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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校是一所回歸教育學校，本校學生年齡層普遍為 18 歲至 35 歲。他們普

遍只關心自己的事，覺得讀書取得畢業證是他們唯一的目標。認為社會、時事

大部分離他們很遙遠，與他們無關。加上生活上每天面對著學業、工作、家庭

等問題，所以他們不會特別花時間看新聞，留意社會事。同時，近年互聯網成

為了主流的媒體，而且當中的資訊十分多元化，所以他們花更多時間瀏覽消閒

有趣的話題，對於政治未必如對消閒等話題有興趣。此外，他們也因此而少了

閱讀報紙這主要發報新聞的媒體。 

 

因此，我們希望藉此教學活動讓學生知道「他們的視野不僅僅在校園，他

們的生活不僅只在課堂」，他們是社會的未來主人翁，特別是他們「一身多

角」(他們除了學生身份外，有的可能是職員、家長、子女、丈夫/妻子等)，更

應善用自己的角色盡他們公民的使命，貢獻社會，做一個負責任，肯承擔的好

公民，共同建設美好的家園。讓學生知道他們的每一份建議或許會為世界帶來

的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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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授課時間 

（年-月-日） 
節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18 年 

11 月 29 日 
2 節 第一、二節 

實用文─ 

建議書 

建議書教學、練習寫作建議書：

「給學校的建議書」 

80 分

鐘 

2018 年 

12 月 3 日 
1 節 第三節 

實用文─ 

建議書 

議定訪問稿 (工作紙一) 

(12 月 5 日學生課餘時間訪問議

員) 。  

40 分

鐘 

2018 年 

12 月 6 日 
2 節 第四、五節 

實用文─ 

建議書 

學生互相點評「給學校的建議

書」(學生作品)、介紹建議書的

作用、觀看之前訪問議員的片段

反思自身在社會中的角色。介紹

不同的發聲渠道讓學生知道，讓

學生學會理性發表自己的意見及

建議。 

8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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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讓學生學會寫建議書； 

讓學生反思自身在社會中的角色； 

培養學生懂得理性發表意見； 

培養學生關心社會、建設家園的責任。 

二、主要內容 

在課堂中學習寫作建議書，然後寫作練習「給學校的建議書」。然後學生互相

點評。 

派學生代表訪問澳門議員，瞭解議員撰寫一份給政府的建議書的過程，然後在

課堂中播放訪問片段(節錄)，讓全班同學知道生活是離不開建議的，從而讓學

生反思他們在社會中的角色(一身多角)，激發學生關心社會、建設家園的責

任。更從中學習如何尋找合適的渠道理性發表自己的意見及建議，讓社會更和

諧、更美好。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結合「建議書」這一教學課題，組織學生訪問澳門議員，從訪問過程中讓學生

親身瞭解議員是如何撰寫建議書給政府，從中讓學生知道議員的建議很多時候

都是來自市民大眾，讓學生明白他們的視野不應僅僅在校園，他們的生活不應

只在課堂，從而推動學生關心社會。 

四、教學重點 

讓學生學會寫作建議書； 

讓學生學會尋找合適的渠道理性發表自己的意見及建議。 

五、教學難點 

培養學生關心社會、建設家園的責任。 

六、教學用具 

電腦、簡報、工作紙、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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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實用文─建議書 人數 21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5 節 

實施日期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5 節 

日期 2018 年 11 月 29 日 節數 2 節 

課題名稱 
第一、二節 

學習建議書、寫作練習 
教材 補充教材 

單元目標 
讓學生學會寫建議書； 

學生能寫出一份建議書。 

基力要求編號 
A-1-1，A-1-2，B-1-1，B-1-2，B-2-1，B-2-2，B-2-3，B-5-1，B-5-2，E-2-1， 

E-3-3，E-4-1，E-4-2，B-7-1，E-8-1，E-8-2，E-8-3，E-8-4，F-3-1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1. 教師提問： 

 甚麼是建議？ 

 為甚麼要把建議寫成「書」，而不是口頭建議呢？ 

學生思考，自由回答。 

教師補充訂正。 

 

 

 

 

2. 教師介紹寫作建議書的目的和場合。 

 

 

 

 

 

 

 

3. 教師介紹建議書的兩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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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介紹寫建議書時行文注意事項。 

 

 

 

 

 

 

 

 

5. 教師教授建議書的格式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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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分組討論： 

通過範例讓學生討論寫作建議書時需要注意的要則 

(學生上台發言) 

教師補充訂正： 

建議書的寫作要則有以下三點： 

(1)建議要有針對性： 

建議要針對前言提出的實況，以求解決當前面對的

問題，若前言與建議全無關係，則會令全文的主題

含糊不清。 

(2)建議要可行性： 

提出建議時，必須就合法、人力、物力、社會大眾

接受程度等方面，考慮建議的可行性。 

(3)建議要具體性： 

站於讀者的立場，若不清楚具體的實施方法及預期

效果，他們是不敢貿然接受有關建議。 

為了說服讀者接受建議，除了主張以外，務須交代

施行的方法及簡介預期效果，以顯示建議可以及值

得施行。 

 

 

7. 學生模仿範例，寫一篇對學校建議書。 

(不少於 500 字) 

(在本節上課前，教師已叫同學搜集學校需要改進的

地方，同學可以自己實地考察、可以訪問不同班級

的其他同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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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實用文─建議書 人數 21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5 節 

實施日期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5 節 

日期 2018 年 12 月 3 日 節數 1 節 

課題名稱 
第三節 

擬定訪問問題 
教材 補充教材 

單元目標 
學生能討論並擬定訪問議員的問題。(12 月 5 日：學生課餘時間訪問議員) 

學生能自行討論、落實訪問分工安排。 

基力要求編號 B-5-1，B-5-2，F-4-1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1. 學生討論並擬定訪問議員的問題，並完成工作紙。 

教師引導、訂正。 

 

2. 學生討論並落實採訪工作的安排及分工(主持、拍

攝、字幕、剪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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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實用文─建議書 人數 21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5 節 

實施日期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科目每周節數 5 節 

日期 2018 年 12 月 6 日 節數 2 節 

課題名稱 

第四、五節 

點評同學作品及 

反思自身在社會中的角色 

教材 補充教材 

單元目標 

學習建議書的作用； 

學生能點評同學的文章─「給學校的建議書」(學生作品)； 

學生能通過觀看之前訪問議員的片段反思自身在社會中的角色； 

學生能學會尋找合適的渠道理性發表自己的意見及建議。 

基力要求編號 A-1-1，A-1-2，B-1-1，B-1-2，B-2-1，B-5-1，B-5-2， B-6-4，B-7-1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1. 前堂回顧。 

 

 

 

 

 

 

 

 

2. 教師預先在同學前堂寫作的「給學校的建議書」

中，選出一篇典型的文章，讓學生在課堂中討論、

然後學生點評。 

 

教師補充、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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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學彼此交換作品「給學的建議書」，分組討論，

然後上台點評。 

 

4. 教師小結：建議書的作要則(以同學作品「給學的

建議書」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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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提問：想一想，我們為甚麼要寫建議書？建議

書有甚麼作用？ 

 

學生自由回答。 

教師補充、訂正。 

 

 

 

6. 教師提問： 

 你現在的身份角色是甚麼？ 

 你如何看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 

 你認為自己要負起哪些責任？ 

    甚麼責任對你來說是重要的？ 

 你認為自己有否承擔責任和盡自己的義務呢？ 

 

學生分組討論，自由回答。 

教師補充、訂正。 

 

7. 教師引用魯迅的說話小結 

我的視野不僅僅在校園，我們的生活不僅只在課堂 

「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魯迅 

擁有多重身份角色的你們，視野應該更廣闊，能發

現更多問題，提出的建議更廣泛全面。所以作為社

會棟樑的你們，應該如何善用你們的權利和義務

呢？這個值同學們深思。 

 

 

8. 教師播放同學代表於 12 月 5 日在課餘時間去採訪

黃潔貞議員的片段(4 分鐘)，讓同學們明白其實社

會上很多的聲音都是來自一般的市民、各行各業的

職工、學生等，希望同學可以善用自己「一身多

角」的優勢，發揮自己的所長，關心社會、建設社

會。 

 

教師引用明朝大儒顧憲成的說話「風聲雨聲讀書

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點

出我們的建議書看似是一份文件，但說到底是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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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腸。我們每一個公民的使命，就是共同建設美好

的家園。我們的每一份建議或許會世界帶來具大的

變化。 

 

 

 

 

 

 

 

 

 

 

 

 

 

 

 

 

 

 

 

9. 教師介紹市民提意見的渠道。 

教師：我們要關心社會，要善於發現問題，解決問

題，提出建議，但我們要在合適的渠道理性的發表

自己的意見，才能使社會更和諧、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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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啟發式教學和小組合作學習方法，教師先給予範例讓學

生自己總結寫作建議書的要則，然後讓學生自行模仿範例寫作一份關於學

校的建議書。從學生身邊的事物出發，與自己切身利益有關，學生易於創

作，容易取得成功感。最後，學生分組互相點評同學的作品，學生在互

動、互評中學習，汲取他人寫作技巧。 

 
 訪問澳門議員的題目由學生自己擬定，所以訪問的內容都是學生感興趣的

問題，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使學生更投入課堂，參與度較高。組織學生

外出訪問平時較少接觸的議員的教學活動，讓學生親身瞭解到其實社會上

很多的聲音都是來自一般的市民、各行各業的職工、學生等，只要他們願

意，任何時候都可以找到合適的渠道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讓同學可以

善用自己「一身多角」的優勢，發揮自己的所長，關心社會、建設社會。 
 
 在課堂討論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同學最重視的都是與個人層面有關的責

任，只有極少數同學表示會愛護自己的社區、關心澳門事務都是他們應盡

的責任，但這一少部分同學卻沒有再進一步以社會行動去表達這種關心與

承擔。有的同學更需要教師多次引導才會想到我們應該關心澳門。可見同

學們對公民參與的態度仍稍欠積極。另外，對於國家的責任，則只有極少

數的同學主動提及。同學們表示自己對祖國的認識不足，更不認為自己有

能力去貢獻國家，為國家出一分力，可見同學們的信心不足。但有趣的是

大部分同學都表示自己很愛國，非常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 
 
 部分學生要輪班工作，導致缺席情況普遍，部分學生只參與部分教學活

動，因學生未能全程參與教學活動，所以在寫作時部分學生未能達到老師

的要求。 

老師們多鼓勵需輪班工作的學生出席日夜互補班(鑒於本校學生經常需輪班

工作，所以學校增設了日夜互補班，以改善學生因工作而缺勤的情況) 。 
 

 外出訪問議員的活動因為在非上課時間進行，大部分學生要上班，因此只

能部分學生作代表出席。 

讓學生在訪問過程中進行拍攝，然後在課堂中播放，讓未能出席的學生都

能參與訪問中。 

 
 部分學生並不是正規接受連續教育，因此基礎較弱，學生程度參差，少部

分學生詞彙量較少，而且不知如何下筆創作。 

教師設計寫作題目時選擇題材要貼近學生生活，有趣味性的，必須要由少

字數著手，引導他們習慣寫作，喜歡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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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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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學生採訪議員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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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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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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