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經驗分享：
（教育研究獎勵計劃2023/24）
創意教學策略應用在中文閱讀課程的行動研究

吳善揮、陳玉群、黎建文、袁文強

2025年6月14日



定立題目

創意教學策略應用在中文閱讀課程的行動研究

2

干預策略

應用場域

研究方法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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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研究的緣起由大到小(國際/地區本地學校)



背景
• 閱讀素養對學生個人發展至關重要，這是因為他們可通過閱讀的過

程獲取知識和資訊 (Abenojar, 2024)。

• 閱讀素養也是發展個體聽、說、寫等語言能力的重要基礎 (Liao,
2011)。

• 現今社會娛樂種類繁多、家長不重視培養子女閱讀興趣、學校未有
系 統 地 教 導 學 生 閱 讀 技 巧 ， 致 使 學 生 閱 讀 素 養 薄 弱
(Pakistyaningsih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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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背景
• 閱讀能力與閱讀興趣之間具有一定的關係，若個體的閱讀興趣越高，

其閱讀能力亦越高(Kirby et al., 2011)。

• 若個體的閱讀興趣越高，他們主動閱讀的次數便會越多，閱讀素養
也從中建立出來(Saptarina et al., 2024)。

• 教師只要找對方法，便能激發學生對閱讀學習的興趣及積極性，並
使他們能從快樂中學習(Fatmawati & Marli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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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背景
• 運用獨創且富有想像力的方法施教，不但能營造課堂裡良好的學習氛

圍，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更有助學生改善學習表現並培養創造
性思維(Sohrabi et al., 2023)。

• 創意教學跳出固有的思維框架，以真實行動打破傳統界限，讓學生能
在創意教學之中有效地獲取所需知識(Žydžiūnaitė & Arce, 2021)。

• 近年來，全球各地都強調培育具創造性思維的人才，以提升在地人才
的全球競爭力，故此全球教育機構都大力推動教學於課堂裡實施創意
教學(Adom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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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背景
• 在教育現場，研究者同樣面對學生閱讀素養不足的困難。

• 大部分學生都不喜歡閱讀教學，特別是文言文賞析，這造成研究者的
教學挑戰。(教學困難)

• 為此，研究者嘗試運用創意教學策略，以改善學生的文言文閱讀表現
及學習興趣，盼望中文科教師作為實施文言文閱讀教學的參考。(研
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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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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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疏理研究脈絡、回顧前人研究、建構研究架構



文獻回顧：香港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
• 學生未能歸納文章主旨、未能疏理文章前文後理、未能擷取重要信息、未能辨

別寫作手法等，可見學生閱讀素養欠佳（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23）。

• 學生文言文閱讀能力普遍薄弱，在字詞認讀及篇章理解兩方面都出現很大的困
難（劉潔玲、谷屹欣，2019）。

•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發現，由於閱讀興趣及動機低下，所以香港學生不
願參與中文閱讀課堂活動，同時他們亦未能從學習中培養出閱讀信心（王聰，
2019）。

• 謝雋曄（2020）指出，若要有效培養香港學生的閱讀素養，關鍵在於加強他們
的閱讀動機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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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困難



文獻回顧：創意教學策略之意涵

• 創意教學是指教師運用獨特、創新、與眾不同的教學方式，讓課堂
活動變得生動有趣、樣式多元化（蕭佳純，2020）。

• 從學生的角度看，創意教學就是出乎意料且與平常不同的教學活動
（邱珍琬，2014）。

• 創意教學能令學生有效掌握所需學習的知識並留下深刻且難忘的經
歷，這不但有利學生心智發展，而且更能建構他們的創造力及創新
能力(Ahmed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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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



文獻回顧：創意教學與閱讀素養之關係
• 創意教學的特徵是教師運用嘗試新穎且活潑的教學模式，並輔以與別不同的教

材教法，以建構愉快學習的課堂氣氛，使學生樂於學習（洪久賢等，2007）。

• 以教育性遊戲為本的創意教學，不但能讓學習者有學習興趣，而且更能引發他
們自發性學習的行為（羅凡晸，2013）。

• 創意教學能引導學生觀察日常生活的片段並發揮創意，進而提升閱讀及寫作的
能力（何晨卉，2015）。

• 運用創意繪圖的創新教學方法，能有效加強特教學生認讀詞彙的能力，以及閱
讀流暢性（楊雅翔、潘裕豐，2021）。

簡報標題 11
教學策略如何解決教學困難？



研究方法及計劃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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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決定研究的成敗



研究問題

• 1. 創意教學策略應用在中文閱讀課程對初中學生的
閱讀素養有何影響？

• 2. 創意教學策略應用在中文閱讀課程如何影響初中
學生的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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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有利讀者理解本次研究的核心焦點



研究對象
• 研究者以32名中三級學生為實驗組研究對象。

• 他們的閱讀能力薄弱、欠缺應有的閱讀興趣。

• 他們普遍存有不同的閱讀困難，如未能歸納主旨、誤解作者意圖、不能判別寫
作手法等。而最令人擔憂的是，他們的文言文理解能力薄弱，在考試時甚至放
棄作答文言篇章理解的題目。

• 研究者同時以29名學生為控制組研究對象，以探究不同教學法對學生閱讀素養
的影響（創意教學、傳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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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研究對象背景有利讀者理解本次研究設計的適切性



研究方法
•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是指個體把行動及研究相互結合，一方面以實際行

動補充理論的不足之處，另一方面盼望藉此解決現實問題（李易駿、劉承憲，
2013）。

• 研究者運用行動研究法，兼採問卷調查、課業分析、紙筆測試、教師觀察、學生
訪談，以理解創意教學策略如何影響學生的閱讀素養（文言文）發展。

• 行動研究需實施至少兩個循環階段，並包含五個步驟：確認問題、設計方案、實
施方案、收集數據、評估成效、反思成果，持續優化行動直至成功 (Lufungulo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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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研究方法有利讀者理解本次研究設計的適切性



研究方法

•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實施兩次循環階段，即在第一階段教學
計劃結束後，再按實施成效修訂第二階段教學的行動方案，
以更有效地建構學生的閱讀素養。

• 實驗組及控制組都同時接受文言文教學（兩篇文言篇章），
惟實驗組主要採取創意教學活動，而控制組則以教師直接講
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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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決定研究流程及課程設計



研究實施流程圖

簡報標題 17

圖表讓讀者更清楚掌握所實施的研究之概念



研究工具
• 問卷調查：學生閱讀興趣及信心的變化。

• 課業分析：學生閱讀表現的變化。

• 紙筆評估：學生閱讀表現的變化。

• 教師觀察：學生閱讀能力的發展歷程。

• 學生訪談：學生對本次教學課程的評價，以及學習歷程。

簡報標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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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檢證法：提升信效度



教學流程及策略
• 是次教學包含兩個單元，分別圍繞《論四端》及《大同與小康》兩篇文言篇章

而設計，其中的教學流程如下：

1. 引入活動；
2. 文本賞析；
3. 創意教學活動；
4. 教學反思。

• 實驗組教學採用創意教學策略，而第二個單元所實施之創意教學活動則會按照
首個單元的教學實況而作調整，以持續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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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不同研究階段之內容讓讀者更易理解



創意教學策略應用圖

簡報標題 20
圖表讓讀者更清楚掌握所實施的研究之概念



教學流程分析與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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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分析說明本次研究不斷改進的過程



第一階段
（單元一）



教學實施後的發現
• 大部分學生都非常投入桌遊的過程，他們都很認真地思考如何才能保命，而遊戲

結束後，教師也能引導他們思考「人人都只顧保住自己的利益，世界會變成怎麼
樣？」學生也能明白桌上遊戲的用意：「桌遊過程讓我們明白到人人都自私自利，
為求自保而出盡陰險招數，實非君子所為，而且自己最終也被自己的惡意所吞
噬。」（學生E）可見，桌上遊戲能讓學生理解保有善性的重要性。

• 學生認為教師不再一字一句、鉅細無遺地教授，而是重點教授他們相關文言文所
帶出的品德情意主題，能使他們更有興趣和動機理解並掌握篇章的要旨。

• 教師結合電影片段施教，有助學生將所學連結現實生活，深化他們對文言篇章所
載道理之思考，如「影片內容較生活化，像是一個生活例子，使我更明白所學內
容。」（學生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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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說明第一階段的優良之處



教學實施後的發現
• 部分學生認為學習活動較多，而且亦需書寫不同的學習單，使他們感到

吃力。

• 根據教師觀察，很多學生都很積極參與桌上遊戲，並向研究者表示桌上
遊戲時間不足，希望可再作延長，以使他們能有更深刻的感受。

• 雖然教師於課堂裡運用例子說明文言篇章的道理，可是例子並非源自於
香港，學生未必能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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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說明第一階段的不足之處



教學實施後的修正
• 研究者把「書寫反思」改為「海報設計」，以減少學生的書寫壓力。

• 研究者修訂桌上遊戲的玩法，讓學生可在第二階段繼續玩桌上遊戲，以
使他們更能對課堂產生深刻感受。

• 為加強學生對文言篇章所帶出的道理之理解，研究者改以香港為例子並
設計相關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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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何因應實施情況而作修正



第二階段
（單元二）



教學實施後的發現
• 研究者反轉桌上遊戲玩法，要求每組學生都要保存彼此的性命，而非只顧自己，

以獲取最高的分數，盼望讓他們明白要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我們便需互相愛護
大家。根據觀察，大部分學生都能認真參與，而且明白雙贏是最好局面，進而理
解彼此愛護的意義。

• 研究者運用香港政府施政報告為例子，要求學生深究哪些政策能有助香港成為大
同世界，研究者發現此舉能促進學生思考並應用文言篇章的道理。

• 在以「海報設計」取代「書寫反思」後，學生都表示贊同，並認為這有助他們掌
握文言篇章的思想：「以『海報設計』代替『書寫反思』能減少我們的書寫壓力，
同時也能讓我們應用所學，分析香港政府如何透過不同政策來達到『人不獨親其
親』的理想社會。」（學生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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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說明第二階段的優良之處



教學實施後的發現
• 部分學生認為學習活動較多，而且亦需書寫不同的學習單，使他們感到

吃力。

• 根據教師觀察，很多學生都很積極參與桌上遊戲，並向研究者表示桌上
遊戲時間不足，希望可再作延長，以使他們能有更深刻的感受。

• 雖然教師於課堂裡運用例子說明文言篇章的道理，可是例子並非源自於
香港，學生未必能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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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說明第二階段的不足之處



教學實施後的發現
• 建議採取多元評量，讓學生自由地透過多種形式來呈現對篇章的反思，

如戲劇、繪畫、拍攝短片、撰寫短文等，以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

• 為發揮學生創意，教師可讓學生嘗試設計桌上遊戲，相信此舉更能加深
他們對文言篇章所載道理的理解。

• 在教授文言篇章時，教師宜持守「經世致用」的原則，引導學生明白篇
章所載道理直至現在也能適用，以讓他們明白文言篇章之意義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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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說明第二階段的教學實施後的修正建議



研究結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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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分析說明本次研究所取得之成果



學生的閱讀表現



紙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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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說明學生的學習表現變化



課業分析
• 在完成《論四端》教學後，學生需結

合《論四端》及桌上遊戲內容（遊戲
玩法請參看附件二），設計一張海報，
吸引他人參與其中。

• 學生A指出在極端困難中，人類往往
會展現出其內在的真實人性，然而其
未有具體指出處於道德兩難時，人們
應如何抉擇，以及《論四端》對此有
何啟示。

簡報標題 33

分項說明學生的學習表現變化

分析學生作品做到什麼或做不到什麼



課業分析
• 在完成《大同與小康》教學後，學生

需設計一張海報，宣傳一項香港政府
現正實行的政策（有助達成《大同與
小康》所描述的理想社會）。

• 學生B所設計的海報，能以香港兩項
公共政策（孩子出生補助、新生孩子
家庭優先上公共房屋計劃）為例，說
明其如何達至「（人）不獨子其子」
的理想（整個香港社會的納稅人都付
出己力照顧新生兒童，讓政府運用公
帑扶持幼童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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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說明學生的學習表現變化



學生的學習興趣



問卷調查：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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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說明學生的學習表現變化



問卷調查：閱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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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說明學生的學習表現變化



質性資料

• 「在桌遊開始時，學生都非常投入和興奮，歡呼聲此起彼落，每人都
希望能爭勝，成為唯一生存的人，我相信他們都能從中明白人性在危
難之中是會受到很大的考驗……這有助學生理解《論四端》作者所提出
的觀點：人人皆有仁、義、禮、智四種善性，我們要將之發揮才能成
為真正的人。」（教師A觀察）

• 「我覺得桌遊能讓我更明白文言文的內容，因為老師教課文前會讓我
們先開展桌遊活動，讓我們在過程中明白人性或大同世界的核心思想，
之後學習文言文時便會更易理解。」（學生C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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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說明學生的學習表現變化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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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本次研究成果讓讀者更容易掌握全文內容



總結

• 本課程的創意教學活動能培養學生對文言篇章的閱讀興趣及自信心。

• 是次教學能提升學生的文言文閱讀能力，加深他們對文言篇章所載道
理的理解。

• 教學設計（海報設計、桌上遊戲、短片觀賞）能減少學生的學習壓力，
讓他們寓學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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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須回應研究問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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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議供後續研究者作參考避免重複不足之處



建議

• 後續研究者可嘗試讓學生設計桌上遊戲，或許能讓他們更全面深入
地掌握篇章寄寓的道理。

• 桌上遊戲種類眾多，教師可嘗試將之融入於不同文言篇章之教學之
中。

• 教師可實施多元評量，讓學生自由地展示自己的學習成果，這或許
更能提升學生對文言文的學習興趣。

簡報標題 42

分項說明學生的學習表現變化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須具體可行



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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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讀者理解本研究可否應用於其他場景



研究限制

•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數量較少；

• 只實施了兩個階段；

• 研究結果未必能應用於其他香港學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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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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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讀者深入理解研究者是如何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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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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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