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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and Reflection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in Greater Bay Area

ZHANG, Ling*  SHI, Changli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ICLTE) in Greater Bay Area (GBA). An onlin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12 pre-service teachers in ICLTE from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including students from bachelor, master, and doctoral programmes. The 

data of their basic background, views on the programmes and courses, future plans 

after graduation, and prospective on this profession, etc.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we identified general features of the ICLTE 

in GBA as well as some individual features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programmes in 

different areas. Referencing to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framework of 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the issues raised from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the challenges in GBA, we hav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enhancement approach for the ICLTE in 

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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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學生中文寫作與科技教學的結合應用 
—以一所國際學校小四學生為例

黃真珍 林善敏 *

摘要

中文寫作一直是二語學習者的重點和難點，特別是小學階段，如何讓
二語學童對中文寫作產生興趣並更願意動筆寫作是很多中文教育工作
者不斷探討的話題。同時，在科技資訊發達的今天，各種軟件和在線
平台越來越廣泛地使用在中文二語學習當中。因此，基於長期的實踐
和教學經驗，本文就二語學生的中文寫作學習提出一個可行性的教學
方案 —基於過程導向的寫作框架，將資訊科技融入中文寫作前、中
和後的階段中，從而幫助二語學習者增加背景知識和相關詞彙句型，
延長寫作的計劃時間，提高中文寫作的動機和效果，培養學生的自主
學習與寫作的能力。本研究以香港一間國際學校二十位小四學生為研
究對象，通過教學實踐，了解資訊科技融入跨學科的中文寫作教學成
效，希望探討資訊科技與中文寫作學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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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語言學習得到越來越多關注。
在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中，中文寫作是其中一個必要部分，也是
語文能力和評估的重要範疇。有學者指出，在語文學習的聽、說、
讀、寫四個範疇中，寫作能力最為重要，但也最難習得（宗世海等，
2012）。根據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等多地的教師和學者發現，學習
者在寫作時遇到的困難紛繁複雜，比如寫作時無話可說、下筆時提筆
忘字、不知該如何表達或是對寫作沒有興趣甚至畏懼（王亞橋、嚴修
鴻，2019；李岳松，2017；岑紹基，2012，頁 133）。其實，寫作能
力是一種複雜的綜合能力，除了語言表達，還涉及到學習者平時的生
活經驗、相關知識背景、觀察能力、創意思維和立意主旨等等。教師
在指導中文寫作時，不僅要留意二語學習者的書面表達，寫作前的準
備、觀察、知識積累和寫作後的修改、同輩互評等階段也同樣重要。

因此，教師如何在教學實踐中，掌握寫作教學理論和方法，幫助
二語學習者解決寫作困難就顯得尤為重要。近年來，常見的寫作教學
方法有產出導向寫作模式（product-oriented approach）和過程導向寫
作模式（process-oriented approach）。其中，產出導向寫作模式關注語
言知識，強調詞彙和語法的準確性（Yu, Jiang & Zhou, 2020）；而過程
導向寫作模式並不是強調語言形式，而是更注重寫作的整個過程，比
如教師在學生寫作前的思考和組織時期給予支持和幫助，此外還包括
寫作前期的準備活動和後期的修改、評審等階段（Applebee, 1986）。
根據不同寫作模式的特點，本文以關注寫作全階段的過程導向寫作法
作為理論基礎，將其應用到真實的教學過程中，期望對當前的二語中
文寫作教學帶來一些啟發。

同時，在信息科技和教學密不可分的今天，多媒體和科技教學
多次被證實在教學實踐中提高了學習者們的學習熱情，更有利於增強
學習效果。因此，這也給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們提供教學思路，嘗試將
科技教學有機地滲透在二語學生的中文寫作過程中，為寫作教學目標
服務，從而幫助二語學習者在寫作過程中增加對背景的了解，積累相

關的詞彙句型，使寫作的計劃時間更充分，進而提高他們的中文寫作
效果。

二、文獻回顧

（一）資訊科技教學

資訊科技教學是指將電腦、多媒體等電子設備或者網絡科技應
用到課程、教學、教材或學習中，通過科技整合融入教學來支援學生
從事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從而更有效果地達到學習目標（王全世，
2000）。近些年來，通過多媒體應用來提高學生學習的這一方法也變
得越來越常見（Gold & Holodynski, 2017）。國內外有眾多研究表明，
資訊科技教學在課堂上的使用為學生營造了真實或接近真實的學習情
境，有效地激發了學生的參與度和學習興趣，提高了學習表現（Lyu 

& Qi, 2020）。
其中，基於視頻的教學法（video-based learning）就是通過視頻從

而獲得知識或者技能的一種學習方法。該教學法中最重要的一個特點
是將視覺和聽覺結合起來，視覺是我們信息最重要的來源，而通過聽
覺可以將信息進行拓展和詳細說明（Majumdar, 2017）。視頻教學可以
讓學生的自主性學習得以實現，不同程度的學生可以反覆觀看來掌握
個性化的學習進度，從而提高學習表現。有學者（Balslev et al., 2005; 

Kay & Edwards, 2012）把視頻教學法在認知層面上和傳統教學法進行
了統計學對比，發現視頻可以顯著提高學生的學習技能，而且學生更
喜歡通過視頻自主逐步學習。

此外，使用平板電腦（iPad 或 tablet）或智能手機也是多媒體教
學中受歡迎的一種方式，移動設備靈活性和機動性強，也可以運行一
系列應用程序來滿足學生的不同需求。很多研究證實移動設備使學生
更積極地參與學習活動和語言學習，從而增強和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質
量。有研究表明，通過 iPad 使用與閱讀、寫作相關的應用程序（如
iBooks、WordFlick、Keynote）可以提升學生的參與度和學習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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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從而提高學習成效（Harmon, 2012）。
在中文為第二語言學習的範圍下，Lai 等人（2020）研究了社交

媒體的在線分享功能，闡明了其中促進學生學習的機制，證實了這種
科技平台協助學習的形式對二語學生的中文學習有積極的影響。Tseng 

等人（2018）通過翻轉課堂與資訊科技結合的方式，證實了數字化的
學習方式可以有效增強學生的參與度，減少焦慮感；視頻教學也可以
讓學生的自主性學習得以實現，不同中文程度的學生可以根據自身需
要決定觀看教學視頻的快慢和次數，從而使學生擁有個性化的學習進
度，有利於提高學習表現。Lu, Meng 與 Tam（2014）通過使用應用程
式遊戲化的方式讓學生更樂意學習漢字，而且此法對差異化教學也提
供了靈活性。

相似的結論在 Eubanks,Yeh 與 Tseng（2018）的研究中也可以得
出，他們將 iPad 的錄音、照相功能和應用程序 Book Creator 融入二年
級學生的中文寫作課堂中，對二十四名中文為母語的學生進行課堂觀
察和問卷調查，發現這種方法減少了學生們寫作時的障礙，增加了寫
作產量，對學生的中文寫作能力、參與度和課內外的寫作興趣都有顯
著提高。不僅如此，還對學生的口語、聽力和閱讀能力都有所幫助。
研究還發現，學生們喜歡在動手學習的環境中通過 iPad 和有趣的學習
活動來學習中文。

因此，資訊科技已經是提高學習者參與度和促進動機的常用教學
和學習工具，與大多數課堂中的教學方法已經有機地深度融合，為中
文的學習和表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創造性。不過，僅靠先進的技
術並不能保證成功，學習者和教授者都能夠熟練使用科技設備和功能
是保證教學效果和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前提之一（溫曉虹，2008）。
而且，從如此眾多的多媒體和資訊技術中選取合適的方案和模式是取
決於教授者的教學意圖和目的（Lai & Morrison, 2013）。在此大環境
下，在二語寫作範圍內探索如何正確並且務實地使用資訊信息技術就
顯得尤為重要。

（二）二語中文寫作

寫作是學習一種語言的重要一環，大多數關於二語寫作的理論和
模型來源於一語寫作的研究。其中，Hayes 和 Flower 寫作過程認知模
型是第二語言寫作領域中最受廣泛接受和採用的過程寫作模式。該模
型分為寫作環境、寫作者的長期記憶和寫作過程三個部分，而在寫作
過程中又包含三個歷程，即計劃（planning）、轉譯（translating）和
回顧（reviewing）。計劃（planning）包含了「產生想法」、「組織想
法」和「設定目標」主要內容。該過程涉及從長期記憶中搜索出相關
信息並將其轉化成後續的寫作方向和語法；轉譯（translating）是一個
下筆成文的過程，作者將記憶中的計劃和想法落實成語言文本；回顧

（reviewing）包括了評估和提高質量的修改，在寫作過程中也是极其重
要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歷程並非順序直線進行，而是可以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隨時重複、穿插、交替。

基於此，二十世紀末期以來，寫作教學跟隨理論發展，從一開
始的線型模式變成一個回復往返而非線型的過程；由學生被動的學習
模式逐漸演變成以學習者為中心和主導的教學模式（Flower & Hayes, 

1980）。研究者們開始強調關注寫作者「怎麼寫」的心理過程，鼓勵
寫作者表達自我感受，而不僅僅是得到一個寫作結果。因此，過程寫
作方法也開始逐漸被二語研究人員和教師所接受。

近年來，過程導向（process oriented）方法對二語寫作學習有很
大的影響力。過程導向寫作法把人們的視線從聚焦作品語言表達本身
擴展到寫作的整個過程，包括寫作前、寫作中和寫作後階段（Badger 

& White, 2000）。過程導向寫作方法被認為是一種持續性的過程，旨
在指導和管理學生的寫作行為，是一種學習者通過腦力激盪、討論、
修改、同輩互評等進行自我探索的過程。因此，這種方法更多的聚焦
在寫作者身上，更注重寫作的內容而非語言形式的正確性（Yu, Jiang 

& Zhou, 2020；董蓓菲，2021）。
許多研究將過程寫作方法與傳統寫作教學進行比較，發現過程導

向寫作教學在統計上顯著提高了學生的整體表現（Kadmi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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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18）通過翻轉課堂與資訊科技結合的方式，證實了數字化的
學習方式可以有效增強學生的參與度，減少焦慮感；視頻教學也可以
讓學生的自主性學習得以實現，不同中文程度的學生可以根據自身需
要決定觀看教學視頻的快慢和次數，從而使學生擁有個性化的學習進
度，有利於提高學習表現。Lu, Meng 與 Tam（2014）通過使用應用程
式遊戲化的方式讓學生更樂意學習漢字，而且此法對差異化教學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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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結論在 Eubanks,Yeh 與 Tseng（2018）的研究中也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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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問卷調查，發現這種方法減少了學生們寫作時的障礙，增加了寫
作產量，對學生的中文寫作能力、參與度和課內外的寫作興趣都有顯
著提高。不僅如此，還對學生的口語、聽力和閱讀能力都有所幫助。
研究還發現，學生們喜歡在動手學習的環境中通過 iPad 和有趣的學習
活動來學習中文。

因此，資訊科技已經是提高學習者參與度和促進動機的常用教學
和學習工具，與大多數課堂中的教學方法已經有機地深度融合，為中
文的學習和表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創造性。不過，僅靠先進的技
術並不能保證成功，學習者和教授者都能夠熟練使用科技設備和功能
是保證教學效果和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前提之一（溫曉虹，2008）。
而且，從如此眾多的多媒體和資訊技術中選取合適的方案和模式是取
決於教授者的教學意圖和目的（Lai & Morrison, 2013）。在此大環境
下，在二語寫作範圍內探索如何正確並且務實地使用資訊信息技術就
顯得尤為重要。

（二）二語中文寫作

寫作是學習一種語言的重要一環，大多數關於二語寫作的理論和
模型來源於一語寫作的研究。其中，Hayes 和 Flower 寫作過程認知模
型是第二語言寫作領域中最受廣泛接受和採用的過程寫作模式。該模
型分為寫作環境、寫作者的長期記憶和寫作過程三個部分，而在寫作
過程中又包含三個歷程，即計劃（planning）、轉譯（translating）和
回顧（reviewing）。計劃（planning）包含了「產生想法」、「組織想
法」和「設定目標」主要內容。該過程涉及從長期記憶中搜索出相關
信息並將其轉化成後續的寫作方向和語法；轉譯（translating）是一個
下筆成文的過程，作者將記憶中的計劃和想法落實成語言文本；回顧

（reviewing）包括了評估和提高質量的修改，在寫作過程中也是极其重
要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歷程並非順序直線進行，而是可以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隨時重複、穿插、交替。

基於此，二十世紀末期以來，寫作教學跟隨理論發展，從一開
始的線型模式變成一個回復往返而非線型的過程；由學生被動的學習
模式逐漸演變成以學習者為中心和主導的教學模式（Flower & Hayes, 

1980）。研究者們開始強調關注寫作者「怎麼寫」的心理過程，鼓勵
寫作者表達自我感受，而不僅僅是得到一個寫作結果。因此，過程寫
作方法也開始逐漸被二語研究人員和教師所接受。

近年來，過程導向（process oriented）方法對二語寫作學習有很
大的影響力。過程導向寫作法把人們的視線從聚焦作品語言表達本身
擴展到寫作的整個過程，包括寫作前、寫作中和寫作後階段（Badger 

& White, 2000）。過程導向寫作方法被認為是一種持續性的過程，旨
在指導和管理學生的寫作行為，是一種學習者通過腦力激盪、討論、
修改、同輩互評等進行自我探索的過程。因此，這種方法更多的聚焦
在寫作者身上，更注重寫作的內容而非語言形式的正確性（Yu, Jiang 

& Zhou, 2020；董蓓菲，2021）。
許多研究將過程寫作方法與傳統寫作教學進行比較，發現過程導

向寫作教學在統計上顯著提高了學生的整體表現（Kadmi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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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研究都是針對英文為第二語言的研究，而在對外漢語領域或以
中文為第二語言的寫作教學中應用較少。雖然近些年來，越來越多學
者開始關注並重視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寫作研究，但對外漢語寫作教
學仍主要從英文為第二語言的教學上借鑑了許多理論和方法（莫丹，
2017），如何將這些理論和方法更貼合進中文為二語的寫作課堂，特
別對於小學階段的二語學習者進行寫作全階段的教學實踐，這仍需要
我們大量的積極嘗試與探索。

因此，過程導向寫作框架如何能在教學實踐中和資訊教學有機融
合，成功滲透到跨學科領域中是需要我們不斷摸索的，其模式能否幫
助二語學生提高中文寫作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話題。就此，在本次研
究中，我們的研究問題有以下兩點：

（1）通過過程導向寫作模式並融合科技教學的方法，是否能幫助
二語學生在中文寫作上有所提升？如果可以，寫作成績中的哪一範疇

（文章內容、結構、詞句表達、標點符號和錯別字）會有明顯改善？
（2）如果該教學法有所成效，將探討結合資訊科技輔助之寫作過

程教學法對不同起始程度學生之教學成效。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場景

研究學校為一所位於香港的國際學校，該校為小班教學，電子
學習資源較為豐富，可以做到每名學生人手一部平板電腦。學校長
期使用 Seesaw 作為學習資源和作品分享的平台，因此學生使用較為
熟練。此外，每部平板電腦上均有視頻製作和編輯軟件 ChatterPix 和
Clips，特別是 ChatterPix 有專門為兒童設置的版本，這是一款適合六
至十二歲孩童的免費軟件，只要拍攝任何照片，畫一條線做一個嘴
巴，然後錄音，就可以與朋友、家人分享製作的創意視頻，該軟件也
有加入裝飾圖片、文字和濾鏡效果的功能。此外，學生均已在之前的
教學活動中學習過如何使用，因此已盡量將使用軟件的熟練程度對學

生寫作的影響降到最低。

（二）研究對象

在爭取了校方和家長的同意後，研究對象來自香港一所國際學校
的小四班級。該班人數為二十三人，年齡為八至九歲，每班混合了中
文程度不同的學生。在二十三人中，有三人母語為中文，其餘二十人
在學校和家中的交流語言以英語、法語或韓語為主，中文作為他們的
第二甚至第三語言。因此在此項研究中，我們選取這二十名中文為非
母語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男女生各有十名。

（三）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按照該校的課程安排，在小四班級進行了為期五個星期的
中文寫作教學實踐。每個星期的學習時間為三個小時。學生在完成基
線評估（baseline assessment）後，將會進行以過程導向寫作模式為框
架的寫作教學干預（intervention），完成的作文會與每位學生之前的
基線評估進行描述性比較。教學觀察、學生製作的視頻及海報作品也
會同時進行分析。   

整個寫作過程主要以過程導向寫作模式結合資訊科技教學為主，
共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1）寫作前階段 —學生通過觀看視頻了
解有關彈塗魚的背景知識和信息，記錄筆記和繪製海報；（2）寫作中
階段 —教師引導後，學生當堂寫作及修改；（3）寫作後階段 —學
生製作視頻並發表。具體教學計劃請看表 1。

表 1：研究流程圖

基線評估
在寫作干預開始前，通過學生的故事性看圖寫作，了解學生的中文寫作
程度。根據基線評估的分數，將學生分為寫作高程度（80-100 分）、中
等程度（60-79 分）、低程度（60 分以下）三組，以方便進行干預後的
對比和研究分析。具體評分規準見附件一。

寫作階段 週數 教學內容 + 使用的科技教學方法
學生階段
作品或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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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研究都是針對英文為第二語言的研究，而在對外漢語領域或以
中文為第二語言的寫作教學中應用較少。雖然近些年來，越來越多學
者開始關注並重視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寫作研究，但對外漢語寫作教
學仍主要從英文為第二語言的教學上借鑑了許多理論和方法（莫丹，
2017），如何將這些理論和方法更貼合進中文為二語的寫作課堂，特
別對於小學階段的二語學習者進行寫作全階段的教學實踐，這仍需要
我們大量的積極嘗試與探索。

因此，過程導向寫作框架如何能在教學實踐中和資訊教學有機融
合，成功滲透到跨學科領域中是需要我們不斷摸索的，其模式能否幫
助二語學生提高中文寫作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話題。就此，在本次研
究中，我們的研究問題有以下兩點：

（1）通過過程導向寫作模式並融合科技教學的方法，是否能幫助
二語學生在中文寫作上有所提升？如果可以，寫作成績中的哪一範疇

（文章內容、結構、詞句表達、標點符號和錯別字）會有明顯改善？
（2）如果該教學法有所成效，將探討結合資訊科技輔助之寫作過

程教學法對不同起始程度學生之教學成效。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場景

研究學校為一所位於香港的國際學校，該校為小班教學，電子
學習資源較為豐富，可以做到每名學生人手一部平板電腦。學校長
期使用 Seesaw 作為學習資源和作品分享的平台，因此學生使用較為
熟練。此外，每部平板電腦上均有視頻製作和編輯軟件 ChatterPix 和
Clips，特別是 ChatterPix 有專門為兒童設置的版本，這是一款適合六
至十二歲孩童的免費軟件，只要拍攝任何照片，畫一條線做一個嘴
巴，然後錄音，就可以與朋友、家人分享製作的創意視頻，該軟件也
有加入裝飾圖片、文字和濾鏡效果的功能。此外，學生均已在之前的
教學活動中學習過如何使用，因此已盡量將使用軟件的熟練程度對學

生寫作的影響降到最低。

（二）研究對象

在爭取了校方和家長的同意後，研究對象來自香港一所國際學校
的小四班級。該班人數為二十三人，年齡為八至九歲，每班混合了中
文程度不同的學生。在二十三人中，有三人母語為中文，其餘二十人
在學校和家中的交流語言以英語、法語或韓語為主，中文作為他們的
第二甚至第三語言。因此在此項研究中，我們選取這二十名中文為非
母語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男女生各有十名。

（三）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按照該校的課程安排，在小四班級進行了為期五個星期的
中文寫作教學實踐。每個星期的學習時間為三個小時。學生在完成基
線評估（baseline assessment）後，將會進行以過程導向寫作模式為框
架的寫作教學干預（intervention），完成的作文會與每位學生之前的
基線評估進行描述性比較。教學觀察、學生製作的視頻及海報作品也
會同時進行分析。   

整個寫作過程主要以過程導向寫作模式結合資訊科技教學為主，
共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1）寫作前階段 —學生通過觀看視頻了
解有關彈塗魚的背景知識和信息，記錄筆記和繪製海報；（2）寫作中
階段 —教師引導後，學生當堂寫作及修改；（3）寫作後階段 —學
生製作視頻並發表。具體教學計劃請看表 1。

表 1：研究流程圖

基線評估
在寫作干預開始前，通過學生的故事性看圖寫作，了解學生的中文寫作
程度。根據基線評估的分數，將學生分為寫作高程度（80-100 分）、中
等程度（60-79 分）、低程度（60 分以下）三組，以方便進行干預後的
對比和研究分析。具體評分規準見附件一。

寫作階段 週數 教學內容 + 使用的科技教學方法
學生階段
作品或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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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前階段：
準備及資料蒐
集階段

第一週

教師在 Seesaw 平台分享關於彈塗魚的視頻，學生
根據視頻，將關於彈塗魚的相關知識與信息進行初
步記錄。在此階段，學生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或
者拼音進行記錄和整合信息，因為在此階段的目的
是蒐集盡可能多的相關信息。
使用的資訊科技方法：

（1） 視頻教學法
（2） 應用程式 Seesaw 上的班級分享功能

有關彈塗
魚知識的
筆記

第二週
學生與同輩、老師討論。補充並整理筆記，之後進
行小組口頭分享，同輩互學，教師進行引導並給予
評價。

有關彈塗
魚知識的
筆記

第三週

學生在教師引導下進行知識分類和歸納，將彈塗魚
的有關筆記信息分類為「外貌」、「生活環境」、「習
性」、「有趣特點」等方面，並將相關內容繪製成
以「彈塗魚」為主題的海報。在繪製好後，全班進
行展示，同輩互相給予評論和建議。

「彈塗魚」
海報

寫作中階段：
教師引導、學
生討論並實際
寫作階段

第四週

教師教授寫作的提綱和結構 — 教師向學生講解
作文的框架，其作文結構為開頭（包含彈塗魚的外
貌描寫）；第二段為彈塗魚在泥灘上的打架行為；
第三段為有關彈塗魚的習性和 / 或生活環境的段
落；第四段為結尾。
學生以「彈塗魚的自我介紹」為主題，當堂進行寫
作和自我修改。具體來說，在學生完成寫作草稿之
後，學生會按照評分規準簡化後的提示問題，即：

（1） 結構上：是否有開頭、中間及結尾？
（2） 內容上：內容是否豐富，有沒有外貌描寫？有

沒有細節描寫（動作、心理活動、對話等）？
有沒有修辭手法（比喻、誇張、擬人等）讓文
章內容生動？

（3） 詞句表達：讀一讀自己的作文，有沒有用到筆
記中的字詞？句子通順嗎？

（4） 錯別字和標點符號：讀一讀自己的作文，文中
有沒有漏字、錯字？哪裏標點有錯漏？通過提
示性問題，讓學生先自行寫作修改，然後教師
當堂和學生再進行一對一共讀和討論，當場按
寫作規準進行修改和反饋，學生根據老師的反
饋最後進行整理。

「彈塗魚」
作文

寫作後階段：
作品製作並發
表階段

第五週

教師教授學生用視頻製作和編輯軟件 ChatterPix
和 Clips 錄製「彈塗魚自我介紹」的視頻。因為
ChatterPix 有錄音的時間限制，所以對於較長錄音
視頻可以再用 Clips 軟件進行簡單拼接。學生做好
後上傳至 Seesaw 平台，分享給其他同學和父母，
同學之間可以給予點讚。
使用的資訊科技方法：

（1）iPad 上的應用程式 Chatterpix 和 Clips
（2）應用程式 Seesaw 上的班級分享功能

「彈塗魚」
視頻

（四）資料收集

為了對學生在進行寫作前的水平有所認知，因此進行了一次寫作
前測。對二語學生進行 1 — 20 編號後，特別從以下五個方面對學生的
寫作基線評估進行評分：寫作內容（滿分 40）、結構（滿分 20）、詞
句表達（滿分 30）、錯別字（滿分 5）及標點符號使用（滿分 5）。每
一內容分為五個等級，評分標準總分為 100 分。具體細則請見附件一。

在學生的彈塗魚寫作之後，同樣從以上五個方面進行評分，以便
接下來的直觀對比。學生的作文分數由該年級兩位有經驗的老師進行
評判，兩位老師均有八年以上從教經驗，學生的寫作分數誤差最大不
超過 6 分。除此之外，學生在寫作前期繪製的海報、寫作後期完成的
作文和視頻均已保留，從而可以進行接下來的具體分析。

四、研究分析

（一）學生作文分數變化

在學生提交《彈塗魚的自我介紹》這篇文章後，通過和學生的寫
作基線評估成績相對比，從整體來看，可以發現二語學生的寫作成績
有很大的改變（見表 2）。

表 2：學生基線評估與「彈塗魚」寫作分數段人數對比

分數段 小於等於 59 分 60-69 分 70-79 分 80-89 分 大於等於 90 分

基線寫作 6 5 6 2 1

「彈塗魚」寫作 0 2 8 4 6

在基線評估中，90 分以上（包括 90 分）僅有 1 人，而 59 分以
下（包括 59 分）卻有 6 人。分數最低分為 39 分，最高分為 93 分。在

「彈塗魚」寫作中，90 分以上（包括 90 分）人數達到 6 人，所有學生
均在 60 分以上。最低分數為 68 分，最高分為 94.5 分。因此，學生的
整體寫作分數提高十分明顯。

〔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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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前階段：
準備及資料蒐
集階段

第一週

教師在 Seesaw 平台分享關於彈塗魚的視頻，學生
根據視頻，將關於彈塗魚的相關知識與信息進行初
步記錄。在此階段，學生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或
者拼音進行記錄和整合信息，因為在此階段的目的
是蒐集盡可能多的相關信息。
使用的資訊科技方法：

（1） 視頻教學法
（2） 應用程式 Seesaw 上的班級分享功能

有關彈塗
魚知識的
筆記

第二週
學生與同輩、老師討論。補充並整理筆記，之後進
行小組口頭分享，同輩互學，教師進行引導並給予
評價。

有關彈塗
魚知識的
筆記

第三週

學生在教師引導下進行知識分類和歸納，將彈塗魚
的有關筆記信息分類為「外貌」、「生活環境」、「習
性」、「有趣特點」等方面，並將相關內容繪製成
以「彈塗魚」為主題的海報。在繪製好後，全班進
行展示，同輩互相給予評論和建議。

「彈塗魚」
海報

寫作中階段：
教師引導、學
生討論並實際
寫作階段

第四週

教師教授寫作的提綱和結構 — 教師向學生講解
作文的框架，其作文結構為開頭（包含彈塗魚的外
貌描寫）；第二段為彈塗魚在泥灘上的打架行為；
第三段為有關彈塗魚的習性和 / 或生活環境的段
落；第四段為結尾。
學生以「彈塗魚的自我介紹」為主題，當堂進行寫
作和自我修改。具體來說，在學生完成寫作草稿之
後，學生會按照評分規準簡化後的提示問題，即：

（1） 結構上：是否有開頭、中間及結尾？
（2） 內容上：內容是否豐富，有沒有外貌描寫？有

沒有細節描寫（動作、心理活動、對話等）？
有沒有修辭手法（比喻、誇張、擬人等）讓文
章內容生動？

（3） 詞句表達：讀一讀自己的作文，有沒有用到筆
記中的字詞？句子通順嗎？

（4） 錯別字和標點符號：讀一讀自己的作文，文中
有沒有漏字、錯字？哪裏標點有錯漏？通過提
示性問題，讓學生先自行寫作修改，然後教師
當堂和學生再進行一對一共讀和討論，當場按
寫作規準進行修改和反饋，學生根據老師的反
饋最後進行整理。

「彈塗魚」
作文

寫作後階段：
作品製作並發
表階段

第五週

教師教授學生用視頻製作和編輯軟件 ChatterPix
和 Clips 錄製「彈塗魚自我介紹」的視頻。因為
ChatterPix 有錄音的時間限制，所以對於較長錄音
視頻可以再用 Clips 軟件進行簡單拼接。學生做好
後上傳至 Seesaw 平台，分享給其他同學和父母，
同學之間可以給予點讚。
使用的資訊科技方法：

（1）iPad 上的應用程式 Chatterpix 和 Clips
（2）應用程式 Seesaw 上的班級分享功能

「彈塗魚」
視頻

（四）資料收集

為了對學生在進行寫作前的水平有所認知，因此進行了一次寫作
前測。對二語學生進行 1 — 20 編號後，特別從以下五個方面對學生的
寫作基線評估進行評分：寫作內容（滿分 40）、結構（滿分 20）、詞
句表達（滿分 30）、錯別字（滿分 5）及標點符號使用（滿分 5）。每
一內容分為五個等級，評分標準總分為 100 分。具體細則請見附件一。

在學生的彈塗魚寫作之後，同樣從以上五個方面進行評分，以便
接下來的直觀對比。學生的作文分數由該年級兩位有經驗的老師進行
評判，兩位老師均有八年以上從教經驗，學生的寫作分數誤差最大不
超過 6 分。除此之外，學生在寫作前期繪製的海報、寫作後期完成的
作文和視頻均已保留，從而可以進行接下來的具體分析。

四、研究分析

（一）學生作文分數變化

在學生提交《彈塗魚的自我介紹》這篇文章後，通過和學生的寫
作基線評估成績相對比，從整體來看，可以發現二語學生的寫作成績
有很大的改變（見表 2）。

表 2：學生基線評估與「彈塗魚」寫作分數段人數對比

分數段 小於等於 59 分 60-69 分 70-79 分 80-89 分 大於等於 90 分

基線寫作 6 5 6 2 1

「彈塗魚」寫作 0 2 8 4 6

在基線評估中，90 分以上（包括 90 分）僅有 1 人，而 59 分以
下（包括 59 分）卻有 6 人。分數最低分為 39 分，最高分為 93 分。在

「彈塗魚」寫作中，90 分以上（包括 90 分）人數達到 6 人，所有學生
均在 60 分以上。最低分數為 68 分，最高分為 94.5 分。因此，學生的
整體寫作分數提高十分明顯。

〔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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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3 的總體分數和表 4 的分項得分來看，全部學生的寫作總
分都有所提高。「文章內容」和「詞句表達」這兩項提高分數的人數
最多。在「詞句表達」方面，所有學生的分數在該項沒有降低，只有
4 名學生和基線評估中表現持平，但都保持在中上水準。 在「文章內
容」方面，20 人中只有一人分數有所降低，從 35 降到 30 分，但該生
在基線評估中得分較高，屬於寫作高程度學生，即使該項分數降低，
內容部分的分數仍然屬於高分數段。「文章內容」部分主要考察學生兩
點，一是文章內容有沒有切合題旨，另一個考察點是看文章內容是否
豐富具體，有無具體描寫，比如動作、心理活動、對話等，是否抓住
重點、詳略得當。在這次的「彈塗魚」寫作中，在內容這一項得分提
高的學生在作文中均有細節描寫，比如外貌、動作或對話等，較基線
評估時相對豐富許多。

在詞句表達方面，一些在基線評估中表現程度弱（低於 60 分）的
學生在這方面有了相對較大的提高，這可能得益於在寫作前的準備階
段，反覆出現並練習了相關詞句，或在遇到不知如何用中文表達的詞
句時，有詢問老師和同學的機會，也有在同學討論時耳濡目染的自然
習得，從而在後來寫作中的階段使用出來。

結構 基線
總分

20 20 20 10 20 20 20 20 20 20 10 10 20 20 20 20 20 20 20 10

作文
總分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詞句
表達

基線
總分

25 25 15 25 30 7.5 20 15 30 25 7.5 15 25 15 10 10 17.5 10 15 10

作文
總分

30 30 20 30 30 20 20 20 30 30 20 20 25 20 20 20 25 20 25 20

錯別
字

基線
總分

4 3 3 1 4 3 1 2 1 4 1 2 4 3 4 4 3 3 3 4

作文
總分

3 3 5 3 4.5 4 5 4 4 5 4 2 5 5 4.5 5 5 4 5 5

標點
符號

基線
總分

4 5 5 5 4 1 3 3 4 5 1 2 4 5 4 4 5 1 3 5

作文
總分

5 3 5 4 5 4 4 4 5 5 5 4 5 5 5 5 5 5 4 5

表 3：基線評估與「彈塗魚」作文的總分對比

學生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基線
總分

78 78 68 76 93 56.5 69 60 85 84 44.5 49 78 63 58 63 75.5 54 71 39

作文
總分

88 91 70 87 94.5 79 74 68 94 90 84 76 90 80 79.5 75 90 69 89 70

表 4 ：基線評估與「彈塗魚」作文各項得分對比

評分
標準

學生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文章
內容

基線
總分

25 25 25 35 35 25 25 20 30 30 25 20 25 20 20 25 30 20 30 10

作文
總分

30 35 25 30 35 35 25 25 35 35 30 30 35 30 30 25 35 25 35 20

（二）學生寫作成品變化—個案分析

我們隨機選取基準評估中分數為 93、75 和 39 分的同學作為高、
中、低三種不同中文程度的學生代表，將他們的「彈塗魚」作文分項
依次與其基準評估進行描述性比較。學生寫作成品請見附表二。

1 . 高程度學生的作文分析
以下將會從不同寫作評分範圍把高程度學生的基線作文和「彈塗

魚」作文分進行對比。具體分析如下：

評分標準 基線寫作 「彈塗魚」寫作

文章內容 切合題旨，故事內容豐富具體，
有對話描寫、動作描寫等，詳略
得當。使用多種修辭，如比喻、
誇張，使文章生動有趣。

切合題旨，內容豐富生動，使用多種細節描
寫方法，如動作、外貌描寫等。使用多種修
辭方法。

結構 結構完整，有分段，有開頭、中
間、結尾。

結構完整，分段介紹了彈塗魚的外貌、習性
和生活環境，有開頭、中間、結尾。

詞句表達 靈活使用多種句式和複句，基本
無病句。
在文中會使用一些高級詞彙，如

「自言自語」、「遙遙領先」等。

文句通順流暢，靈活使用多種句式和複句，
基本無病句。句和句之間有連接詞，通順自
然。如「緊接着」、「於是」等。
用詞準確，使用較為高級的詞彙。

〔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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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3 的總體分數和表 4 的分項得分來看，全部學生的寫作總
分都有所提高。「文章內容」和「詞句表達」這兩項提高分數的人數
最多。在「詞句表達」方面，所有學生的分數在該項沒有降低，只有
4 名學生和基線評估中表現持平，但都保持在中上水準。 在「文章內
容」方面，20 人中只有一人分數有所降低，從 35 降到 30 分，但該生
在基線評估中得分較高，屬於寫作高程度學生，即使該項分數降低，
內容部分的分數仍然屬於高分數段。「文章內容」部分主要考察學生兩
點，一是文章內容有沒有切合題旨，另一個考察點是看文章內容是否
豐富具體，有無具體描寫，比如動作、心理活動、對話等，是否抓住
重點、詳略得當。在這次的「彈塗魚」寫作中，在內容這一項得分提
高的學生在作文中均有細節描寫，比如外貌、動作或對話等，較基線
評估時相對豐富許多。

在詞句表達方面，一些在基線評估中表現程度弱（低於 60 分）的
學生在這方面有了相對較大的提高，這可能得益於在寫作前的準備階
段，反覆出現並練習了相關詞句，或在遇到不知如何用中文表達的詞
句時，有詢問老師和同學的機會，也有在同學討論時耳濡目染的自然
習得，從而在後來寫作中的階段使用出來。

結構 基線
總分

20 20 20 10 20 20 20 20 20 20 10 10 20 20 20 20 20 20 20 10

作文
總分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詞句
表達

基線
總分

25 25 15 25 30 7.5 20 15 30 25 7.5 15 25 15 10 10 17.5 10 15 10

作文
總分

30 30 20 30 30 20 20 20 30 30 20 20 25 20 20 20 25 20 25 20

錯別
字

基線
總分

4 3 3 1 4 3 1 2 1 4 1 2 4 3 4 4 3 3 3 4

作文
總分

3 3 5 3 4.5 4 5 4 4 5 4 2 5 5 4.5 5 5 4 5 5

標點
符號

基線
總分

4 5 5 5 4 1 3 3 4 5 1 2 4 5 4 4 5 1 3 5

作文
總分

5 3 5 4 5 4 4 4 5 5 5 4 5 5 5 5 5 5 4 5

表 3：基線評估與「彈塗魚」作文的總分對比

學生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基線
總分

78 78 68 76 93 56.5 69 60 85 84 44.5 49 78 63 58 63 75.5 54 71 39

作文
總分

88 91 70 87 94.5 79 74 68 94 90 84 76 90 80 79.5 75 90 69 89 70

表 4 ：基線評估與「彈塗魚」作文各項得分對比

評分
標準

學生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文章
內容

基線
總分

25 25 25 35 35 25 25 20 30 30 25 20 25 20 20 25 30 20 30 10

作文
總分

30 35 25 30 35 35 25 25 35 35 30 30 35 30 30 25 35 25 35 20

（二）學生寫作成品變化—個案分析

我們隨機選取基準評估中分數為 93、75 和 39 分的同學作為高、
中、低三種不同中文程度的學生代表，將他們的「彈塗魚」作文分項
依次與其基準評估進行描述性比較。學生寫作成品請見附表二。

1 . 高程度學生的作文分析
以下將會從不同寫作評分範圍把高程度學生的基線作文和「彈塗

魚」作文分進行對比。具體分析如下：

評分標準 基線寫作 「彈塗魚」寫作

文章內容 切合題旨，故事內容豐富具體，
有對話描寫、動作描寫等，詳略
得當。使用多種修辭，如比喻、
誇張，使文章生動有趣。

切合題旨，內容豐富生動，使用多種細節描
寫方法，如動作、外貌描寫等。使用多種修
辭方法。

結構 結構完整，有分段，有開頭、中
間、結尾。

結構完整，分段介紹了彈塗魚的外貌、習性
和生活環境，有開頭、中間、結尾。

詞句表達 靈活使用多種句式和複句，基本
無病句。
在文中會使用一些高級詞彙，如

「自言自語」、「遙遙領先」等。

文句通順流暢，靈活使用多種句式和複句，
基本無病句。句和句之間有連接詞，通順自
然。如「緊接着」、「於是」等。
用詞準確，使用較為高級的詞彙。

〔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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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別字 扣除計算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
（每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分
為 4 分

扣除計算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每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分為 4.5 分

標點符號 扣除計算寫錯的標點符號後（每
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分為 4
分

無用錯的標點符號

2. 中程度學生的作文分析
以下將會從不同寫作評分範圍把中程度學生的基線作文和「彈塗

魚」作文分進行對比。具體分析如下：

評分標準 基線寫作 「彈塗魚」寫作

文章內容 切合題旨，故事完整但內容一
般，多用對話描寫，重點不明
顯，有些詳略不當。

切合題旨，內容豐富生動，使用多種描寫細
節方法，如動作、對話等，還用了比喻的修
辭方法，如「尖尖的牙齒好像一把把尖刀」。

結構 結構完整，有分段，有開頭、
中間、結尾。

結構完整，分段介紹了彈塗魚的外貌、習性
和特點，有開頭、中間、結尾。

詞句表達 使用簡單句和複句，有部分病
句，如句式雜糅「用網子試一
試抓兔子哥哥和兔子弟弟來吃
他們」；在文中大多使用一些基
本詞彙。

文句較為通順，有少數語病，如「我突然，
我跳到牠身上。文中使用的詞彙較好，如

「保護色」、「偷襲」，但個別地方也有使用
不太準確的地方，如「螃蟹用牠的鉗子抓了
我」，其中「抓」應該為「夾」。

錯別字 扣除計算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
（每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
分為 3 分

扣除計算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每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分為 4.5 分

標點符號 無用錯的標點符號 無用錯的標點符號

3. 低程度學生的作文分析
以下將會從不同寫作評分範圍把低程度學生的基線作文和「彈塗

魚」作文分進行對比。具體分析如下：

評分標準 基線寫作 「彈塗魚」寫作

文章內容 圍繞主題進行寫作，但是太過
簡短，內容空泛，共 59 個字。

「今天又跑步比賽，兔子、狐
狸、大象、猴子和小 zhu 在跑
步比賽裡。跑步比賽開始了，
大家 dou 滿頭大汗。狐狸就來
到終點的時候就摔倒了，大象
和小 zhu 扶起。」

切合題旨，內容較為生動，使用了一些外貌
描寫和簡單的動作描寫。如「我們先長大嘴
巴」、「我們沒有咬到他」「他反咬到我」、

「他逃走了」。
全文字數約 255 字。在文章內容上有明顯提
高。

結構 全文只有一段話。無明顯的開
頭、中間和結尾。

結構完整，分段介紹了彈塗魚的外貌、習性
和特點，有開頭、中間、結尾。

詞句表達 全文簡單句，句子和句子之間
不連貫。用詞較為基礎。

全文多為簡單句，有部分為複合句，如「我
們沒有咬到他，但是他很害怕」，「我可以
在泥潭上跳，更是爬樹高手」。句式較基線
寫作更多複合句的出現，用詞也變得更為豐
富，如使用更多動詞，「搶」、「咬」、「跳」、

「幫」等。

錯別字 扣除計算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
（每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
分 4 分

無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

標點符號 無用錯的標點符號 無用錯的標點符號

4. 高、中、低不同中文程度學生的橫向比較
通過以上個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通過實施過程導向寫作模

式與資訊科技方法相結合的教學法後，中文寫作中等程度和低程度的
學生在內容方面提高了較多分數，特別在內容的豐富程度上有明顯改
善，增加了不少細節描寫，如動作描寫、外貌描寫等。具體來說，在
這可能是由於學生在寫作前期進行了大量的積累並獲取了豐富的背景
知識，這些足夠的輸入保證了他們在寫作中的階段有話可說。高程度
的學生由於在基準評估中已經取得高分，因此在這次寫作中繼續保持
優勢，分數並沒有明顯變化。但是可以看出，學生通過此次寫作教學
法的學習後，在寫作內容的具體程度、細節描寫方面得到明顯提高。

此外，低程度學生在寫作結構方面也有所進步，由於高程度和中
等程度的學生在三年級已經熟練掌握了寫作的基本結構（開頭 — 中
間 — 結尾），所以在這一方面已經達成了該教學目標。而低程度的學
生在這次的寫作中經由寫作提綱和結構的再一次學習，因此在寫作結
構上有所提高，從之前的一段話延展成多段結構，並有清晰的開頭、
中間和結尾。

從詞句表達方面來看，中等程度和低程度的同學在這一項發生了
以下三種情況的改變：（1）低程度同學使用的複句增加了，從原先全
部使用簡單句，到有一些句式的變化；（2）語病減少了，中等程度的
同學從一開始的「部分語病」改善為「少數語病」；（3）兩位同學均

〔接上表〕 〔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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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別字 扣除計算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
（每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分
為 4 分

扣除計算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每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分為 4.5 分

標點符號 扣除計算寫錯的標點符號後（每
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分為 4
分

無用錯的標點符號

2. 中程度學生的作文分析
以下將會從不同寫作評分範圍把中程度學生的基線作文和「彈塗

魚」作文分進行對比。具體分析如下：

評分標準 基線寫作 「彈塗魚」寫作

文章內容 切合題旨，故事完整但內容一
般，多用對話描寫，重點不明
顯，有些詳略不當。

切合題旨，內容豐富生動，使用多種描寫細
節方法，如動作、對話等，還用了比喻的修
辭方法，如「尖尖的牙齒好像一把把尖刀」。

結構 結構完整，有分段，有開頭、
中間、結尾。

結構完整，分段介紹了彈塗魚的外貌、習性
和特點，有開頭、中間、結尾。

詞句表達 使用簡單句和複句，有部分病
句，如句式雜糅「用網子試一
試抓兔子哥哥和兔子弟弟來吃
他們」；在文中大多使用一些基
本詞彙。

文句較為通順，有少數語病，如「我突然，
我跳到牠身上。文中使用的詞彙較好，如

「保護色」、「偷襲」，但個別地方也有使用
不太準確的地方，如「螃蟹用牠的鉗子抓了
我」，其中「抓」應該為「夾」。

錯別字 扣除計算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
（每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
分為 3 分

扣除計算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每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分為 4.5 分

標點符號 無用錯的標點符號 無用錯的標點符號

3. 低程度學生的作文分析
以下將會從不同寫作評分範圍把低程度學生的基線作文和「彈塗

魚」作文分進行對比。具體分析如下：

評分標準 基線寫作 「彈塗魚」寫作

文章內容 圍繞主題進行寫作，但是太過
簡短，內容空泛，共 59 個字。

「今天又跑步比賽，兔子、狐
狸、大象、猴子和小 zhu 在跑
步比賽裡。跑步比賽開始了，
大家 dou 滿頭大汗。狐狸就來
到終點的時候就摔倒了，大象
和小 zhu 扶起。」

切合題旨，內容較為生動，使用了一些外貌
描寫和簡單的動作描寫。如「我們先長大嘴
巴」、「我們沒有咬到他」「他反咬到我」、

「他逃走了」。
全文字數約 255 字。在文章內容上有明顯提
高。

結構 全文只有一段話。無明顯的開
頭、中間和結尾。

結構完整，分段介紹了彈塗魚的外貌、習性
和特點，有開頭、中間、結尾。

詞句表達 全文簡單句，句子和句子之間
不連貫。用詞較為基礎。

全文多為簡單句，有部分為複合句，如「我
們沒有咬到他，但是他很害怕」，「我可以
在泥潭上跳，更是爬樹高手」。句式較基線
寫作更多複合句的出現，用詞也變得更為豐
富，如使用更多動詞，「搶」、「咬」、「跳」、

「幫」等。

錯別字 扣除計算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
（每個 0.5 分，滿分 5 分），得
分 4 分

無寫錯的常用字和拼音。

標點符號 無用錯的標點符號 無用錯的標點符號

4. 高、中、低不同中文程度學生的橫向比較
通過以上個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通過實施過程導向寫作模

式與資訊科技方法相結合的教學法後，中文寫作中等程度和低程度的
學生在內容方面提高了較多分數，特別在內容的豐富程度上有明顯改
善，增加了不少細節描寫，如動作描寫、外貌描寫等。具體來說，在
這可能是由於學生在寫作前期進行了大量的積累並獲取了豐富的背景
知識，這些足夠的輸入保證了他們在寫作中的階段有話可說。高程度
的學生由於在基準評估中已經取得高分，因此在這次寫作中繼續保持
優勢，分數並沒有明顯變化。但是可以看出，學生通過此次寫作教學
法的學習後，在寫作內容的具體程度、細節描寫方面得到明顯提高。

此外，低程度學生在寫作結構方面也有所進步，由於高程度和中
等程度的學生在三年級已經熟練掌握了寫作的基本結構（開頭 — 中
間 — 結尾），所以在這一方面已經達成了該教學目標。而低程度的學
生在這次的寫作中經由寫作提綱和結構的再一次學習，因此在寫作結
構上有所提高，從之前的一段話延展成多段結構，並有清晰的開頭、
中間和結尾。

從詞句表達方面來看，中等程度和低程度的同學在這一項發生了
以下三種情況的改變：（1）低程度同學使用的複句增加了，從原先全
部使用簡單句，到有一些句式的變化；（2）語病減少了，中等程度的
同學從一開始的「部分語病」改善為「少數語病」；（3）兩位同學均

〔接上表〕 〔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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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彙使用的豐富程度上有所提升。這很可能是由於在寫作前準備階
段，通過視頻和課堂中詞彙的大量輸入並和同學多次討論的使用過程
中得到多次訓練，從而達到積累的結果。

在錯別字和標點符號方面，這三位同學的改變程度並不是很高，
原因是在基準評估中已經取得不錯的分數。在彈塗魚寫作前，學生有
充足的時間把需要用到的字詞進行書寫練習。而且在寫作時，學生進
行了自我修改，所以也有充足的時間進行檢查，以防錯漏標點，避免
馬虎。

（三）寫作前階段—學生海報案例分析

學生在兩次寫作評估中進步十分明顯，這些進步是否與寫作前期
進行的繪製海報活動有關？以下將通過學生海報作品的實際個例進行
分析。

1. 高程度學生海報分析

圖 1：全貌圖和局部圖來源：學生彈塗魚海報

●  內容：該學生按照教師的要求，將彈塗魚的知識信息按照「外
貌」、「生活環境」、「習性」、「有趣特點」進行分類。每項分
類下雖然只寫了一點相關信息，但是闡述細緻具體，而且在知
識內容上有深度且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比如在「生活地方（環
境）」方面，用「好酷啊！」表達出對彈塗魚「又吞又吐」挖
洞行為的感受；在「生活習慣」方面，該學生描述了彈塗魚的
呼吸方式，並且配用插圖的形式，將思路清晰展示；在「外貌」
方面，學生觀察及其細緻，將彈塗魚尾巴上的斑點做出區分，
用圖文展現。

●  語言：雖然個別詞句用法不太精確，也有一些錯別字，但表達
基本清楚，既有簡單句，也有複句。

●  優點：這位學生的海報圖文並茂，而且知識點深入，挖掘了信
息的深度，對於彈塗魚兩種呼吸方式，並沒有點到為止，而是
用文字和圖畫清楚地表現出來 —皮膚呼吸方式，空氣是如何
接觸皮膚的；水又是如何進入鰓幫助彈塗魚呼吸。特別值得注
意的是，該學生平時中文程度在班級為中下水平，但是在製作
海報時極其用心，彈塗魚不僅用圖畫的方式展現，還用橡皮泥
做出了立體的彈塗魚，體現了創意。

2. 中程度學生海報分析

圖 2：全貌圖和局部圖來源：學生彈塗魚海報

● 內 容：該學生按照教師的要求，將彈塗魚的知識信息按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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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彙使用的豐富程度上有所提升。這很可能是由於在寫作前準備階
段，通過視頻和課堂中詞彙的大量輸入並和同學多次討論的使用過程
中得到多次訓練，從而達到積累的結果。

在錯別字和標點符號方面，這三位同學的改變程度並不是很高，
原因是在基準評估中已經取得不錯的分數。在彈塗魚寫作前，學生有
充足的時間把需要用到的字詞進行書寫練習。而且在寫作時，學生進
行了自我修改，所以也有充足的時間進行檢查，以防錯漏標點，避免
馬虎。

（三）寫作前階段—學生海報案例分析

學生在兩次寫作評估中進步十分明顯，這些進步是否與寫作前期
進行的繪製海報活動有關？以下將通過學生海報作品的實際個例進行
分析。

1. 高程度學生海報分析

圖 1：全貌圖和局部圖來源：學生彈塗魚海報

●  內容：該學生按照教師的要求，將彈塗魚的知識信息按照「外
貌」、「生活環境」、「習性」、「有趣特點」進行分類。每項分
類下雖然只寫了一點相關信息，但是闡述細緻具體，而且在知
識內容上有深度且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比如在「生活地方（環
境）」方面，用「好酷啊！」表達出對彈塗魚「又吞又吐」挖
洞行為的感受；在「生活習慣」方面，該學生描述了彈塗魚的
呼吸方式，並且配用插圖的形式，將思路清晰展示；在「外貌」
方面，學生觀察及其細緻，將彈塗魚尾巴上的斑點做出區分，
用圖文展現。

●  語言：雖然個別詞句用法不太精確，也有一些錯別字，但表達
基本清楚，既有簡單句，也有複句。

●  優點：這位學生的海報圖文並茂，而且知識點深入，挖掘了信
息的深度，對於彈塗魚兩種呼吸方式，並沒有點到為止，而是
用文字和圖畫清楚地表現出來 —皮膚呼吸方式，空氣是如何
接觸皮膚的；水又是如何進入鰓幫助彈塗魚呼吸。特別值得注
意的是，該學生平時中文程度在班級為中下水平，但是在製作
海報時極其用心，彈塗魚不僅用圖畫的方式展現，還用橡皮泥
做出了立體的彈塗魚，體現了創意。

2. 中程度學生海報分析

圖 2：全貌圖和局部圖來源：學生彈塗魚海報

● 內 容：該學生按照教師的要求，將彈塗魚的知識信息按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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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生活環境」、「習性」、「有趣特點」方面進行分類。
每種分類下都提到了較為豐富的相關信息。如在彈塗魚外貌
中，有提及彈塗魚的顏色，也有彈塗魚樣子的插圖，上面還
標示出身體部位的名稱。

●  語言：使用的是完整、通順的句子表達，而且有用到比喻的方
法。比如「彈塗魚的胸鰭很有力，就像我們的手」。

●  優點：這位學生的海報有較多信息，而且圖文並茂，生動活
潑。圖片不僅說明了文字內容，而且生動地擴展了信息，打開
了信息的廣度。比如在特點中的彈塗魚圖片，表現了彈塗魚打
架時的場景，不僅呼應了文字中「豎背鰭」、「張開嘴巴」的信
息，還表達出打架時的激烈、雙方生氣的表情，將學生的想法
用圖畫可視化。

3. 低程度學生海報分析

圖 3：全貌圖和局部圖來源：學生彈塗魚海報

●  內容：該學生基本可以按照教師的要求，將有關彈塗魚的知識
信息按照「外貌」、「生活環境」、「習性」、「有趣特點」方面
進行簡單的羅列。

●  語言：多為簡單句，有些句子缺少成分，比如該生在描述彈塗
魚習性部分時，寫到：「（牠）喜歡在泥潭上找小生物吃，也會
在岸（上）找小昆蟲吃」。

●  優點：雖然該學生的海報內容和表達較為基本和簡單，但是該
學生呈現的內容信息較為新穎。如在有關彈塗魚的外貌中，很
多學生選擇寫的是彈塗魚皮膚的顏色、身上具有斑點這樣的常
見特點，但是該生用具體的數字去說明彈塗魚的長度和重量，
如「彈塗魚一般長 10-20cm，重 20-50 克」。

通過以上有關海報的個例分析，可以看出學生對繪製海報的活動
參與度很高，同時展現了很強的創意表達。在海報的繪製中，能清楚
地看出學生在知識廣度和深度層面的收穫，全班同學可以做到將有用
的信息歸納、圖文並茂，將思路圖像化、文字化，這也為其後的寫作
活動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製作好海報之後，學生也積極欣賞其他同學
的作品（見圖 4），給予肯定或建議，如「我很喜歡你畫的畫」、「你

（的）字可以寫一點好看（寫得更好看一點）」，這也是同輩互相督促
和學習的一種途徑。

圖 4：學生間相互評論案例

4. 寫作後階段—學生視頻作品分析

在寫作後期，學生利用應用軟件將所寫作文製作成了「彈塗魚」
主題的視頻。學生從 Google 上自主選擇了彈塗魚的圖片進行下載，並
用自己的作文進行錄音。在視頻製作時，貼圖和濾鏡的選擇也是由每
位同學自行決定。因此，視頻的最終成品體現出每位學生不同的風格
和喜好。在整個教學觀察中，學生對於視頻製作非常投入和喜愛，視
頻的製作不僅是寫作動力的來源之一，也給了他們更多的自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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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生活環境」、「習性」、「有趣特點」方面進行分類。
每種分類下都提到了較為豐富的相關信息。如在彈塗魚外貌
中，有提及彈塗魚的顏色，也有彈塗魚樣子的插圖，上面還
標示出身體部位的名稱。

●  語言：使用的是完整、通順的句子表達，而且有用到比喻的方
法。比如「彈塗魚的胸鰭很有力，就像我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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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時的場景，不僅呼應了文字中「豎背鰭」、「張開嘴巴」的信
息，還表達出打架時的激烈、雙方生氣的表情，將學生的想法
用圖畫可視化。

3. 低程度學生海報分析

圖 3：全貌圖和局部圖來源：學生彈塗魚海報

●  內容：該學生基本可以按照教師的要求，將有關彈塗魚的知識
信息按照「外貌」、「生活環境」、「習性」、「有趣特點」方面
進行簡單的羅列。

●  語言：多為簡單句，有些句子缺少成分，比如該生在描述彈塗
魚習性部分時，寫到：「（牠）喜歡在泥潭上找小生物吃，也會
在岸（上）找小昆蟲吃」。

●  優點：雖然該學生的海報內容和表達較為基本和簡單，但是該
學生呈現的內容信息較為新穎。如在有關彈塗魚的外貌中，很
多學生選擇寫的是彈塗魚皮膚的顏色、身上具有斑點這樣的常
見特點，但是該生用具體的數字去說明彈塗魚的長度和重量，
如「彈塗魚一般長 10-20cm，重 20-50 克」。

通過以上有關海報的個例分析，可以看出學生對繪製海報的活動
參與度很高，同時展現了很強的創意表達。在海報的繪製中，能清楚
地看出學生在知識廣度和深度層面的收穫，全班同學可以做到將有用
的信息歸納、圖文並茂，將思路圖像化、文字化，這也為其後的寫作
活動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製作好海報之後，學生也積極欣賞其他同學
的作品（見圖 4），給予肯定或建議，如「我很喜歡你畫的畫」、「你

（的）字可以寫一點好看（寫得更好看一點）」，這也是同輩互相督促
和學習的一種途徑。

圖 4：學生間相互評論案例

4. 寫作後階段—學生視頻作品分析

在寫作後期，學生利用應用軟件將所寫作文製作成了「彈塗魚」
主題的視頻。學生從 Google 上自主選擇了彈塗魚的圖片進行下載，並
用自己的作文進行錄音。在視頻製作時，貼圖和濾鏡的選擇也是由每
位同學自行決定。因此，視頻的最終成品體現出每位學生不同的風格
和喜好。在整個教學觀察中，學生對於視頻製作非常投入和喜愛，視
頻的製作不僅是寫作動力的來源之一，也給了他們更多的自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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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視頻作品截圖如圖 5 所示：

圖 5：部分學生「彈塗魚」寫作的視頻作品截圖

五、討論

此次寫作活動以過程性導向為框架，在寫作前期通過視頻教學設
置可以重複觀察的擬真情境，盡可能為學生提供豐富的資源去激發學
生的創作熱情，使學生在下筆前已經在腦中具有豐富的背景知識和感
受。這些活動支持了 Flower 和 Hayes 寫作過程認知模型中的「計劃」
階段，因為學習者只有頭腦中具有大量彈塗魚的相關信息和知識，才
可能歸納轉化為後來的寫作方向和語法表達。

此外，在觀看視頻中，不同程度的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速
度和效果進行自主瀏覽，這提高了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這
與 Lu 等（2014）發現應用程式促進了漢字學習的差異化教學有相似
的結論，視頻教學同樣也可以促進差異化教學的靈活性，並且將教師
在課堂中的角色變為一個協助者、引導者。在寫作後期，應用程式
Chatterpix 和 Clips 的使用讓學生感受到了寫作的成就感。寫作的成
品不僅僅侷限於紙筆，更融入了口頭表述、傾聽他人作品、動畫展現
個人特色的元素，讓學生更樂於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付諸努力，極大地
提高了寫作的積極性，從而提高寫作的分數。這與之前 Eubanks 等人

（2018）的研究結論相互呼應。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學生有了更多選擇和自我表達的空間，但又

不脫離寫作的主題和框架。在觀看彈塗魚視頻時，不同性格、文化背
景學生的體驗感可能不同，他們可能從不同角度獲取信息，這有利於

學生在海報製作時拓展信息的廣度和深度，也在之後的寫作中激發他
們靈感。雖然寫作時學生會有一些框架的規定，比如都描寫了彈塗魚
的特性，但是有的學生喜歡彈塗魚之間的打鬥過程，有的則是關注於
雄性彈塗魚找伴侶時「跳舞」的行為。這種教學方法會讓學生的獨特
性得以展現，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從而激發他們的寫作
動機和熱情。

在寫作中的階段，教師提供的寫作提綱和學生在寫作前繪製的
海報是寫作實踐中很直觀的寫作支架。提綱為「主」，幫助學生有清
晰的寫作結構；海報為學生提供了具體的信息和知識，成為學生在寫
作過程中的輔助工具，減輕「轉譯」階段的負擔。所以學生在寫作的
過程中，不會遇到較大的記憶和思路阻礙，這樣減輕構思和表達時的
頭腦負荷，使他們寫作時「轉譯」更加流暢，從而讓學生更願意參與
寫作實踐，也提高了整體二語學生在寫作內容部分的分數。特別是對
於中文程度較弱的學生，在內容的豐富程度和作文的結構上有了明顯
改善。

在寫作前、後期，學生的討論和自我修訂也是重要的環節，這
也將學習者寫作的「回顧」階段進行延長，使學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
檢查和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學生的討論也是一種自我檢查和反思的
過程，學生可以將討論過程中自己產生的或者從他人那裡獲得的新想
法重新計劃並納入到寫作中。加之彈塗魚是香港本土特色動物，對學
生有較大的吸引力，因此學生樂於分享自己的相關經驗和收集到的信
息。此外，討論和分享不僅使學生相互補充彈塗魚的相關知識，而且
還幫助學生接受大量的詞彙、句型輸入，使他們在寫作前就通過文字
記錄、口語表達將常用的詞句進行反覆練習和自我修正。這種無意識
的語言學習對學生在詞句方面的表達有一定的幫助，因此可以看到平
時中文程度一般和較弱的學生在詞句表達方面的得分有明顯的提升。
正如文獻綜述中所說，過程導向的寫作模式更加聚焦在寫作者本身，
既有同輩的討論交流，也有自我反思的過程，是一種有較強調動學生
學習探索性和自主性的寫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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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視頻作品截圖如圖 5 所示：

圖 5：部分學生「彈塗魚」寫作的視頻作品截圖

五、討論

此次寫作活動以過程性導向為框架，在寫作前期通過視頻教學設
置可以重複觀察的擬真情境，盡可能為學生提供豐富的資源去激發學
生的創作熱情，使學生在下筆前已經在腦中具有豐富的背景知識和感
受。這些活動支持了 Flower 和 Hayes 寫作過程認知模型中的「計劃」
階段，因為學習者只有頭腦中具有大量彈塗魚的相關信息和知識，才
可能歸納轉化為後來的寫作方向和語法表達。

此外，在觀看視頻中，不同程度的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速
度和效果進行自主瀏覽，這提高了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這
與 Lu 等（2014）發現應用程式促進了漢字學習的差異化教學有相似
的結論，視頻教學同樣也可以促進差異化教學的靈活性，並且將教師
在課堂中的角色變為一個協助者、引導者。在寫作後期，應用程式
Chatterpix 和 Clips 的使用讓學生感受到了寫作的成就感。寫作的成
品不僅僅侷限於紙筆，更融入了口頭表述、傾聽他人作品、動畫展現
個人特色的元素，讓學生更樂於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付諸努力，極大地
提高了寫作的積極性，從而提高寫作的分數。這與之前 Eubanks 等人

（2018）的研究結論相互呼應。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學生有了更多選擇和自我表達的空間，但又

不脫離寫作的主題和框架。在觀看彈塗魚視頻時，不同性格、文化背
景學生的體驗感可能不同，他們可能從不同角度獲取信息，這有利於

學生在海報製作時拓展信息的廣度和深度，也在之後的寫作中激發他
們靈感。雖然寫作時學生會有一些框架的規定，比如都描寫了彈塗魚
的特性，但是有的學生喜歡彈塗魚之間的打鬥過程，有的則是關注於
雄性彈塗魚找伴侶時「跳舞」的行為。這種教學方法會讓學生的獨特
性得以展現，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從而激發他們的寫作
動機和熱情。

在寫作中的階段，教師提供的寫作提綱和學生在寫作前繪製的
海報是寫作實踐中很直觀的寫作支架。提綱為「主」，幫助學生有清
晰的寫作結構；海報為學生提供了具體的信息和知識，成為學生在寫
作過程中的輔助工具，減輕「轉譯」階段的負擔。所以學生在寫作的
過程中，不會遇到較大的記憶和思路阻礙，這樣減輕構思和表達時的
頭腦負荷，使他們寫作時「轉譯」更加流暢，從而讓學生更願意參與
寫作實踐，也提高了整體二語學生在寫作內容部分的分數。特別是對
於中文程度較弱的學生，在內容的豐富程度和作文的結構上有了明顯
改善。

在寫作前、後期，學生的討論和自我修訂也是重要的環節，這
也將學習者寫作的「回顧」階段進行延長，使學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
檢查和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學生的討論也是一種自我檢查和反思的
過程，學生可以將討論過程中自己產生的或者從他人那裡獲得的新想
法重新計劃並納入到寫作中。加之彈塗魚是香港本土特色動物，對學
生有較大的吸引力，因此學生樂於分享自己的相關經驗和收集到的信
息。此外，討論和分享不僅使學生相互補充彈塗魚的相關知識，而且
還幫助學生接受大量的詞彙、句型輸入，使他們在寫作前就通過文字
記錄、口語表達將常用的詞句進行反覆練習和自我修正。這種無意識
的語言學習對學生在詞句方面的表達有一定的幫助，因此可以看到平
時中文程度一般和較弱的學生在詞句表達方面的得分有明顯的提升。
正如文獻綜述中所說，過程導向的寫作模式更加聚焦在寫作者本身，
既有同輩的討論交流，也有自我反思的過程，是一種有較強調動學生
學習探索性和自主性的寫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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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學觀察和以上結果分析，二語學生的中文寫作前期應該
包含大量背景信息的攝入、同輩之間的討論和自我歸納整合信息的階
段。而科技信息特別是視頻的使用正是用生動和直觀的方式增加了學
生的知識積累。通過延長寫作前期的準備時間，學生可以將所要表達
的內容在和同輩的討論中以口語、文字和畫海報的形式進行充分練
習。在寫作中期，教師的指導和老師、學生的修訂也是必不可少的
環節，這能讓學生得到及時的反饋，從而降低錯誤率。在寫作後期，
學生視頻作品在平台分享則大大激發了創造力和自主性，這也印證
了 Lai 等（2020）有關在線分享功能對二語中文學習有着積極影響的
結論。

特別關注的是，在基線評估中表現程度較弱的學生，在這種形式
的寫作教學方法下，提升的成績幅度相對是最大的，這說明用科技融
合過程寫作導向法有可能對這一程度的學生有最大化的幫助，因此在
後續研究中，將會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和訪談，為推論提供進一步的
依據。對於中文寫作程度較弱的二語學習者，在平時的教學活動中，
他們的老師可能會由於有限的課時而匆忙「趕課」，更加關注在寫作
任務的完成上，而忽略寫作前期和後期的教學活動。但這會影響這些
學生的知識內在消化，使學生的寫作動力降低，從而導致寫作任務
的達成更加艱難。因此筆者建議，教師應將資訊科技融合在寫作過程
中，激發學生的寫作熱情和創意，而且在時間允許的條件下，給予程
度較弱的二語學生足夠多的時間進行寫作前的準備活動，從而幫助他
們提高寫作信心和寫作成績。

該研究也給學校的學科負責人和管理者提供一些參考：（1）在二
語中文寫作課程設計時應該盡量給予寫作前和寫作後階段的考量，給
予一線教師足夠的課時支持。（2）由於資訊科技教學對二語學生在寫
作課堂的參與度有積極影響，因此可以依據合適的教學方法和原理進
行合理的使用。為了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教師和學生的多媒體使用
技能也需要得到同步跟進，因此一定的操作培訓也需要給予考慮。

六、小結

在中文為第二語言得到越來越多關注的今天，我們的教學方法
也會隨着時代的發展而逐步的改善，這需要教育理論不斷完善和進
步，也需要教師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創新。教育工作者需要有堅持開
放的心態，將資訊科技作為中文教學的有力工具，為學生創造豐富的
學習環境和創新的情境。中文寫作作為學生綜合能力的表現，不只是
聚焦於詞句語法的學習，更希望能鼓勵學生在文字中勇敢地表達出自
己的所思所感。因此，寫作過程需要融合學生思維能力、創新能力和
自主能力。基於這樣的理念，才有了本次的前導研究。期望通過本次
研究，能給廣大的教育工作者展現一個科技與中文學習融合的教學案
例，為今後的進一步實踐提供啟發。

當然，在此次研究中還存在很多不足之處，我們不能僅僅以單次
寫作表現的改善就肯定這種方式提高了學生各方面的寫作能力，這也
許與寫作的主題、學生的狀態等因素都有關係，因此今後還需用更為
嚴謹的研究方法做進一步了解。由於疫情的影響，本次研究還未來得
及和學生進行訪談，也沒有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因此無法正面地深
入了解他們的想法，也不能嚴謹地驗證該方法一定會提高學生寫作的
動機和成績。這也是在今後研究中需要改善的地方。此外，在今後的
研究中，會將該研究按照行動研究的方法進行多次的教學循環，增加
教學反思，調整寫作目的，已達到更好地利用資訊科技工具輔助學生
寫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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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作文評分準則

一、文章內容（40 分）
32-40 切合題旨，重點明確，內容豐富，詳略得當。
24-31 切合題旨，內容較充實，有詳有略。
16-23 切合題旨，內容一般，詳略不當。
8-15 不切題，內容空泛。
1-7 離題或內容貧乏，且文意不完整
二、 結構（20 分）
16-20   能按內容重點分段，條理清晰，首尾呼應。
12-15  能按內容重點分段，條理較清晰。
7-11    大致能按內容重點分段，條理尚可。
4-6      未能按內容重點適當分段，條理不清。
1-3      分段錯誤或沒有分段，條理不清。
三、詞句表達（30 分）
24-30  文句通順流暢，能運用複句和適當修辭表達。能運用正確

字詞寫作，用詞較豐富。
14-23    能運用完整句子表達，文句大致通順。大致能運用正確字

詞寫作。
8-13     能運用簡短句子，文句時爾夾雜英文語法。字詞簡單，部

分用詞不當，時爾中英文詞彙夾雜
1-7      文句不通，多處夾雜英文語法。嚴重用詞不當；詞𢑥量有

限，多處中英文夾雜。
四、錯別字 / 拼音字詞（5 分）
每個錯字扣 0.5 分，包括錯誤拼音、英文字、錯字、別字。不重

複計算。
五、標點符號（5 分）
每個標點扣 0.5 分，最多扣 5 分。

附件二

一、高程度學生的作文分析

基線評估作文：

彈塗魚寫作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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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程度學生的作文分析

基線評估作文：

彈塗魚寫作作文：

三、低程度學生的作文分析

基線評估作文：

彈塗魚寫作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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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新手教师线上课堂提问研究 
—以湾区高校教师志愿者为例

丁沾沾 * 滕诗洁 张艳霞

摘  要

本文通过课堂录音，从提问问题的数量、类型、提问后的等待时间、

提问对象的分配和提问后的反馈等方面对大湾区高校教师志愿者的课

堂提问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手教师线上与线下教学时问题

数量大致相同，但线上教学时教师更常使用点名回答的方式，且存在

时间损耗更多、提问效率较低等不足。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  大湾区  教师志愿者  课堂提问

HUANG  Zhenzh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LAM, Sin Manw,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corresponding author)

Integrating Technology Teaching for Second Language 
Chinese Writing: A Case Study of Primary Four Students in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HUANG, Zhenzhen   LAM, Sin Manw* 

Abstract

Chinese writing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challenge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especially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leve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ors h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explore effective ways to enhance and promote students’ Chinese writing 

skills and motiva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use f various applications 

has been integrated i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Based on 

a pragmatism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esigned an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primary 

students' Chinese writing. The process-oriented writing framework is adopted and 

with an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pre-, mid-, and post-writing 

stages of Chinese writing. It intends to increase their topic knowledge and relevant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patterns, prolong their writing. Twenty students at Grade 4 

in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Hong Kong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study found 

that enhancement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relevant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patterns, improved the interests and production quality of Chinese writing. It also 

helped to develop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writing skills, especially 

for learners with lower proficiency level.  In addi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IT into Chinese writing instruction. Implication of the 

study provides insights to educators into writing instructions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Keywords: Chinese writing as a second language, technology-ass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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