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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教學發展



《量表診斷寫作教學法》（謝錫金、岑紹基，2000）

教師要在學生的文章上作眉批、總批要花多少時間？一般來說，十
五分鐘改一篇作文，速度已經乎快了，如果是要精批細改，一篇作
文起碼得花上三十分鐘。（如果遇上表達能力比較弱的學生，所花
的時間可能更多）。語文教師通常要教三至四班語文，假如一天騰
出三小時批改學生作文，也起碼要三個月才能完成所有把改工作。
請不要忘記，三個月是比較快的速度，假如要眉批、總批，還需要
更多的時間。更何況語文教師的工作不單止是批改作文，他們還有
語文作業、書法、週記、剪報等等的批閱工作；還要負責校內外的
徵文比賽、朗誦比賽及戲劇比賽等，這些活動都需要花很多時間來
訓練學生的。為了盡快批改好作文，發給學生謄正，不少教師可能
要犧牲自己休息的時間，甚至假期也在家裡批改作業，然而所得到
的效果又是否可以成正比呢？

改文費時費力



•改文花費大量時間

•語文老師除了批改作文外，還須要批閱其他習作，以及帶領學

生參與校外比賽。

•老師須要犧牲個人的休息時間。

《量表診斷寫作教學法》（謝錫金、岑紹基，2000）

改文費時費力



《量表診斷寫作教學法》（謝錫金、岑紹基，2000）

由於批改需時，學生作文的次數不能夠隨意增加，因此學生
練習寫作的機會便受到限制，寫作能力也難以迅速提高。再
加上很少教師能夠在學生作文後馬上批改及發回作文卷給學
生；就算能夠準時發回給學生，在兩節的謄文課上也沒有足
夠的時間針對每位學生的寫作問題作出指導。因此作文評改
活動多數不能夠對症下藥，作文教學的效果也因而大打折扣。
不少研究也顯示，無論教師怎樣認真地精批細改，學生的得
益也不大，主要是精批細改必須要配合晤談才能夠達到回饋
學生的效果。但是香港的中學，平均每間教室都有約四十位
學生，面對這樣多的學生，教師很難每次批改作文之後都逐
一與學生面談，因此便無法發揮精批細改的效果。

作文課效果不大



•寫作次數有限，學生練筆機會少，能力難以提升。

•老師難以快速批改及發回寫作予學生，也難以逐一面談。

•寫作評改無法發揮效果。

《量表診斷寫作教學法》（謝錫金、岑紹基，2000）

作文課效果不大



作文課效
果不大

改文費時
費力

評改

需時







三成分作文模式（Flower & Hates, 1981）

寫作過程

計劃

監控

轉譯

檢查

產
生
想
法

組織

設定目
標

評價

修改

任務環境
修辭問題：主題、讀
者、逼切需要 已完成的文章部分

作者的長期記憶：關於主
題、讀者和寫作計劃的知
識



課堂教學：微寫作

每兩星期一次，每單元約2-3次

重點訓練寫作技巧、取材、立意

一堂一個學習目標，重點於提升學生寫作動機及基本寫作能力



預期成效

小步子形式寫作，能為寫作能力較弱的學生提供一個循序漸進的學習模式，建構寫作
能力。

利用電子工具作寫作工具及篇幅短小的要求，有效減輕書寫能力較弱的同學寫作，
提升學生動機。

同學利用AI平台分析文章及作出修正，培養學生自學及寫作能力。



寫作教學設計背景

閱讀教學

微寫作

命題寫作

單元閱讀篇章：
1. 《水調歌頭》
2. 《虞美人》
3. 《廟街三首》

直接描寫、間接描寫：〈日常所
見的天水圍》
借景抒情：颱風圖片寫作

景物描寫
《颱風後有感》



微寫作

活動 時間

引入活動1-2項 15鐘

寫作任務 20分鐘

學生根據人工智能平台的建議，進行修改。 20分鐘

老師回饋及總結 5分鐘

教學流程：兩課節

配合AI寫作平台



課堂教學



老師講解教學重點（10分鐘）

對比照片並討論異同（5分鐘）

撰寫短文（15分鐘）

利用人工智能系統評改，獲得分數及建議後，再進行修正。
（20分鐘）

教學流程



人工智能應用：老師角色



布置作業



講解如何操作系統



進行評改



修改分數
撰寫評語



人工智能應用：學生角色



疑未能按照
要求寫作。

將人物性格的形成、事
件的發生發展、安排在
相應的時間線索上。





「義無反顧的繼續向森林深處走去」
此句可能有語法問題
「建議用『地』替換『的』



檢視各次文章的不同



我回憶完的時候已經
很晚了，我擦掉了眼
淚，從長凳上離開了。

……從長凳上離開了。
「我還是回家看著吧，
看看那些美好的回憶」。

我坐在了一個長凳上，
開始了回憶。



人物心情描寫不足，
建議通過景物描寫來
補托人物心情。



原本的小雨點也變
成了傾盆大雨，電
視上也都播放著台
風要來了。

原本的小雨點也變成了傾盆
大雨，雨嘩啦嘩啦地落在這
片地上，而電視上也都播放
著颱風要來了的訊息，媽媽
也焦急地著我：「快快來！
快同我一起收衣服！衣服要
濕了！」



課堂檢討



14%

38%29%

19%

我認為人工智能系統的寫作評改，能引起我對寫作的興趣。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

38%
43%

10%

我認為人工智能系統的建議具體有用。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4%

47%

24%

5%

我認為人工智能系統有助我改善寫作。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注意事項

擬題要具體

學生要透過不斷運用，才有意識去使用
該平台的建議進行文章優化



優點

學生能自行進行修改及優化

學生能夠為自己訂立學習目標

減輕老師評改負擔



困難

繁簡轉換

評核水平線較高

未能處理擬人法/寓言內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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