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明小學的五位中文科教師葉煒婷、梁育美、

鄧映雪、何詠芝和林曉禕提倡「 閱讀育人 」的教

學理念，認為閱讀就是學習能力的基礎。早在十

年前，她們留意到電子產品日漸盛行，學生容易

被吸引而減少閱讀的時間，而家庭又未必能啟發

學生在閱讀過程中思考，得著更多的反思。「 學

生透過閱讀故事，從中建立自己的想法，學習溝

通和培養同理心。 」因此，她們積極及大膽地把

大量的童書帶入課程之中。課程中挑選的童書以

繪本為主，不但有文字，還有意涵豐富的圖畫，

引起學生的興趣，更有動力推測故事內容，加強

思維訓練，強化語文能力。

閱讀引發趣味 激活思維

「 在閱讀童書的過程中，我們和學生是平起平坐

的。 」葉煒婷老師認為，這個課程一反以往的教

學模式，沒有教師的「 高度 」，而是和學生共同

探討故事的內容和深意，令課堂更有「 火花 」。

課程的重點不只是看書，還設有多元化的閱讀活

動，既會教導學生閱讀策略，也開放討論空間，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與老師、同儕分享閱讀所得。

十載耕耘，課程採用的童書已逾100本，涉獵的

主題也愈來愈廣闊，教師會因應不同年級學生的

需要選材。例如低年級設有「 童書閱讀與寫作 」

系列課程，以童書作家為師，學習寫作技巧；為

高年級學生度身訂造「 帶著童書去遊學 」境外遊

學課程，在遊學前及旅程中，都會圍繞主題進行

深度閱讀；甚至會規劃跨課程閱讀，與英文科、

視藝科、體育科等協作，讓學生把不同的知識融

會貫通。

閱讀帶動品德情意 培育身心靈

推動課程之後，教師觀察到學生不但對閱讀課

深深著迷，更增加了閱讀興趣和提升了自學能

力。何詠芝老師尤有感受：「 曾在課堂一起閱讀

《100個冰淇淋》，受時間所限未能揭示結局。學

生在下課後仍不斷猜測故事後續，希望我繼續說

下去，可見他們十分期待閱讀課。 」她表示，有

些學生一知道了書名，就急不及待到圖書館借

閱，可見閱讀課程激發了主動學習的精神。

教師的目標當然不止於此，她們著意把童書的

故事連繫生活，讓學生得到更多反思。「 過往我

們教英雄人物的形象都很典型，例如沙士的醫護

人員。有次我們講述一個故事，那位真正幫助別

人的主角長得很醜，壞人卻長得英俊帥氣。學生

原本都支持長得漂亮的人，誰知結果和他們想像

的不一樣，令他們十分震撼，有些學生更感動落

淚。 」林曉禕老師說，她們讓學生追看情節之

外，也獲得品德情意的教育。

在教授故事《爺爺的肉丸子湯》時，教師希望

透過童書令學生關心身邊的長者。學校更特意安

排老人家到訪校園，讓學生為他們設計活動，體

現「 敬老護老」的精神。

另外，教師又為學生舉行讀書會，讓他們先運

用閱讀策略理解故事，寫下自己的想法。葉老師

說：「 看到他們能活用腦圖、提問技巧等。之後

又會聆聽其他人的想法，再修定自己的想法；提

出問題，和同學一起探討書本主題，過程循序漸

進，最終提升自學能力。」

獎項化動力 校本課程具特色

「 校本童書課程 」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秀明小學校長陳俊敏指雖然因疫情關係而延遲了

公布獲獎消息，但「 遲來的喜悅 」仍然為學校和

五位中文科教師帶來肯定，感恩十年耕耘終見成

果。「 推動童書教學，老師的一份童心也很重

要。她們不把教學視作工作任務，而更重要是能

走進小朋友的世界，和他們一起閱讀和探索。辨

識到學生所需，進而推動優質課程，就是老師的

專業。 」陳校長指，教師獲獎更是推動學校發展

的動力，也印證著秀明小學教師團隊設計校本課

程的特色：因著學生需要，透過實踐學習，深化

情意教育。

葉煒婷老師喜見十年努力開花結果，回想以童

書為主線的教學方式，面對「 沒有教科書真的可

以嗎？ 」的疑惑，同行者並不多。實踐後她們看

到學生能力上真的有進步，課程的設計是很穩

固，而獲獎是評審們給予的一份肯定，很值得分

享給同工。

梁育美老師也十分高興獎項給課程的認同，

「 書本放圖書館，與教師拿出來和學生分享是不

一樣，過程中啟發了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效

益是倍數增長」。

鄧映雪老師和林曉禕老師則感恩共建課程的經

歷令中文科教師團隊更團結，童書令教師跨越了

年資的差異，亦和學生站在同一視線，分享自己

的感受。何詠芝老師形容獲獎是強心針，希望更

多人認同圖書的「魔力」。

繼續求進 再創校本課程新高度

五位教師未為獲獎而停步，她們已計劃擴展童

書教學的範疇，希望延伸至文學學習領域，第一

步就是詩歌。早前中文科規劃「 想．賞詩 」課

程，不只學生，教師也一起感受童詩、創作童

詩，發掘詩詞之趣。

另外，學校也撥出空間建立「 童樹坊 」，盼閱

讀走出課堂之外，建設共享閱讀空間。此空間不

只會舉辦中文科學習活動，也計劃邀請家長來和

學生說故事，分享閱讀樂趣。教師亦希望把童書

資源與同工分享，惠及業界，一同推動童書教

學、啟迪學生多元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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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語文，閱讀就是基礎。秀明小學早

在十年前已極具前瞻，積極推行「校本童

書課程」，為傳統的語文科教學模式添加

新意，把閱讀融入學生的生活之中。學生

不但興趣大增，吸收語文知識之外，更帶

動思考和創作。五位中文科教師憑藉校本

童書課程，榮獲2019 / 20年度行政長官卓

越教學獎（中文語文學習領域），全港只

有一間小學獲得此項殊榮，見證十年耕耘

結出纍纍果實。

秀明小學校本課程極具特色，著重引發學生

興趣，並透過親身體驗，塑造正向品格。學校

全方位式主題學習，因應各年級學生的特質及

需要設計活動，提升學習興趣，從體驗之中深

化思維及情意教育。

柯雅麗副校長表示，學校舉辦全校性的活動

「 以物易物 」和「 清潔校園 」，前者透過活動

讓學生懂得珍惜資源，寫下對物品新主人的期

望，傳承物品的意義；後者則賦予學生一份對

校園的責任感，學會關懷身邊人和事。

理財教育切合需要

學校亦會按不同年級學生的特質及需要，設

計具特色和教育意義的體驗活動。例如二年級

學生以「 理財 」為主題，思考如何使用自己的

利是錢。活動並不流於口號式學習，只教導學

生儲蓄，而是結合繪本故事導入學習；另外又

藉高年級的理財大使，經培訓後帶領二年級學

生進行「理財桌遊」，培養學生金錢的概念。

愛環保體驗農耕之樂

四年級學生思想日漸成熟，喜愛挑戰，更要

培養他們的承擔精神，於是學校制定「 校園小

園丁 」計劃。在秀明小園圃中，他們不但要小

心照顧自己的農作物，也要學習如何除蟲和驅

趕雀鳥。學校設有「 魚菜共生 」系統，學生利

用營養水灌溉。學生更走出校園，參觀農莊，

體驗農夫耕種的苦樂，又嘗親手製作茶果。園

圃收成時，他們更烹調親手栽種的小白菜，與

家人、老師一同分享。學校也因環保設施和活

動並重，曾奪得「 香港綠色校園獎 」及「 香港

中小學環保成就獎」等殊榮。

籌劃社區服務 關懷長者

六年級學生的見識漸廣，同時已發展出自主

性、自發性，有能力策劃活動。學校策劃「 我

們的老友記 」活動，學生一對一招待長者，為

他們設計不同類型的攤位和精采表演，事前了

解長者喜歡的表演類型，配合長輩的喜好，又

安排了手工和STEM活動一同交流。學生不只

體驗如何策劃活動，與長者打成一片，更學習

和長者溝通，互相尊重，並把照顧長者的技巧

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秀明小學重視品德情意發展，認為懂得「 感

恩 」才是快樂的泉源，期望學生在活動中學會

感激及珍惜，與他人建立正向關係，並傳承中

華文化的傳統美德。這兩年的疫情反覆，部分

活動亦與時並進，以網上視像的形式舉行，惟

不忘本意，以學生為本。例如為六年級學生提

供升中的情緒支援活動，讓學生繼續正向人生。

全方位式主題學習全方位式主題學習 興趣‧體驗‧情意興趣‧體驗‧情意

▲學生協助清潔圖書館

▲學生自主設計活動，教導長者做簡單伸展運動。

▲在小園丁計劃，學生親身體驗種菜及收成過程。

▲全班一起閱讀童書，激發閱讀趣味。

▲學生進行小組共讀，活用閱讀策略。

▲（左起）何詠芝老師、鄧映雪老師、柯雅麗副校長、陳俊敏校長、梁育美老師、林曉禕老師、葉煒婷老師。

▲教師在課堂上與學生一起聊書

秀明小學 推廣童書教學推廣童書教學 啟迪思維育情意啟迪思維育情意

▲閱讀分享不限於紙筆，學生製作故事熱氣球，為故事
角色許願。

▲家長擔任故事特工，與孩子分享有趣的童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