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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聽說是語文學習的重要範疇，學生

掌握了這些語文能力，就是具備了與人交際

的能力。跨進二十一世紀，藉着先進而便捷

的現代傳媒手段，知識文化等信息的傳播形

式豐富多樣而速度極快。時代的發展對人們

的語言交際能力，尤其是口語交際的能力有

更高的要求。不過，長久以來，我國的語文

教育普遍忽視聽說教學1，香港語文教育的情

況也是如此。可幸近幾年老師的觀念開始改

變，而且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最新編訂的《中

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指引

（小一至小六）》中，強調要幫助學生均衡

發展讀寫聽說的能力2，再加上 2004 年開始

實施的「全港性系統評估」中，評估項目全

面包括讀寫聽說四個範疇，聽說教學變得日

益重要，而怎樣幫助小學生練好聽說，成了

小學語文老師都要面對的課題。

在第一、二學習階段中，聽說範疇的學習

包括了能力、策略和態度三方面3，老師在日

常的聽說教學中，針對這幾方面其實也做了不

少功夫，例如增加了學生聆聽和說話的練習，

教導學生聆聽時要安靜而專注，記住說話內容

的要點；說話時要注意發音、語速和語調，還

要注意說話的條理等等。不過，要更有效地幫

助小學生發展聽說的能力，就要更注意聽說訓

練策略的運用，老師可以參考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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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次電話對話，對話內容包括很多資

料，例如來電者是誰、要找的是誰、找不到後

如何、接電話者是誰、雙方的應對如何等等。

學生聆聽時，到底要聽甚麼？原來這個聆聽練

習的目的是要配合品德情意教學範疇，培養學

生做個有禮貌的孩子，於是在聽前指引中，強

調請學生留心聽辨禮貌用語，學生知道了這是

聆聽的主要目的，就會特別專注於有關的詞語

和句子，聆聽訓練的目的就能有效地達成，這

是一個高效的定向聆聽訓練的例子。

定 向 的 聆 聽 訓 練 還 可 以 細 分 為 D L A

（Directed Listening Activity）和DL-TA

（Directed Listening - Thinking Activity）6  兩

個層次。前者引導學生在聆聽中找出主要的詞

語和句子、掌握內容的順序、把資料分類等；

後者則引導學生運用預測、批判等能力。這兩

個層次的定向聆聽訓練可以配合學生的年級和

程度進行。

（二）結合單元學習的聽說訓練
曾經有一段時期，聽說教學是隨機地、分

散地、孤立地進行的，這樣的訓練，成果比較

局限。隨着聽說教學愈趨重要，聽說教學的模

式應該相應變化，老師要把讀寫聽說緊密地結

合起來，才可以提升聽說教學的效果，更有效

地幫助學生練好聽說。

聆聽和說話是信息的輸入和輸出，二者

關係密切。在「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說話評估

中，小三有小組交談，小六有小組討論，在這

些小組談話活動中，善聽和善說是離不開的，

如果學生沒有聽清楚組員的發言重點，就不可

能作適當的回應，交談與討論於是不能順利展

開。在小組談話活動中，聽辨其他組員的說話

立場和重點，也是定向的聆聽訓練，從聆聽所

得的資料有助思考自己的立場，組織回應的說

話，充實說話的內容。

（一）定向的聆聽訓練
做事有明確的目標就容易事半功倍，聆聽

訓練也是一樣。坊間有不少聆聽練習都只是機

械式地告訴學生細心聆聽，然後完成練習；老

師在課堂上着學生做聆聽練習時，有時也不免

如此。不過，良好的聆聽指引在聆聽教學中其

實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的聆聽材料和聆聽目的

有不同的特質，學生作為聆聽者，須運用不同

的能力和策略，但是由於所聆聽的話語材料瞬

間即逝，學生還來不及判斷該用哪種能力和策

略，聆聽材料已經播放完畢了。為了不錯過任

何信息，學生要盡力記住聽到的每一個字音，

這樣的聆聽固然吃力，而且往往會因為一些枝

節的材料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信息，更遑論可以

在聆聽中運用思考了。學生如果可以在聆聽前

掌握聆聽的目的，就可以選擇運用不同的聆聽

能力和策略4，聆聽的時候，注意力就可以集

中在某些期待的信息上5，這樣的聆聽練習能

更有效地提高學生的聆聽能力。

試看看以下一段小一聆聽訓練的材料：

宏宏聽電話
旁　白 ： 一 天 早 上 ， 宏 宏 正 在 家 中 看 書 ， 電 話 響 起

來……（配聲：鈴鈴鈴，鈴鈴鈴……）
宏　宏：喂，早安，請問你找誰呀？
李阿姨：早安，你是不是宏宏呀？
宏　宏：是呀，請問你是誰？
李阿姨：我是李阿姨，你媽媽在家嗎？
宏　宏 ：不好意思，媽媽剛去了買菜，不在家。你找她

有事嗎？
李阿姨 ：王阿姨病了，我想約你媽媽在今天下午三點到

王阿姨家去探望她。請你告訴媽媽，好不好？
宏　宏：好的，待會兒媽媽回來，我就告訴她。
李阿姨：謝謝你，再見。
宏　宏：別客氣。謝謝你的電話，再見。

啟思教學通訊．二零零七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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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聆聽和說話，閱讀和寫作也是信息的

輸入和輸出，讀寫聽說四者同類相通，有其共

同的規律，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7。單元

學習是近年語文教學的發展趨勢，單元設計一

般都是以中國語文學習領域的學習內容建構單

元中心，以讀寫聽說為主導的活動，帶動其他

範疇的學習。老師在實施單元教學中，如果能

更注意讀寫聽說學習活動之間的配合和學習策

略之間的關係，就可以讓學生的讀寫聽說能力

得以全面提升。

試看看一個小三單元教學設計的例子：

單元名為「運動場上」，單元的中心是順敍法

的學習，單元的閱讀、寫作、聆聽和說話材料

都環繞着順敍法這個單元中心來設計。其中聆

聽訓練的材料是一段以順敍法寫的「騎電馬」

的經歷，學生要能聽出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

果。聆聽之後的說話活動是要以「一次遊玩的

經歷」為題，說一段以順敍法鋪排的話語。在

這樣設計的單元中，學生從閱讀中學了順敍的

手法，掌握了記敍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果，

然後把這個閱讀的策略轉化為聆聽和說話的策

略，達致互相促進和鞏固的效果。這樣進行聽

說訓練，當然比孤立地訓練有意義得多。

（三）注意生活趣味和時代感的聽說訓練
語文的功用是傳意和溝通，所以語文的

學習必須配合社會的發展和結合學生的生活經

驗，才有實際的意義。要有效地提高聽說訓練

的效果，就要讓學生覺得訓練活動和生活的

關係是密切的，是有趣的，是容易投入的。所

以，一切的訓練要盡可能貼近學生的生活8，

老師可以創設生活的情境，讓學生感到聆聽的

材料是有趣的，而在說話訓練中也有話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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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節錄可見，這幾個小朋友談話

的內容是小學生所熟悉的，他們也很可能正

身受其害，滿肚子苦水，這聆聽材料對他們

來說是親切的，學生聆聽時自然感到有興味

而加倍專注，因而更易於聽取說話的小朋友

的觀點了。在說話訓練方面，這單元設計在

聆聽訓練之後，以「我們的心聲」為主題，

請學生在小組裏分別扮演家長、小學老師、

補習老師和畫班導師的角色，舉辦「小學生

的學習生活」討論會，以他們所扮演的角色

的觀點，表達對小學生學習生活的看法，從

中學習多角度思考，組織不同的觀點。在這

個單元的聽說訓練中，包含了生活趣味和

時代感的元素，比較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從而達致有效的訓練目的。

（四）培養思維能力的聽說訓練
思 維 能 力 的 培 養 是 中 國 語 文 學 習 領 域

之一10，思維能力的培養並不能孤立地進行，

因為思維的結果產生思想，而思想只有通過語

文才能產生11，沒有語文，思維活動產生的思想

便難以呈顯，而沒有思想，語文的表達則會空洞

無物。思維的培養既要配合語文的學習，而語文

運用的能力又以思維能力為內涵，所以，在讀寫

聽說的訓練中，必須結合培養思維的元素。

從思想的表達來說，說要求敏捷，寫則

要求精確。粗略而言，說的速度一般是每分鐘
120至150字，寫則是20至30字12，說的速度比

寫快好幾倍，加上除了獨白式的演講外，說話

時多是雙向或多向的交流，在信息的接收和表

達上必須反應敏捷，才跟得上交流的節奏，所

以，要有效地幫助學生提升聽說能力，必須在

聽說訓練活動中結合思維訓練的元素。

黃昏的對話
小六學生： 哎，又六點半了，累死人了！肚子還餓得像

打鼓呢！
小五學生： 咦，怎麼會這個時候見到你？你讀上午校，

不是一早放學回家了嗎？
小六學生： 唉，誰不想放學就回家「歎世界」？可是升

上小六後，日子真難過！媽媽是緊張大師，
說我明年升中了，這學期的成績很重要，每
天下課後我都要到補習社去，不到天黑也回
不了家。還有，吃過晚飯後，媽媽還要我做
補充練習，有時十一、二點也不可以睡覺呢！

……
小四學生： 如果你的媽媽是緊張大師，那麼我的爸爸就

是超級緊張大師了。
……
小四學生： 我讀的是全日制學校，早該放學了，但爸爸

說成績好才可以升好的中學，要成績好就要
早作準備，今年開始我就要補習了，星期一
至五放學後到補習社補全科，星期六上午要
去補英文，下午要去補數學，甚麼「公文
數」，甚麼「珠心算」……，看來這情況一
直要維持到升中呢！你們說我的爸爸是不是
超級緊張大師呢？

……

以下是一個小六的單元教學設計例子：單

元名為「小學生的日子怎樣過——理解文章的

觀點」，單元的中心是指導學生就小學生的功

課壓力沉重以致生活緊張這個主題，掌握和表

達不同的觀點。學生功課多、壓力大，還要大

量補習是香港普遍的社會現象，近日更有不少

關於學生補習問題的報道和討論9。試看看這

個單元的聆聽材料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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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是學生常常接觸和應用的，在以上

的節錄中，可以看到一個小朋友因處理手機

不當而惹了禍，這是一個富有生活趣味的成長

故事，學生在聆聽練習中，固然要把從閱讀中

學習到的策略——掌握情節的發展——轉化於

聆聽理解中，而聆聽材料以「我的手機啊，都

是你惹的禍！」作結，突顯了小朋友遷怒於她

的手機而沒有自我反思的表現，這正好是培養

批判思考的素材，老師可以指引學生聆聽時留

意主角的行為有沒有問題，該如何評價，然後

作跟進的討論。而單元設計的說話訓練正是以

「真是手機惹的禍嗎？」為題的小組討論活

動，學生可以把聆聽時想到的，透過小組討論

表達出來，與同學作多向的交流。這個單元的

聽說訓練，相信能激起學生思辯的火花，達致

聽說與思維同步訓練的目的。

總 結 而 言 ， 要 有 效 地 幫 助 學 生 練 好 聽

說，就要注意運用有效的訓練策略。為訓練

目的定下明確的方向，讓學生清楚知道學習

的目的，把聽說訓練與單元教學有機地結合

成為一個整體，取材接近學生的生活和興

趣，與思維訓練同步進行，這樣的聽說訓練

必定能夠有效地促進學生語文能力、思考能

力與交際能力的發展。

都是手機惹的禍
想起躺在媽媽抽屜裏的手機，我就無法入睡了。唉， 

真倒霉！還捱了爸爸媽媽一頓教訓呢！
手機是爸爸媽媽上星期送給我的生日禮物。這部手

機的外殼透明，十分可愛，每當有來電的時候，微綠的
光一閃一閃的，整個手機就像一片綠得發亮的美玉。我
下載了偶像莎莎的照片作熒幕圖畫，她最流行的金曲當
然成了我至愛的鈴聲。我還掛了可愛的玉桂狗電話繩作
裝飾。我十分肯定，我的手機比班上所有同學的手機都
要漂亮！

今天我忍不住偷偷地把手機帶回校。我知道這是犯
規的，但是很多同學偷偷帶手機回學校都沒有被老師發
現，而且，我多麼想聽到同學對我的手機的讚歎啊！

……
真掃興！小息永遠太短，總是在不該結束的時候結

束。我們不情願地散開，我把手機放回校裙袋，趕緊集
隊去。訓導老師拿着麥克風，又在嘮嘮叨叨地教訓我們
集隊太慢、太吵。唉，他的聲音怎麼還不消失……莎莎
的流行金曲突然響起……操場上其他的聲音都停了。糟
糕！我竟然忘記關掉手機！一個宣傳電訊服務的電話揭
露了我的祕密！操場上的眼睛仿佛都無情地怒視着我，
訓導主任的手一指，風紀把我帶到他的面前。訓導主任
嘩啦嘩啦地當眾教訓了我一頓，我窘得無地自容，糊裏
糊塗中，我只聽到今天要待家長前來，我才可以放學。

放學了，同學都走了。我在苦惱中終於等到媽媽前
來……

就是這樣，我要和我的手機告別了。唉，我的手機
啊，都是你惹的禍！

以下是一個小六的單元教學設計例子：單

元名為「生活的浪花——故事情節的發展」，

單元的中心是指導學生就成長中的事件，掌握

故事情節的發展。試看看這個單元的聆聽材料

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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