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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同學跟爸爸媽媽一起閱讀 

 

(一) 整理書包技巧 

 

➢ 把手冊內的課堂時間表放大影印，並貼在家裏當眼的位置。 

➢ 可使用不同的顏色顯示不同科目，令時間表更清晰易明。 

➢ 一邊參考課堂時間表，一邊把所需的書本或用具放在桌上，從第一

堂開始，逐堂檢視所需物品。 

➢ 檢查桌上的物品齊全後，將課本根據大小放好，先把較大的書本放

在較近背部的地方，再把較小的書本放在前面。 

➢ 先放功課袋，然後放課本，再放尺寸較小的練習簿及筆袋等物件。 

簿本書籍這種較薄的物品，靠著書包背面平整擺放，放的時候注意

大小尺寸排序，大的往後，小的往前。 

➢ 重物置中，兩側放瘦長的物品：像水壺、雨傘、鉛筆盒、圓柱形筆

袋，記得要平衡重量。 

➢ 善用書包分隔，將小物件(如：紙巾、水樽及口罩等)分類放好。 

➢ 把整理好的書包放好在日常擺放的位置。 

 

整理書包口訣： 

「先放重，再放輕，方向要一致，奇形怪狀最後放。」 

 

 

 

 

 

 

 

 

資料來源：協康會賽馬會「吾讀吾識」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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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收拾書包的五個步驟 

 

 

 

 

 

 

 

 

 

第一步：準備上課時間表及家課表

第二步：依次收拾書本及簿冊

第三步：檢查功課及通告後放入功課袋

第四步：檢查筆袋齊文具

第五步：留意特別課堂

（例如視藝科用品、Reading Lesson圖書及Reading Bag）



6 

 

 

 

 

 

 

(二) 學習技巧 

  

  

 

 

 

 

 

 

 

 

 

 

 

 

 

 

 

 

 

 

 

 

 

➢ 記錄和檢查家課，減少欠交家課的情况 

 把家課項目抄齊，與同學互相檢查家課冊。 

 把習作紙放入膠套(folder)內，方便交給老師。 

 利用檢核表(checklist)監察進度。 

 

➢  把家課分成小部分或若干步驟完成 

 分階段完成繁重或複雜的家課 

 把複雜的作業分成較短、較簡單的「小型家課」。 

 定下完成家課的時限和給自己獎勵。 

 

➢  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 

 選一個安靜、舒適的學習環境。 

 光線充足、温度適中、空氣流通。 

 在一個固定的地方溫習，桌椅高度適中。 

 開始做功課之前，準備好所有學習所需要的物資，例如： 

文具、螢光筆、環保紙(用來練習默寫或用作算草紙)等。 

 把跟學習無關的物件移開，避免分散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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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效的閱讀策略  

 

K-W-H-L 策略： 

K  “What I knew”我已經知道些甚麼？ 

W  “What I want to know”我想知道些甚麼？ 

H  “How can I know”我如何可知道？ 

L  “What I learned”我學到些甚麼？ 

 

預測： 

➢ 閱讀前：看看封面、書名和作者名等，然後預測一下故事的內容。 

➢ 閱讀中：預測將會發生甚麼事，例如：猜猜究竟主角會怎樣做？ 

➢ 閱讀後：你有哪些預測猜中了？為甚麼你會猜中的？ 

 

認識故事結構： 

➢ 故事的結構，主要可分為背景與事件。 

➢ 背景：時間、人物與地點 (時、人、地)。 

➢ 事件：發生甚麼事、問題如何解決或其經過事件，最後是結果(起

因、經過、結果)。 

 

圖像化/視覺化：用圖表幫助記憶/組織 

➢ 把故事或文章的文字轉化為圖像，令內容變得更生動、更具體。 

➢ 用五個知覺系統（視聽味嗅觸覺）在腦中形成一幅圖，以反映文章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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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閱讀，邊問問題： 

➢ 如問甚麼、何時、何地、怎樣和何人等事實性問題（六何法提問

法）。 

➢ 如問「為甚麼..」等問題。 

➢ 如問「你認為…」「你如何得知…」等問題。 

 

聯想： 

➢ 嘗試把故事中的情節與你的生活和經驗拉上關係。 

➢ 從故事中的文字中去聯想相關的文字和詞語。 

 

推論/推理： 

➢ 推測字詞之外，也可以推測文中的一些因果關係等。 

➢ 閱讀後：推論主角的性格，有甚麼事情支持你的想法？ 

 

找出主旨及重點： 

➢ 閱讀後：從文章或故事中找出你認為最重要的部份。 

➢ 為甚麼這是最重要？有甚麼事情與這個重點有關？ 

 

 檢視理解 (高層次的閱讀策略) ： 

➢ 檢視自己在閱讀的過程當中有哪些地方不明白。 

➢ 是甚麼原因以致不明白？是背景資料不足嗎？是字詞太深？ 

➢ 當找到自己的閱讀問題所在時，便應針對該問題而作出適當的解決

方法，以提升自己的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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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階思維策略(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s)   

 

1.五感觀察法 

甚麼是五感觀察法 (Five senses)？ 

    五感觀察法又名感官描寫法。作者通過各種感官的感受，包括視

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來描寫景物。 

 

 

 

 

 

 

例子：請同學到菜市場去走一趟，把四周觀察所得列寫出來，並運用所

得資料寫作短文。 

感官 相關字詞/句子 

視覺 看到：肉販…… 

聽覺 聽到：討價還價的聲音…… 

味覺 吃到：又甜又多汁西瓜…… 

嗅覺 聞到：汗水味…… 

觸覺 摸到：滑溜溜的魚…… 

<<到菜市場去>> 

    星期日，我跟媽媽到菜市場去。我                             

                                                             

聽覺： 聲音 

視覺： 顏色、體積 

嗅覺： 氣味 

味覺： 味道 

觸覺： 重量、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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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何法 

 

甚麼是六何法 (6W)？ 

運用六何：何人、何事、何時、何地、為何、如何，以多角度探討事物

/事件/問題等。 

 

例子：請運用「六何法」，把《藍色的樹葉》的文章內容填於表內。 

 

 

 

 

 

 

 

 

 

 

 

 

 

 

 

 

 

 

 

 

 

 

 

 

 

如果你是文文，你會借綠顏色筆給青青嗎？為甚麼？  

 

藍色的 
樹葉 

何地？ 

事情發生在何地？ 

何事？ 

上視藝課時，發生

何事？ 

為何？ 

文文為何不想借筆給青

青呢？ 

 

何時？ 

事情發生在何

時？ 

如何？ 

青青如何完成她的畫？ 

文文如何反應？ 

何人？ 

故事裏主要有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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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表比較圖  

 

甚麼是列表比較圖 (Tabular forms)？ 

那是以表列形式把兩項或以上的事物 /文章/事件等進行比較，從而對
有關資料作整理與分析。 

 

例子一﹕ 

    在《奇怪不奇怪》一文中，作者指出「我」在幼稚園是大哥

哥，可是進了小學後卻成了小弟弟。試運用列表比較圖，說出幼稚

園和小學階段不同的地方。  

                                 

 

 

或 

 

 

 

 

例子二﹕ 

    根據《隱形心意卡》和《一張便條》兩篇文章，試運用列表

比較圖說出便條和心意卡的不同之處。 

 

 

 

 

 

 

 

 

 幼稚園 小學 

校服 ✓ ✓ 

功課 ✓ ✓ 

午睡時間 ✓  

遊戲時間 ✓  

 幼稚園 小學 

上學時間 至 至 

學校設施   

學習科目 共     科 共     科 

功課量 多/ 少 多/ 少 

校服 有 / 沒有 有 / 沒有 

 便條 心意卡 

目的 向別人傳達信息 代表自己對別人的心

意。 

格式 a)收信人    

b)  

a)收信人    

b) 

日期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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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温氏圖  

 

甚麼是温氏圖? (Venn diagram) 
温氏圖能讓我們對人或事的相同和相異之處一目了然。它是由兩個圓圈

組成，中間重疊的部分是兩者相同之處，不重疊的部分則是它們的不同

之處，而且兩者所比較的項目性質必須相同。 

 

例子﹕請以温氏圖比較下列兩種動物的特徵。 
 

 

 

 

 

 

 

 

 

 

 

 

 

 

 

 
 

你認為圖Ａ和圖Ｂ是同類動物嗎？為甚麼？ 

                                                                   

                                                                   

Ａ            Ｂ 

嘴是扁的 嘴是鈎形的 身體有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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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面因素 

甚麼是全面因素 CAF (Consider All Factors)？ 

那是探究造成一個現象 /促使一件事件發生的所有因素。重點在於窮盡

所有因素，當中的因素有推測成份。 

 

例子﹕試運用「全面因素」分析《兩兄弟》一文中，弟弟按照石頭上所

寫去做的原因。 

 

 

 

 

 

 

 

 

 

 

 

 

 

 

 

從以上的結果，你們認為弟弟是一個怎樣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弟弟按照石頭
上所寫去做的
原因 

害怕別人捷
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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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兩面思考 

甚麼是兩面思考﹖(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那是設身處地考慮及探討通常有著不同立場的兩方對同一件事物/事件

或一個問題各自的看法或態度。看法可以分正面、反面﹔或不一定是

正反兩方，也可以是男對女、家長對孩子、老闆對員工的看法等，即

使是同一方的人，當中都可存在贊成或反對的聲音。 

Example 1 ﹕Are Dogs Really Our Friends Or Not? 

 

同意/贊成/Pros 
 

• good companion 

•  
 

 

不同意/反對 Cons 

 

• bite people 

•  

 

Dogs are/ are not our friends because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子： 小朋友應該吃糖果嗎？ 

家長立場                           小朋友立場 

 

 

 

 

                                                
 

⚫ 糖果對牙齒無益 

⚫ 吃糖果可能 

⚫  

⚫ 糖果很美味 

⚫ 糖果對小孩子是一種獎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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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角度思考 

甚麼是多角度思考 (Multiple perspectives)？ 

那是學習技能的一種，「多角度」必須廣泛包括：不同社群（例如性

別、種族、階級、年齡等族群）、不同學科的概念（經濟、科技、語

言、文化等）、不同層次的問題（六何）、不同時間（長、中、短時

段）、不同地域（家庭、社區、國家、全球）等多方面角度。 

 

例子：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倡議立法全面禁煙，試用「多方觀點」 

     分析不同人士意見。 

 

 

 

 

 

 

 

 

 

 

 

 

 

 

 

 

 

你贊成立法全面禁煙嗎？為甚麼？ 

                                                             
 

對立法全面禁煙的觀點 

吸煙 

人士 

政府 

非吸

煙人

士

也許是個戒煙的 

好機會，但就沒

有選擇的自由。 

贊成立法全面禁煙，

因為可以避免吸入 

二手煙。 

煙和三手煙。 

可以減少因吸煙引

致的死亡個案，又

可以減輕醫院的醫

療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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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六頂帽子思考法  中的紅、白、黃、黑帽 

 

甚麼是六頂帽子思考法 (Six Thinking Hats)？ 

那是運用象徵不同角度 / 判斷的顏色帽子思考法去探討事物/事件/問

題等。 

 白帽﹕代表思考中的事實和客觀資料。 

 紅帽﹕代表思考中的情緒感覺。 

 黑帽﹕代表思考中的缺點或反面觀點。 

 黃帽﹕代表思考中的優點或正面觀點。 

 

 

1. 有人提議﹕孩子每天交齊功課，都會獲得獎金，試用黃帽和黑帽 

   評估這個提議。 
 

思考過程﹕ 
 

  紅  + 白   黑  + 黃    

 1.有人提議孩子每天交齊功課後有甚麼後果？你對此項建議有何 

感受﹖(白帽、紅帽) 

 

 2. 此項建議有甚麼好處？有甚麼不對？為甚麼？  

(黃帽、黑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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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學解難策略 

 

 

 

 

 

 

 

 

 

 

 

 

 

 

 

 

 

 

 

 

 

 

 

2. 綜合法 

從題目中已知的資料出發，根
據它們之間的關係和題目的
要求，逐步找出未知的資料，
最後綜合所有資料，從而找出
答案。 

1. 繪圖 

透過繪圖可以把題目中的數字
具體化，聯繫各項資料的關係，
有助分析已知的資料，從而找出
解決的方法和答案。 

3. 列舉法  (窮盡可能性) 

根據題目的要求，有系統地考慮
各種可能性，並把符合要求的結
果列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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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試誤 

根據題目提供的條件，
先作合理的估算，然後
把全部組合臚列，再從
中找出符合題目要求
的一個組合，便可找出
答案。 
 

5. 簡化問題 

把複雜的問題簡略，分
拆成若干部分，透過解
決小問題，綜合所有的
資料，找出解題的方
法。 

6. 邏輯推理 

用邏輯推理解答問題，先要掌握
所有已知資料，再從數的性質或
圖形的直觀性等方面尋找隱蔽
性的資料，有條理和有次序地進
行推理與分析。 

7. 尋找規律 

規律是指事物或數字
有系統地出現。解答題
目時，可以從兩組相鄰
的事物或數字找出它
們之間排列變化的規
律，從而找出解題的方
法。 

8. 逆轉思維 

從題目的最後結果 

一步一步地向前逆
推，找出之前各階段
的資料，以計算出原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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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考試技巧 

紓緩考試壓力的最佳方法，是盡可能做好準備。 

 

平日上課： 

➢ 了解考試安排，把相關資料寫在日曆上： 

 這個學期會有多少次考試，多少次小

測驗？ 

 每次考試所佔的比重如何？ 

 在甚麼時候舉行？ 

➢ 訂定計劃：根據以上信息，例如考試的日期和重要性，制

定計劃，分配學習時間。 

➢ 編排時間表：編排時間要明確知道自己應該優先考慮的事

情，並切實執行，防止拖延。 

➢ 定期複習：定期複習讀書筆記和課堂筆記。 

 

考試前(衝刺階段)： 

考試前一周或幾天，同學要集中精神、放鬆心情地進行考前複

習。在這段時間的目標是讓大腦在考試的時候能迅速地回想起考試

所需要的相關信息。 

 

➢ 齊集複習所需的材料：齊集所有的複習材料，包括課本、課

堂筆記、讀書筆記等。 

➢  制定時間表： 

 先温習重要和佔分比重較多的科目。 

 要安排充足的時間，確保能複習所有的要點。 

➢ 熟習所温習資料： 

  進行大量訓練、應用練習。 

  向同學講解、製作重點卡和默寫關鍵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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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測： 

 背誦或者默寫 

 做考試模擬題 

➢ 對付焦慮：減輕焦慮的唯一 

方法就是為考試進行充分準備 

 

考試當日： 

➢ 在考試前一晚準備好所有的考試用品，例如：足夠數量的原

子筆、筆芯、鉛筆、橡皮、改錯帶、替換帶、尺子、計算器

及其他准許帶入試場的用品。 

➢ 在考試前一晚有充足的睡眠 

➢ 考試前幾個小時，不宜記新的知識。利用這段時間回顧並複

述已經記過的知識。 

➢ 要吃早餐，但不要吃得過飽 

➢ 放鬆：既然已準備好了，就放鬆下來，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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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答卷技巧 

 

➢ 快速閱讀試卷問題一遍，以便了解篇章內容大意。 

➢ 再閱讀整份試卷一遍，包括所有指示，並查看須作

答的試題數目。 

➢ 決定揀選哪些題目作答，並劃上記號。 

➢ 仔細審題： 

 想清楚答案的類別 

 把問題的關鍵字劃上底線，然後作答 

 細心查看試題的用語，不要誤解試題 

➢ 列出作答每題的時間： 

 根據分值安排每個部分應花費的時間。如果考試時

間是兩個小時，一道論述題是 25%的分值，那同學在
它上面花費的時間就不要超過半個小時。 

➢ 要嚴格遵守每題的時間安排，有剩餘時間才返回未 

 做完的部分。 

➢ 先答最容易的問題，有助建立信心。 

➢ 開始作答前記下關鍵字或分段的標題，並加上編號。 

➢ 用清楚簡短的句子，留意分段和標點符號的使用。 

➢ 字體要清晰。 

➢ 不要早交卷，完成後再翻看。 

➢ 校對︰標點符號、遺漏、錯別字、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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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應付不同題型的方法： 

(A) 多項選擇題： 

➢ 先易後難。先做容易的題，其次是那些需要動腦筋的題目，

最後再做那些基本上要靠猜測的題。這樣做可以確保在容易的

題目取得分數， 而且也可以增強作答信心，以應付後面比較難

的題目。 

➢ 仔細了解題幹和每題可選項，不要急於做出結論。 

➢ 先排除明顯錯誤的選項，逐項排除，縮小範圍。 

➢ 删除贅餘信息，化繁為簡。 

➢ 選擇最正確的答案。要是有些選項看起來很相似或者也說

得過去的， 最有效的辦法是直接選擇第一個看似合理的選項。 

➢ 看清題目和選項。把關鍵詞、時態、複數等圈起來或劃線，作

為線索。 

 

(B) 是非題： 

➢ 認真審視題目，圈出錯誤的地方。 

➢ 先易後難，確保會做的題能得分。 

 

(C) 論述題： 

➢ 論述題的目的是測驗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組織相關信息的

能力和連貫表達的能力。同學作答時應注意﹕ 

➢ 先列提綱：每次答論述題之前，至少要用十分之一的時間

進行這項工作。假如有30分鐘，須花至少3分鐘來列提綱，思考
要盡量全面，包括各要點。但是這也不要花太多時間於這部

分，以免不夠時間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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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到有問必答、回答到位、認真審題，並注意指令性的詞語，如： 

比喻、對比、討論、敍述、解釋、贊成與反對、差別、意義、評

論、簡述、總結、證明、說明、證實等。 

➢ 注意特殊要求，例如：是否要求舉例？是否要求根據特定原理

或者事實解釋說明？ 

➢ 不大懂的題目都要嘗試作答，因為這些題目所佔的分數往往比

別的題型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