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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度學校支援非華語學生建議書 
 

 
（一） 學校現有非華語學生情況 

 
預計下學年學校將有二十多名非華語學生，分別就讀於中一至中六各級，當

中包括母語為日本、巴基斯坦、印度、泰國、越南及菲律賓話，在家中亦使用母

語與家人溝通的學生。 
 

（二） 學校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建議 
 

就教育局本年度發放的 $800,000「支援非華語學生校本津貼」，建議在開學

後開始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運用這筆撥款，支援本校的非華語學生： 
 
1） 「課堂抽離式」學習 

由學校負責非華語學生的老師，在每星期的部分中文課堂中對校內的各級非 
華語學生按其中文程度進行抽離教學，分班授課，並在放學後開設為非華語 
學生而設的中文補習班，循序漸進，由淺入深，提升其中文水平； 
 

2） 向校外機構購買教材 
與校外專業機構「學文教育  非華語學童中文學習中心」合作，購買適合不 
同非華語學生程度的教材，由本校負責非華語學生的老師及教學助理在進行

剪裁後，作教授非華語學生之用； 
 

3） 外遊活動 
由本校負責非華語學生的老師及教學助理籌組及安排適合非華語學生參與 
的香港境內外遊活動，從而認識香港，認識社區，加深對香港及中國各方面 
面貌及文化的認識，融入香港生活當中； 
 

4） 購置書籍 
繼續購買適合的繪本、書籍、練習與教學用具支援非華語學生，幫助該批學 

 生學習中文； 
 
5） 夥伴學校 

學校已參與由教育局推行的「專業發展學校計劃」，與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合作，成為這間擁有豐富教授非華語學生經驗和心得的中學的夥伴學校，在

來年緊密合作，定期互訪、開會、進行共同備課、教材設計及觀課等活動，

以培訓本校有關老師，並優化本校非華語學生的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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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詳細具體安排建議 
 
1）增聘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及教學助理 
 
：負責教授學生、準備教材及其他有關工作。 
 
2）中文課堂抽離教學 
 
：根據中文程度進行小班授課，以適合其中文程度的教材，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提升其中文程度。 
：根據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程度分為基礎班（小一至小三程度）、增潤班（小四 
至小六程度）、進階班（中一至中三程度）及高階班 4 班。 

：每星期安排其中 4 節中文堂，由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在不同時段進行 
授課。 

：課堂以自製校本教材為主，由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及教學助理負責準備 
，除按學生的程度設計教材外，亦會盡量切合原本中文科的常規課程。 

：部分課堂可以較活潑的形式進行，例如由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於上課時

間帶領非華語學生欣賞話劇或粵劇、帶隊遊覽參觀文化博物館等，增加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及認識中國文化的興趣。 
 
3）課後中文補習班 
 
：每星期 4 天（一人一藝舉行日除外），在放學後上課，上課時間約為 1.5 小時 
，視乎個別學生的學習進度而定。 

：其中三天補習內容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成語學習，由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

責老師教授學生當天所學的成語後，派發有關練習如默寫、填充、造句等予學

生在堂上即時完成，完成後交予老師即時查閱，超過八成題目答案正確的學生

可繼續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為功課指導部分，學生需完成當天中文老師給予的中文功課，如有不

懂得做的地方或任何疑難，可主動向老師求助，授課老師亦會從旁觀察、指導 
  。而當天沒有中文功課者則完成由非華語老師準備的教材。 
：早完成功課的學生，經老師檢查後可以先行下課，未完成的則需繼續上課。 
：逢星期五的中文補習班，則會進行口語訓練，分享繪本故事書，學生在圖書館

的繪本花園中借閱書籍分享，務求同學互相推介書籍，激發閱讀興趣。所分享

的書籍不應重複，換句話說，本周 A 同學分享某書，B 同學可可借閱某書，但

同時間須借閱另一本書作分享。 
：課後中文補習班可以在課堂上讓學生在老師批准下進食及播放輕音樂，營造愉

快學習的氣氛，讓非華語學生更有興趣在課後留校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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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授課及準備教材、練習。 
 
4）參與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與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成為夥伴學校，進行密切合作。在整個新學年裡該校 

將會與本校分享該校教導非華語學生的經驗和心得。 
：該校老師每星期將會訪校 1 次，與本校有關老師開會，進行共同備課、教材設 
  計及觀課等活動。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及其他有關老師亦會被安排前往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觀摩教學。 
 
5）非華語學生認識香港外遊活動 
 
：全年共 5 次，約每兩個月 1 次（9 月、11 月、1 月、3 月、5 月），部分外遊活 
  動在星期六上午進行，部分則在上課日下午及放學後進行。 
：非華語學生到香港境內不同地方參觀，例如香港文化博物館、孫中山史跡徑、 
  屏山文物徑等，並以相機拍下參觀景物，帶隊老師從旁指導攝影技術，一方面

可增加趣味，並作為留念，另方面可作為寫作素材。 
：在活動後各參與學生須完成簡短遊記一篇，供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批改

及指導。 
：學生於學期初投票選擇希望外遊的地方，增加參與度及投入感。 
：所有外遊活動由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及教學助理帶領。 
 
6）繪本花園圖書借閱 
 
：每個非華語學生必須每兩星期 1 次到圖書館借閱適合的繪本圖書閱讀繪本圖書 
  閱讀，並在閱後撰寫閱讀報告工作紙，完成後給予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 
批改，以擴闊其閱讀面及訓練其寫作能力。 

：各非華語學生借閱的繪本圖書，將在星期五的課後中文補習班中進行口語分享 
，由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指導其口語表達技巧。 

：借閱圖書數量最多及閱讀報告做得最好、口語表現最佳和進步最大的同學，可

得到獎勵。 
 
7）手提電腦借用及上課 
 
：學校之前購買予非華語學生借用的手提電腦，其中兩部將會由中文科主任及中 

文科非華語老師保管，其餘的十多部手提電腦將會在內置有關的中文教學軟件

後借與非華語學生在家中使用。 
：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會定期著學生攜帶手提電腦回校上課，在中文抽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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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使用手提電腦中內置的中文教學軟件授課。 
 
8）購買影音器材 
 
：在新學年將購買可供非華語學生作口語練習的影音器材，在作口語訓練時使 
用。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每次可以攝錄機拍攝同學的練習片段，並在電

腦上即時播放，讓同學觀看自己的表現，由老師分析其表現及指導。 
 
9）添置適合的中文教材及參考書 
 
：購買適合不同中文程度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課本、參考書籍、應考英國會考課程 

GCSE 的參考用書及練習，一部分作為中文科非華語學生負責老師參考及備課 
之用，一部分則在在圖書館內騰出地方，放置這些書籍，供非華語學生借閱。 
  

10）舉辦全港性非華語學生學習活動 
 
：密切留意校外社福機構的資訊，派學生參與跟非華語學生有關的比賽，磨練其

中文說話寫作等方面的能力。 
：舉辦與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有關的比賽，例如講故事比賽及中文作文比賽等，

邀請友校參加，由參與比賽學校的老師擔任評判，選出優勝者。優勝作品刊在

《惠風》文集中，以作鼓勵。 
 
11）《惠風》文集刊登非華語學生中文作文 
 
：在學校文集《惠風》增設非華語學生中文作文的獨立部分，刊登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作文，鼓勵他們勤加寫作，增加他們寫作的動力。 
 

最後，如有仍未運用的其餘撥款津貼，將預留作物色適合課程作為培訓教師 
提升他們教導非華語學生的專業能力及在校內或校外推廣文化共融活動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