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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說明研究的緣起→由大到小(國際/地區→本地→學校)



背景

 《國際兒童權利公約》提倡全球各地政府都應尊重每名孩子的特性、權利和需
要，讓普通兒童和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也能得到公平對待，體現教育公平的理
念（Akbarovna, 2022）。

 香港政府也積極回應聯合國呼籲，於1997年推動「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
希望讓所有學生都能得到適切照顧（教育局，2020）。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包含以下元素：全校共識、課程調適、教學調適、
同儕支援、教師協作、課堂管理及評估調適（吳善揮，2014）。



背景

 雖然大部分教師都認同融合教育理念，可是他們很少能於真實教學中運
用策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下稱特教學生）（Yilmaz & Yeganeh,
2021）。

 Qu（2022）的研究發現，在實施融合教育時，教育當局往往只安置特教
學生於普通學校的學習環境中，卻缺乏實際的學習支援。



背景

 為解決融合教育下的學習差異問題，學者提出適異性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理念，透過不同的課程和教學調整，讓每名學生都能建構成功學
習經驗（Suprayogi,Valcke & Godwin, 2017）。

 目前，學界有不少有關適異性教學策略研究，如能力分組教學、異質分組學習、
分層課程、個性化教學、翻轉課堂、補救教學等（Smale-Jacobse, Meijer, Helms-
Lorenz & Maulana, 2019）。

 然而，在實施適異性教學時，不少教師仍然只著重學生的學習成果，缺乏專業
知能調整教學過程（Ismajli & Imami-Morina, 2018）。



背景

 在教學現場，研究者也同樣面對學習差異極大的挑戰，特別是論說文寫作教學。

 學生對論說文學習不感興趣。

 學校推動「適異性教學」，盼能做到「拔尖」、「扶中」、「保底」的目標。

 故此，研究者希望把適異性教學策略應用在論說文寫作教學中，一方面照顧學習
多樣性，另一方面建構他們寫作論說文之基本能力。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疏理研究脈絡、回顧前人研究、建構研究架構



香港學生寫作論說文的表現

 在寫作時，學生經常選材不當，論據未能配合論點而發揮，致使推論出現偏差
情況；

 學生行文推論較粗疏，論述流於主觀判斷，導致文章欠缺說服力；

 學生論述過程時常出現邏輯謬誤；

 部分學生舉出很多例子，卻未有深入分析及推論，致使論述未能突出論點。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22）



適異性教學策略之意涵

 所謂適異性教學策略，是指教師運用多元策略，讓教學活動與每名學生的學習
需要緊密連結，以引導他們有效學習（De Neve, Devos &Tuytens, 2015）。

 適異性教學建基於一個重要的信念：任何學習者之間都存有不同差異，教師應
按照他們的情況而調整教學設計，以回應學生多元的學習需要（Corley, 2005）。

 適異性教學策略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教師能以學生為中心，就他們的興趣、能
力及背景，預設具意義的學習目標，並設計適切的課程；在過程中，教師為他
們提供各種個別化支援，讓每名學生都能在學習方面取得成功（Tomlinson,
2005）。



適異性教學策略之意涵

 若要成功實施適異性教學，教師需在過程中為學生提供選擇、靈活性、持續評
估、創意空間（Logan, 2011）。

 在實際操作上，教師可以從以下四方面作調整，包括學習環境（如建構輕鬆課
堂氣氛等）、學習內容（如設置多元學習目標、設分層學習任務、採用情境式
教學、根據學生生活經驗設計教學等）、學習過程（如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教學、
提供學習鷹架、分組教學、異質分組等）、學習成果（如允許學生以多元方式
展現學習成果等）（吳善揮、徐恩祖，2020）。



適異性教學策略應用在中文教學之研究
 邱亮勳（2019）的研究發現，讓學生以多元的方式展現學習成果，能提升他們的中文能力。

 李育儒（2021）之研究指出，以桌遊活動（分組）作為適異性教學策略，不但能促進學生之
間的互動，同時也能營造友善的學習氛圍，加強學生的自信、興趣及動機，最終提升學生的
語文能力。

 李欣芸（2021）發現，透過多樣化的適異性教學策略，如合作學習活動、提供學習鷹架、設
計分層學習任務鷹架、同儕教導、調整教材等，學生都能獲得學習成就，並顯著地改善學習
態度。

 陳秀如（2020）則發現，透過設計不同難度的教學活動（以此為適異性教學策略），學生的
語文能力有顯著的改善。



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決定研究的成敗



研究問題

1. 適異性教學策略應用在論說文寫作課程對初中學生的寫作表
現有何影響？

2. 適異性教學策略應用在論說文寫作課程如何影響初中學生的
學習表現？

研究問題→有利讀者理解本次研究的適切性



研究對象

 研究者以32名中二級學生（14名男生、18名女生）為實驗組研究對象
（相同班別）。本研究同時以31名能力相約的中二級學生（16名男生、
15名女生）為控制組研究對象。

 他們語文能力薄弱，學習動機較低，未能自主學習。

 他們寫作論說文有下列問題，包括欠缺立場、立論模糊、泛泛而論、
推論不足、欠缺例子、邏輯混亂、論點不清、結構混亂、字數不足。

說明研究對象背景→有利讀者理解本次研究的適切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包含兩次循環歷程，即在完成第一次教學計
劃及反思後，研究者再修訂並優化教學策略，以更有效地提升學生撰
寫論說文的表現。

 研究者特選同級一組學生為控制組。此組一樣有論說文寫作教學（教
師會先教授與實驗組相同的指定範文，以讓學生掌握論說文結構；教
師於黑板寫上與實驗組相同的寫作題目並略作講解，之後，學生才開
始寫作。），但教學以教師直接講授為主，未有特別採取適異性教學
策略。若學生遇有任何寫作困難，則直接向教師請教。

研究方法→決定研究流程及課程設計



研究實施流程圖 圖表→讓讀者清晰可目



研究工具

 問卷調查：學生寫作興趣及信心的變化。

 課業分析：學生論說文寫作表現的變化。

 紙筆測試：學生論說文寫作能力的變化。

 教師反思日誌：學生論說文寫作能力的發展歷程。

 學生訪談：學生對本次教學課程的評價，以及學習歷程。

三角檢證法：提升信效度

須思考研究工具是否能回答研究問題

量性工具→能否/是否
質性工具→如何/為何



教學流程及策略

 1. 教導學生指定的論說文範例篇章

 2. 引導學生複習所學的範例篇章

 3. 播放短片以讓學生複習論證手法

 4. 教授學生審題技巧並引領他們理解題目要求

 5. 引導學生撰寫寫作大綱，以構建個人文章的框架

 6. 學生於課堂裡完成寫作

教學流程：有助後續研究者參考



教學流程及策略 圖表呈現：方便讀者深入理解



教學大綱

教學大綱：方便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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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觀看
提升興趣



引導審題
理解題目



繪畫腦圖
呈現概念

提供資料
方便引用





提供框架
方便書寫



關鍵詞句
方便找資料



趣味教材
提升興趣



第一階段的優點

 大部分學生都能專心觀賞網絡短片，並在參與相關討論時辨識短片主角所運用的論證手法，並說

明其中作用，例如「女法官運用引用論證，以具權威性的法律條文來警告犯法的食客必須立刻停

止自己的行為」（學生A）。可見，短片觀賞除能確實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外，更能讓他們有效學習。

 學生表示繪製腦圖有助他們理解題目要求，並有系統地組織零碎的寫作意念（有什麼可以寫、有

什麼不應寫），因為老師會逐步引導他們說出與題目相關的概念，並協助他們篩選有用的意念作

為寫作內容。

 能力稍遜學生表示：「老師容許我們寫作時寫較少字數，而且不會要求我們應用所有論證手法，

使我們的壓力減少」（學生D）。可見，分層學習目標及寫作要求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證據+分析→有根有據



第一階段的不足之處

 部分能力稍遜學生指出導學案的提示不足以讓他們完成寫作，蓋因提示較簡單和籠統。

 在批改寫作成品時，研究者發現學生欠缺例子支持自己的觀點，導致文章說服力弱。學生就此表

示他們知識薄弱，不知應該引用哪些例子來支持自己的立場。

 能力較弱的學生也未能在寫作時分析觀點與例子之間的關係，致使文章邏輯關係薄弱，如「雖然

我有例子，可是不知道應怎樣說明它能證明我的看法是成立」（學生E）。

 有些學生也向研究者表示，他們仍未能完全掌握運用舉例論證的方法，如「舉例不難，但如何分

析例子就很難」（學生B）。

證據+分析→有根有據



第二階段的修正

 研究者加入「提示小錦囊」（內含有關論點、論據、分析的提示），讓能力稍遜學生都能按指示

完成寫作。

 研究者以富趣味的《審死官》（周星馳主演）電影選段為材料，與學生複習舉例論證手法，以加

強他們運用舉例論證的能力。

 為讓學生找到適合的例子支持自己的觀點，研究者於導學案中增設「資料搜集」部分，讓能力稍

遜學生可以從中選取合適資料。同時，研究者也特意教授學生如何運用關鍵字，於網絡搜尋器中

尋找適當的資料作論據。

根據不足提出下階段的修訂



第二階段的優點

 能力稍遜學生表示「提示小錦囊」有助他們完成寫作，如「錦囊裡的提示為我帶來思考方向，讓

我更容易想出論點……至少可完成寫作文章」（學生E）；「錦囊指示很清晰，會提醒我可以在哪

裡找資料……內含問題也可引導我一步一步形成個人看法及分析，不會再不知道從何入手」（學

生F）。可見，這個作法能提升能力較弱學生的成就感。

 學生表示加設「資料搜集」部分有助他們找出適切的論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如「網絡上有很多

資料，多到我也不知哪些才有用，而老師在導學案中列出不同資料，可以減少我們找資料的時間，

並且可以更準確地舉出例子」（學生D）。

證據+分析→有根有據



第二階段的優點

 學生均指出《審死官》選段內容有趣，不但能使他們深入認識舉例論證的方法及局限，而且更能

讓他們明白論證的嚴密性是極為重要，如「周星馳看似振振有詞，可是他的觀點也有很多漏洞的，

好像他說：『陳大文打張小四一拳，不可能令張小四立即死亡，所以陳大文並沒有殺人。』這說

法是不對的，因為打人者可能力度太大，又或被打者被傷及重要部位而致死」（學生A）。個別學

生更指出這些具有辯論元素的短片，能讓他們掌握駁論方法，如「老師要我們代入張小四的律師

代表，反駁周星馳的歪理……我們嘗試以舉例論證手法，舉出一些案例，指出有人一拳便被打死，

來證明周星馳的說話是不妥的……讓我們學懂如何透過舉例論證反駁他人」（學生C）。

證據+分析→有根有據



第二階段的不足之處

 學生認為如能提供範文篇章框架作參考，他們便能更容易彷寫並深化對論說文框架的掌握，如

「我想老師提供範文篇章的分析框架，讓我們可以模彷寫作，我想這會令我們寫作時變得更容

易……這都能幫助我們掌握論說文的格式」（學生F）。

 部分學生指出應提供更多練筆練習，讓他們可鞏固所學，如「老師可給我們更多小練習，讓我們

加強訓練」（學生C）。

 同學都很喜愛以電影選段作為學習材料，盼望未來能繼續以這種模式學習，如「短片有趣易明，

希望老師會繼續用短片來教學」（學生B）。

證據+分析→有根有據



第三階段的修正(如有)

 發掘更多以電影選段／短片作論說文教材，以持續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在教導學生完成長篇寫作前，加入練筆活動，讓學生練習如何運用不同論證手法。

 加入文章圖式教學，讓學生掌握論說文的典型層次結構，加強學生從閱讀習得遷移至寫作的能力。

根據不足提出下階段的修訂



結果分析：寫作興趣 分析研究結果



結果分析：寫作信心 分析研究結果



結果分析：紙筆測試 分析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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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分析

 從圖4顯示完成第二循環階段後的寫作，我們可看到學生B能按照題目寫作（參看附件一）。其能

指出題目的背景，也能表達立場。學生B能提出以下論點：「修讀理財課能避免家庭財務危機」、

「修讀理財課能讓自己的生活有保障」。另外，學生B能運用舉例論證說明沒有修讀理財課壞處，

也能引用論證（調查報告資料）支持修讀理財課的重要性。可見學生B書寫論說文的能力有所提升。

分析學生作品做到什麼或做不到什麼



總結

 整個課程（運用符合學生生活經驗的電影選段為教材、以生活化的話題為寫作題目）能提升學生

學習及寫作論說文的興趣。這是因為學生都能發現學習內容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所以更願意學習

相關內容。

 導學案設計（引導問題、分層寫作任務）能協助能力稍遜學生完成寫作，建立成功學習的經驗。

事實上，只要教師能為能力較弱的學生提供進一步的引導，他們也能成功按照指示，循序漸進地

完成學習任務。當然，教師需慎思相關指示和引導是否適切和清晰。

 教學設計（繪畫腦圖活動、提供參考資料）能疏理學生的寫作意念，讓他們能篩選有用的材料寫

作，減少他們不知從何入手的困難。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須回應研究問題



建議

 採用「圖式教學」來強化學生遷移閱讀習得至寫作能力上，即提供論說文範例的結構圖表，讓學

生可以模仿範文的典型結構進行寫作。此舉不但能讓學生深化所學，而且更能加強閱讀教學與寫

作教學之間的連結，提升語文教學的整體成效。

 在寫作長篇論說文前，教師可為學生提供不同的短文練習，複習不同論證手法的運用方法。此舉

不但能加強學生的寫作信心，也能讓他們更容易建構成功學習的經驗。

 教師可善用不同切合學生流行文化或生活經驗的短片為教材，以建構論說文寫作的學習脈絡，加

強學生對寫作論說文的興趣及動機。事實上，若學生發現教學內容及材料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他們自然會對之產生學習興趣及動機，進而願意作更深入的學習。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須具體可行



研究限制

 本次研究乃初探性研究，除了研究對象數量較少外，實施時間亦只有

兩個階段，故結果未必能輕易推論至全香港學生身上。

提示讀者本研究的局限



呈交計劃書的注意事項

 配合學校發展及科組需要→因利成便

 選定教學策略及研究方法

 掌握文獻脈絡→方便構思及參考前人做法

 流程清晰→可行度高

 校長支持，同事配合，學生需要，個人熱誠→成功



感謝聆聽，歡迎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