對全班

分享，不但 能緩和學生的緊張，而且可以提高團隊合作精神。 

 

三、演講辭 

在講授演講辭時，老師有說明此文體的作用及基本格式。不過，老師仍可

補 充講解更多有關演講辭的資料，例如：演講辭的特點、風格、語調文辭等

學生較 難掌握的技巧。老師可向學生清晰講述演講辭較常用於正式及隆重的

場合，因此 在文辭字句方面，用字應該比較客氣和禮貌，同時也要包含褒揚

                                                   
1
所謂「自主學習」，其實是「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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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祝願的說話， 因為演講辭一般是要對主人家或主辦機構致以謝意，或是對

團體成員給予嘉勉和 鼓勵。還有，老師可以向學生清楚解釋演講辭的內容需

要根據場合而定
i
2，因為 不同性質的活動所運用的措辭亦有可能不同。而老師

亦可以課文為例，讓學生設 身處地了解演講辭的用途。 

 

四、功課 

這次試教安排的課後作業本來是希望學生能夠運用課堂所學的抒情手法

及演講辭格式，撰寫一篇畢業演講辭，然而我們未能顧及不同學生的學習差

異，例 如：一些能力稍弱的學生可能未能完全跟上課堂進度，如果老師要他

們馬上運用 課堂所學於課後練習上，對他們來說有一定困難。因此，我們了

解到在設計評估 課業時，老師要認真考慮學生的學習差異，不可高估或低估

他們的能力，這樣才 能有效鞏固他們的知識。故此，我們建議將課後作業先

轉為工作紙形式3，要求 學生填上不同部分的結構名稱，以及嘗試創作部分段

落的內容；同時也考慮能力 較高的學生，設有可選的挑戰題部分，讓他們嘗

試寫一篇簡短的演講辭。 

五、總結 

 

是次教學活動讓我們對創新教學策略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令我們明白到實

際 的教學環境會出現不同的狀況，課堂亦未必能夠完全按照教案設計來進行；

而在 設計教學活動及安排評估課業時，老師也要充分考慮不同學生的能力差

異，從而 設計更合適和更完善的教學模式。 

 

 

 

 

 

 

 

                                                   
2
即使同樣是嘉賓賀辭，在學校的演講可能需要談及有關學校的辦學宗旨、教學成績等，如果是 

商業的性質的演講就可能要談及社會經濟狀況或公司的前景等。 
3
詳見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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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一） 需要改善的範疇 

 

「微觀教學及改善建議」 

科目／學習領域：中國語文 教授課題：《再見了，親愛的母校》 同學可以就下列各方面作重點回應，並就一些你認為值

得探討及有必要改善的範圍作較多的評論。請以點列形式清晰表達。 

 

1 

 

 

 

 

 

 

 

 

 

 

 

 

 

 

 

表現範疇 反思表現 改良方案 

（如適用，請提出重點的建議） 

目的的選取 目的  可加強抒情手法與演講辭的 
 1. 抒情手法（直接抒情、間接抒情）  連繫，如可視乎不同場合、演 
 2. 演講辭  講辭內容運用不同的抒情手 
 3. 應用抒情手法於演講辭  法。 

 
缺點 

  

  小六學生未必有能力掌握間接抒情   

  一節課堂中教授直接抒情、間接抒情及演講   

 辭，內容可能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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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上述意見：  

本組教案撰寫的是兩個課節的內容，抒情手法及演 

講辭是在兩個課節內教授，因此時間應該足夠。還 

有，小學生在四、五年級已曾接觸過直接抒情，至 

於間接抒情，可能對小六學生略為陌生，但區別直 

接抒情和間接抒情相對較容易，所以他們應該有能 

力學習和掌握兩種抒情手法，而且所教的課文就是 

一篇演講辭，同學在學習課文的時候，已對演講辭 

有初步認識，因此只要在課堂後段部向學生清晰解 

說演講辭應有的格式，同學應該也能掌握。 

教學活動的流暢性及創意 優點  全班朗讀環節改為指派同學 
  教學活動流暢進行，能由淺入深地教學  讀不同段落。 

 
缺點 

  

  創意性有待提高   

  全班朗讀環節或忽略部分能力較弱而不懂部   

 分字詞的同學或不專心的同學   

  老師的講解部分過長，課堂以老師為中心   

教學活動的適切性 優點  小組報告可由兩位同學擔任 
  教學活動大致能達到教學目的  匯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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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學習及自主學習運用恰當，令學生可以投  加入更多互動環節。 

入課堂   

 課堂程度配合學生能力，能先講解再各同學提   

問，加強學生的記憶   

 電子教學   

 顧及學生學習的接收速度（教學時間、節奏合   

適）   

缺點 
  

 創意性有待提高。   

 全班朗讀環節或忽略部分能力較弱而不懂部   

分字詞的同學或不專心的同學   

 老師的講解部分過長，課堂以老師為中心   

 合作學習中，文書的工作重複。   

 自主學習要求學生查字典要求過低。   

 讀出段旨學生未必能跟上進度。   

回應「文書的工作重複」意見： 
  

因為分組討論工作紙的內容涉及較多的抄寫工   

作，因此需要兩位學生擔任文書的工作以分擔抄寫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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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教學技巧的演繹 優點  老師主動入組會否更好？ 
  老師有指導學生  老師可避免太多尾音 
  指示清晰：「做完就抬高頭望我。」  可讓學生多作自我探討，例 
  有補充說明  如：演講辭有什麼結構？可以 
  適時提問學生，讓學生多思考  其他方式教授，增加課堂趣味 
  關心學生：「呢度有無問題？」  性 
  說話語速合適  老師可講述演講辭的用途／ 
  朗讀課文有助記讀  結構 
  複述，老師聲音很溫柔，闡述足夠   

  教學步驟仔細   

  運用多媒體教學（簡報、實物投影機等），能   

 讓學生更清楚課堂進度   

  老師會詢問學生詞語解釋   

  教授演講辭清晰   

 
缺點 

  

  80 分鐘太長，只教段旨和找抒情部分、格式   

  同學多是坐聽老師講   

  偏向以「老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   

 
回應「以『老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意見： 

  

 其實教案設計是以「學生為主導」的教學模式，課   

 堂開始前已安排「自主學習」，讓學生預先備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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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有關抒情詞語的意思；課堂當中也安排了 30  

分鐘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及以「小老師」的形式進 

行試教，講述課文每部分的段落大意和分析抒情手 

法的應用；老師也給予學生自由度，讓他們發揮創 

意，思考如何「試教」，而且為了引導學生預備「試 

教」，老師會在學生進行討論前，給予示範，並在 

討論工作紙上提供思考問題和小提示協助學生討 

論試教內容。但礙於拍攝時間的限制，因此只能呈 

現一組的「試教」部分，可能導致同學認為此教案 

偏向以「老師為主導」；還有，在末段教授演講辭 

時，除了講述演講辭格式的部分是較為偏向「老師 

為主導」外，老師也有運用提問學生的方式，增加 

課堂互動，同時也可以了解學生能否掌握內容和避 

免只是老師單向灌輸。 

評估課業方面（進行中或家課） 優點  如能給予更多準則，有助學生 
  抒情手法與演講辭的課題相關  跟隨 
  指引相當充足  加評分準則、指引 
  功課能夠連繫課堂  應該循序漸進，例如：先學習 
  演講辭作業結合抒情手法  如何寫抒情句子 
  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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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點  

 回饋不清晰、欠缺展示 

 課業欠缺預先教授（Pre-teaching），只教了

格 
式，不代表會寫 

 好像沒有評分準則？ 

 用抒情手法寫演講辭太難 

疑問 

 用抒情手法寫演講辭？似乎演講辭要視乎場 

合用不同演講技巧 

回應上述詢問： 

1. 「好像沒有評分準則？」：演講辭為作文功 

課，因此會以平日作文的評分準則作批改，老 

師應該已在學期初向同學闡述清楚作文功課 

的評分準則，因此不會特別再花時間講解。 

2. 「用抒情手法寫演講辭？似乎演講辭要視乎 

場合用不同演講技巧」：「用抒情手法寫演講 

辭」的安排主要是呼應課文所教和貼切於即將 

畢業的小六學生，這個安排只是其中一種引入 

的方式去讓他們首次應用有關演講辭的基本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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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你認為值得提出作深入探討的） 缺點 ／ 
  課業可能太深，因為只剛學了抒情便要學生自  

 己作，在課堂上只找文中抒情部分，未到應用  

 層面  

 
疑問 

 

  每人試教最少 2 分鐘，沒有實行？  

 
回應上述詢問： 

 

 1. 「每人試教最少 2 分鐘，沒有實行？」：這個  

 疑問是否指以「小老師」形式試教的部分？如  

 果是的話，其實在小組討論後，老師會在負責  

 相同部分的組別中，挑選一組出來擔當小老師  

 試教（匯報時間為 2 至 3 分鐘），但礙於拍攝  

 片段的時間所限，因此只能展示其中一組的試  

 教片段，所以其實是有實行試教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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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二）分組評估 

整體學習成果： 

 

 反思表 

 

（H、M、L  的尺度是用來評估甲部的，H=好，M =平均，L =需要改進） 

 

 

請填寫* 

H/M/L 

預計表現成果的範疇 

H/ M/L 能夠明確指出學習的定義和預期學習成果目標 

H/ M/L 能夠細心設計一系列創新的教學方法 

H/ M/L 能提出教學事件的邏輯順序 

H/ M/L 能夠針對個别的差異 

 H/M/ L 教學和學習活動也有創意 

H/ M/L 能夠在課堂審視學生的學習 

H/ M/L 提供機會和反饋給學生，並告知學習成果給他們 

 H/M/ L 提供機會使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 

H/ M/L 能夠設計合適的評估任務，以收集學生學習的證明 

H/ M/L 能夠提供廣泛的學習和教學資源來支援學生的學習 

H/ M/L 能夠有效與學生互動和投入學習 

H/ M/L 能夠建立一個信任關係以及愉快的學習環境 

*請圈出 H、M 或 L 去標示你們組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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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三）組員分工表 

學生姓名 

 

工作 

陳潤詩 

(11095464

) 

甘曉玲 

(11095464

) 

李朗妍 

(11123833

) 

羅穎琦 

(11104344

) 

黃嘉琪 

(11129904

) 

黃嘉慧 

(11095282

) 教案設計 
 

 
 

 

 
 

 

 
 

 

 
 

 

 
 

 

 
 

教材製作     
 

 
 

 

微觀教學 

演出 

 

（老師）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微觀教學 

拍攝及後期 

剪接 

  
 

 

 

   

微觀教學匯 

報簡報製作 

     
 

 

 

微觀教學 

匯報員 

 
 

 

 

  
 

 

 

 

反思報告 
 

 

 

 

 

 

 

 

 

 

 

 

 

 

 

 

 

 

微觀教學後 

意見整理 

  
 

 

 

 
 

 

 

 

最後整理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