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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青少年的成長階段裡，他們渴望和同齡的人發展成朋友關係，並從中得到他們的理解、認同和

接納，而在日常生活裡，他們亦往往花上很多的時間與同儕好友相處，足見同儕關係對於青少年的成

長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潘秋燕、張弘勳，2018）另外，在成長的過程中，由於青少年與同儕相處、互

動頻繁，所以同儕能夠對他們的認知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故此，我們不能忽略同儕關係（peer 

relationship）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王淑玲、謝筑虹，2007）。事實上，友誼對人類的成長及發展具

有正面的作用，這是因為真正的友誼具有以下的重要特質，包括：真誠相待、互相支持、共同信任、

消除孤單、互惠互愛等，能夠讓人持續不斷地投入情感，並發展出正向情緒及情感（許淑溫，2009）。

而不少研究也指出，同儕接納對於個體的人格發展及生活適應能力，具有積極而重要的影響，能夠為

他們帶來正向的情緒（莊淑婷、謝瑩慧，2010）。由此可見，友誼是青少年所希望得到的東西，而最

重要的，就是友誼對他們的成長具有正面、推動之作用，使他們能夠得到心靈上的支持，進而以積極

的態度去面對一切的困境，並與朋友一起攜手跨越之。因此，教師應思考如何協助學生發展良好的同

儕關係，使他們都能夠一嚐友愛帶來的喜悅，並因此而產生正向情緒，並因得到支持而盡力跨越困難。 

  事實上，良好的友誼關係能夠為個體帶來支持，並使他們得到情感及安全感的滿足，消除他們的

偏差行為及心理疾病（鄭芬蘭、楊晴閔、黃秋華，2008），若個體欠缺與朋友的親密互動經驗，那麼

他們將於日後出現生活、人格，以及社會化之障礙（林慧姿、程景琳，2006）。回顧研究者所處的教

育現場，不少初中學生都因為與同儕相處的問題而發生衝突，部分學生更因此而出現情緒困擾，並影

響到日常的學習表現。事實上，「朋友」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五倫關係之一，涉及中國文化、品德情意

的語文教育範疇。因此，研究者希望能夠從中文教育方面著手，運用具教育功能的華語流行曲（文學

作品），教授學生友誼的真正意涵，讓他們從中理解到朋友的重要性，並學會珍惜朋友、關愛朋友、

愛護朋友的道理。同時，這也可以讓他們從中儲積寫作材料，以為他們在創作長篇寫作之時，提供以

品德情意為本之寫作靈感。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透過是次教學過程，讓他們建立出正確的價值觀。 

二、文獻回顧 

（一） 中國語文科與品德情意教育 

  中文科向來重視學生的品德情意發展。中國語文教育除了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外，還著重陶冶他

們的性情，以及培養他們應有的品德，希望藉此引發他們的自我反思，進而自覺地進行道德實踐（香

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事實上，中文教育除了培養學生的讀、寫、聽、說能

力外，還包括培養他們的情意能力，讓他們能夠了解自我、管理情緒、與人良性互動等（王素琴，2015）。

例如：透過引導學生賞析現代文學作品，提升他們的人文素養，以及人文關懷的精神，進而使他們成

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莊文福，2007）。由此可見，中文教育不只重視教授學生相關的技能及知識，

而且更強調培養學生應有的品德情意，讓他們能夠從中得到成長的機會，並且成為一個「全人」。 

（二） 華語流行曲與中國語文教育 

  華語流行曲能夠提升學生對中文科的學習興趣。以華語流行曲作為中文教學的材料，不但能夠讓

學生減少學習壓力及焦慮，而且更能夠讓他們在中文學習之過程中倍感輕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

自然對中文學習產生濃厚的興趣（吳善揮，2014a）。另外，華語流行曲是年青人的流行文化象徵，即

是他們與朋輩之間的共同語言，若教師能夠以之作為教學材料，學生自然能夠倍感親切、有趣，並認

為老師照顧他們的需要，那麼他們自然有更強的動機學習中文知識（吳善揮，2014b）。由此可見，華

語流行曲既切合學生的生活經驗，而且又能緩減他們的學習壓力，是培養學生學習中文科興趣的利器。 

  華語流行曲具有豐富的中文科知識讓學生學習。華語流行曲與中國文學有着深厚的淵源關係，其

承接着《詩經》、樂府、宋詞之發展，在中國文學領域中具有一定的地位（黃志華、朱耀偉，2009）。

事實上，華語流行曲蘊含着豐富的文學技巧及意象，對於學生而言，這是學習語文及文學的極佳材料

（吳善揮，2015）。同時，華語流行曲也可被應用於不同的語文教育範疇，包括：字詞、文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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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知識、品德情意（吳善揮，2014b）。由此可見，華語流行曲具有語文教育的功能，只要教師能夠

選取優秀的作品作教學，並按照學生的需要而設計教學，那麼學生便可以從中提升語文能力。 

  華語流行曲能夠疏導學生的內在情緒。學生喜愛聆聽不同的華語流行曲，並以之作為舒緩壓力的

工具，這不但證明華語流行曲具有音樂治療的功能，而且當中富有生命教育意義的歌詞，亦能夠發揮

閱讀治療的效果，對他們的情緒治癒具有正面的效果（吳善揮，2017）。另外，華語流行曲能夠疏導

學生的內在情感，讓他們得以消除對學習方面之負面情緒，而內容勵志的華語流行曲更能夠引發出他

們對生命熱愛之情（吳善揮，2014b）。由此可見，華語流行曲能夠對他們的情緒產生正面作用，使他

們得以消除因困難而出現的負面看法，使他們再次得到力量重新出發，而最重要的，就是他們能夠藉

此建構出正向思維、正向情緒，使到他們能夠持續地充滿力量，以應付未來持續不斷的挑戰。 

（三） 「友誼」於品德情意教育之重要性 

  「友誼」關係到學生的人際互動，是情意教育重要的一環。中國語文課程中的情意教育共分為三

個層次，第一層「個人」：優化學生的人格；第二層「親屬‧師友」：培養學生對他人的關愛精神；第

三層「團體‧國家‧世界」：能夠推己及人，發揮民胞物與之精神；當中，在「親屬‧師友」之層面，

中文科教師應培育學生關懷顧念之精神，以使他們能夠學會友愛朋友，尊重他人的權利及感受（香港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事實上，讓學生學習如何與他人保持適宜及平衡的關係，

就是品德情意教育的核心目標之一，而「朋友」、「知己」也是個體與他人之間，相互保持平衡的理想

狀態（林晉士，2007）。由此可見，「友誼」作為中文科品德情意教育的主題，實在有其重要性及價值，

而且如何與同儕維持友好關係，也是學生切身的生活問題，故教師不能夠對之予以忽略。 

三、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中一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兩個班級），當中共有 48 人，部分學生具有特殊教育的需要

（SEN）。在中文科成績方面，他們的表現未算理想，例如：寫作欠立意及深度、寫作取材與立意欠

配合、未能夠理解文章之深層次意義等。由於他們未能夠於中文科取得良好成績，故欠缺對中文科的

學習動機及興趣。雖然如此，他們與研究者之間存有融洽的師生關係，願意聽從老師的指示及教導。

這為開展本次的研究，奠下良好的基礎。為了提升本次教學研究的準確度，研究者也以另外兩班的中

一級學生（共有 46 人）為對照組，以了解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差異。 

四、研究問題 

1. 華語流行曲教學能否提升學生對中文科的學習興趣？ 

2. 華語流行曲教學能否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意（對友誼之正確觀念）？ 

五、研究方法 

  研究者採用了寫作測試、問卷調查，以及教師觀察，以評量是次研究的真實成效。在紙筆評估方

面，研究者設置了前測（師友之情）、後測（同儕之情），以了解他們對品德情意（對友誼的觀念）的

掌握程度，而兩次測試之內容、題型及深淺度相若，以維持紙筆評估的準確度。在問卷調查方面，研

究者自設問卷（曾經與經驗教師進行討論），並於課程結束後派發給學生填寫；問卷共設 10 題，設計

採用五欄式選項。在收集紙筆評估及問卷數據後，研究者便運用 SPSS 24.0（統計產品與服務解決方

案）對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在教師觀察方面，研究群曾進入實驗組的教室進行觀課，以觀察學生對於

教學內容及教學活動的真實反應，一方面能夠促進研究群的專業發展及成長，同時，也能夠讓研究者

在參考意見後，修訂相關的教學內容、流程及架構，以提升中文科課堂的教學效能。 

表 1 寫作測試題目 

前測 試以「這一次，我讓老師生氣了，我真的感到很後悔。」為首句，續寫這篇文章。 

後測 試以「這一次，我傷害了朋友，我真的感到很內疚」為首句，續寫這篇文章。 

六、課程實施及研究流程 

  （一）實施前測（實驗組、對照組）；（二）實施教學：在實驗組方面，研究者採用跨篇章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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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即先教授學生課程指定的古詩及新詩，之後再教授他們相關的華語流行曲，以讓他們能全面、

正確地理解友誼的觀念，最後，學生需按照主題，寫作不少於 100 字的微寫作，在對照組方面，研究

者只教授學生課程指定的古詩及新詩，之後再完成相關的工作紙及微寫作；（三）實施後測（實驗組、

對照組）；（四）填寫問卷（實驗組）；（五）研究群對數據加以分析及討論，並撰寫相關的論文報告。 

七、結果及分析 

（一） 寫作測試 

  整體而言，實驗組學生都能夠建構出對「友誼」的正確觀念。以下是紙筆評估的結果： 

表 2 比較實驗組、控制組之前測成績（獨立樣本ｔ檢定） 

 學生數目 平均差 顯著性 顯著性（雙尾） 

實驗組–控制組 94 .05254 .826 .738 

*p<.05、**p<.01、***p<.001 

  從表 2 顯示，實驗組（M=2.79、SD=0.77）及控制組（M=2.74、SD=0.74）在前測的成績上，並

沒有任何顯著性之分別，而 p>.05（p =0.336）。故此，兩組學生對於友誼的理解及感悟之深度相若。 

表 3 比較實驗組、控制組之前測及後測成績 （成對樣本ｔ檢定） 

 平均數 學生數目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t 值 

實驗組(前測 – 後測) -3.20833 48 .71335 .10296 -31.160*** 

控制組(前測 – 後測) .043478 46 .206185 .030400 -1.430 

*p<.05、**p<.01、***p<.001 

  根據表 3 的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所得分數之平均值有顯著之上升，而 p < .001（p =.000）；而

控制組學生所得分數之平均值並沒有任何顯著之改變，而 p > .05（p =.160）；故此，華語流行曲教學

能夠有效地建構學生對「友誼」的正確觀念，即其對提升學生之品德情意具有一定的成效。 

  另外，從學生的寫作測試內容中，包括：寫作取材、文章立意、反思部分，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

能夠掌握相關的品德情意元素，如下： 

表 4 寫作測試（後測）示例簡表 

學生 反思段內容（節錄）（原文可參考附件） 

A 在過程中，我學會了甚麼時候都要相信朋友，不要隨便誤會他，要珍惜他對我的好。 

B 更不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威迫朋友，也不應該用言語去攻擊朋友，要學會尊重朋友。 

C 朋友，我會珍惜我們之間的友誼，希望我們可以一直到老。最後，我和所有朋友說，時光不老，我們不散。 

D 朋友之間應該多加溝通，以加強彼此的信任，避免大家的關係受損。 

E 我明白到我們不應該沒有想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便怪責朋友，否則傷害朋友後，我們便難以補救了！就好

像一個花瓶破碎了，雖然修復了，但是仍然留有裂痕，永遠也不能夠完好無缺。 

（二） 問卷調查 

  由表 5 顯示，通過華語流行曲教學，實驗組學生都能夠建立對中文學習的興趣（各題的平均值皆

在 4 分之上）。 

表 5  寫作興趣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參加這次教學研究後，我增加了對中文科的學習興趣。 4.50 0.65 

2. 在學習的過程中，我比從前更為專注老師的講授。 4.52 0.65 

3. 在學習的過程中，我更主動參與課堂活動。 4.40 0.76 

4. 在學習的過程中，我願意分享我的成長經歷。 4.31 0.90 

5. 在未來，我希望老師繼續運用華語流行曲教授中文科。 4.58 0.68 

  由表 6 顯示，通過華語流行曲教學，實驗組學生都能夠對相關品德情意元素及知識點（建立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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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有態度）有所掌握（各題之平均數均接近 4 分之水平）。 

表 6  品德情意認知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參加這次教學研究後，我增加了對友誼的理解。 4.46 0.71 

2. 我明白到朋友對我們成長的重要性及意義。 4.42 0.71 

3. 我學會珍惜我的好朋友，並且會於日常生活之中，與他們保持更緊密的聯繫。 4.50 0.71 

4. 這次教學研究對我的個人成長有幫助。 4.44 0.71 

5. 這次教學研究使我深刻地反思到自己與人相處的態度及問題。 4.54 0.62 

（三） 教師觀察 

  研究群裡的教師互相走進對方的教室，以觀察相關教學的實施及學生表現，以供反思之用。以下，

以 Cookies《Forever friend》之教學為例（附於光碟之錄影片段），說明經研究群討論後得出的省思： 

教師 A

評 

教師 B 

學生願意學習，認真專心，並主動回答教師提問，表現不俗；教學流程順暢，而教師作自我分享時（以自己的

紀念冊引導學生明白，縱使我們要與好友分離，也要學會祝福他們），學生對之充滿興趣；惟因課時較緊迫，

故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過程略有不足，建議加長相關教學的時間，以使學生能夠有更多反思的空間。 

教師 B

評 

教師 A 

學生踴躍回答教師提問，亦大致能夠專心聽講，部分學生在聆聽歌曲時，更在哼唱相關的歌詞，可見學生喜愛

相關的華語流行曲教學。在師生討論時，學生都願意分享己見；由於部分學生能力稍遜，所以未能夠在課堂內

獨自完成工作紙，建議設置調適版本，讓他們能夠跟上課堂的進度，並且完成相關的教學工作紙。 

八、 結論及建議 

  本次研究能夠培養學生對中文學習的興趣。本次研究以學生的興趣為本，以貼近他們生活經驗的

華語流行曲作為學習材料，這不但能夠強化他們對於中文學習的興趣，而且更打破了他們以往對中文

科學習的刻版印象，使到他們上課變得更專心，並且願意完成課堂的學習任務。事實上，興趣是最好

的老師，能夠調動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一步一步地達至學習目標，研究者相信，只要尊重學生的需要

及興趣，那麼他們都會願意學習，並且為之而付出努力，直至取得最終的成功。 

  本次教學研究能夠建構出學生正確的價值觀。本次研究以「友誼」為主題，引導學生思考「友誼」

的真諦，並以華語流行曲作為媒介，向他們灌輸相關的價值觀，以及品德情意教學之知識點，例如：

珍惜好友、愛護好友、坦然面對分離、控制自我情緒等，以助他們能夠健康地成長。而研究結果亦反

映出，華語流行曲教學能夠使到他們對歌詞中的品德價值，產生相應的情意反應，並在教師的引導下

將相關品德價值內化，使到他們能夠從中建構出健康的價值觀。 

  基於以上的研究結果，研究者現提出以下建議，供後續研究者及廣大的中文教育同仁作為參考： 

  這次教學研究乃是基於學生當下的成長需要，而以「友誼」作為中文教學研究之主題，以圖讓學

生能夠建構出交友的正確態度，結果發現取得一定的成效。其實，華語流行曲具有不同的創作主題，

並蘊含着不同種類的品德情教育元素，例如：親情、愛情、夢想、珍惜、不畏困難等。因此，研究者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華語流行曲教授學生其他正確的價值觀，以讓他們能夠在德性上持續成長。 

  另外，研究者設置了課後微寫作活動，以讓學生可以藉此機會反思所學的品德價值。事實上，微

寫作要求簡單，例如：字數較少、提供指示，而且還按照學生不同的寫作能力，設計出一式三款的微

寫作導學案，包括：基礎、延伸、挑戰，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也能夠寫出自己的反思。而最重要的，

就是不同能力的學生也願意完成微寫作活動，達到人人也可「有字可寫」的目標，表現極為理想。因

此，研究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微寫作為品德情意教育的反思活動，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也能夠透過

文字去抒發己見，並且反思所學的品德價值，使到相關的品德價值能夠內化為他們的人格。 

  此外，由於課時緊迫，所以學生反思的空間較少。因此，研究者建議後續研究者增加課時，並設

計更多以學生反思為本的活動，以使他們能夠思考品德價值對其的真實意義。而研究者始終深信，只

有透過反思的過程，學生才能夠把所學的品德價值內化，並從中得到真正的成長，成為一個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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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 

教學研究主題 
傾聽‧心曲‧幸福：從柔柔旋律，到點點反思，再到濃濃友誼 

──華語流行曲融入品德情意教學之研究 

適用階段 初中 教學設計者 學校：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姓名：(略) 

科目 中國語文 教學時間 十二節(本教案只展示其中一節內容) 

教學方式 主題式 

教學主題 品德情意教學──友誼 

教學目標 

與 

課堂架構 

一、教學目標 

1. 認識朋友的真正意義，學習建構正面而可靠的友誼。 

2. 加強對朋友的關心與責任感，珍惜難得的友誼。 

3. 建立自我省思能力，反思對朋友的情感與態度。 

4. 培養感恩之心，學習敞開胸懷，向朋友表達感激之情。 

5. 學習面對朋友間的分離，抒發離愁別緒。 

二、課堂架構 
 

課堂 活動 單元教學目標 

一、 

朋友令

我不再

孤單 

 範文教學及師生討論 

 聆聽歌曲 

 歌詞教學及師生討論 

 課堂活動：個人短講「一次朋友安慰我

的經過及感受」 

 完成學習單及微寫作：「在孤單時，我得

到鼓勵」 

1. 認識朋友的真正意

義，反思自己對朋

友的態度； 

2. 珍惜扶助自己的朋

友，感謝朋友在自

己孤單時的鼓勵，

並表達感恩之情。 

二、 

朋友為

我遮風

擋雨 

 範文教學及師生討論 

 聆聽歌曲 

 歌詞教學及師生討論 

 課堂活動：小組討論「好朋友應具備什

麼特質？試談談你的看法。」 

 完成學習單及微寫作：「朋友，遇上你是

我的幸運」 

1. 體認在生活中遇上

不如意的時刻，真

正的朋友會陪伴自

己跨越困境； 

2. 了解朋友應互相幫

助的特質，祝福遇

上挫折的好友。 

三、 

朋友分

別之離

愁別緒 

 範文教學及師生討論 

 聆聽歌曲 

 歌詞教學及師生討論 

 課堂活動：一言勝千金「你的好友要離

開香港了，你有什麼說話要告訴他？」 

 完成學習單及微寫作：「分別的一刻」  

1. 學習面對朋友間的

分離，明白分離積

極而正面的一面； 

2. 抒發離愁別緒，積

極與朋友聯絡，不

輕易放棄友誼。 

四、 

朋友分

別之情

深意重 

 範文教學及師生討論 

 聆聽歌曲 

 歌詞教學及師生討論 

 課堂活動：開心法寶大發現「分享重拾

快樂（因與好友離別而傷心）的方法。」 

 完成學習單及微寫作：「友誼的信物」 

1. 回顧小學畢業的情

景，明白友誼不因

距離改變之道理； 

2. 學習在臨別時送上

信物，學會疏導因

離別而生之愁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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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與 

教學策略 

 

一、教材分析 

課堂 教學歌曲 主旨思想 

一 周華健 

〈朋友〉 

本歌詞藉著抒寫好朋友陪伴作者渡過

艱難時刻一事，說明了我們要與好朋友

互相扶持，並抒發了對好友的感激之

情。 

杜甫 

〈客至——喜崔明

府相過〉 

本詩通過描述作者殷勤待客，說明我們

應為朋友傾注一切心意，抒發對朋友來

訪的欣喜之情。 

二 譚詠麟 

〈朋友〉 

本歌詞藉著寫好朋友在作者患難絕望

中不離不棄，說明了我們要與朋友同甘

共苦，珍惜身邊朋友的道理，並抒發了

對朋友的感恩之情。 

余光中 

〈友情傘〉 

本詩借朋友在暴風雨中撐傘來接作

者，為作者遮風擋雨一事，頌唱友情的

珍貴。 

三 Twins 

〈我們的紀念冊〉 

本歌詞藉著回憶從前與好朋友在校園

相處的美好片段，勸勉我們要珍惜與好

友的友誼，並抒發了對好友的不捨之

情。 

李白 

〈送友人〉 

本詩通過描述送別朋友的情境，抒發對

朋友離去的依依不捨之情。 

四 Cookies 

〈Forever Friends〉 

本歌詞藉着翻開紀念冊回憶與好朋友

在校園相處的美好片段，說明了我們要

珍惜與好友的緣份的道理，並抒發了對

好友的顧念之情。 

李白 

〈贈汪倫〉 

本詩作者以潭水深千尺比喻汪倫與自

己的友情，說明朋友之間的情深意重，

抒發對朋友的不捨與顧念之情。 

 

二、教學策略 

1. 直接講授法：由教師直接向學生解釋歌詞的道理 

2. 多媒體教學：播放華語流行曲的視頻 

3. 師生討論法：引導學生掌握品德 

4. 微寫作：引發興趣，反思所學，抒發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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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節四：朋友分別之情深意重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式 教學注意事項 教學資源 

1. 回顧小

學畢業的

情景，明

白友誼不

因距離改

變 之 道

理； 

2. 學習在

臨別時送

上信物，

學會疏導

因離別而

生 之 愁

緒。 

一、引起動機 

1. 請學生回顧小學畢業時與朋

友道別的情景，並與同學分享 

2. 在學生的回答基礎上，說明

朋友之間聚散有時的道理 

3. 播放Cookies〈Forever 

Friends〉的音樂視頻 

 

二、課堂討論： 

1. 請學生嘗試說明歌曲的思想

要旨 

 重點討論題目： 

從「若照片有日褪色／你在文

字裡給我／好天氣／應該也很

美」一句，你認為照片和文字

兩者中，何者更能恆久保存？ 

   ◎思考照片和文字的異同 

   ◎參考答題方向： 

照片：保留當刻的笑容和

樣貌，在將來回味 

文字：以紙筆記下當刻的

感受，情真意切 

 

 重點討論題目： 

「友誼的信物」 

假如你要與好朋友分別，你會

贈送甚麼信物給對方呢？試畫

出並解釋之。 

   ◎參考答題方向： 

被子：普通話讀音有「一

輩子」的意思 

鑰匙扣：鑰匙扣是一對

的，可掛在背包上，有「互

相掛念」的意思。在重遇

時，可將鑰匙扣拼成一

對，表示心意緊緊扣連 

◎與鄰座同學分享 

 

三、課堂活動： 

開心法寶大發現： 

「分享重拾快樂（因與好友離

別而傷心）的方法。」 

◎友誼特質：只要用心維

繫，友誼不因時間、環境

和距離而改變 

8分鐘 

 

 

 

 

 

 

 

 

10分

鐘 

 

 

 

 

 

 

 

 

 

 

 

 

 

 

 

12分

鐘 

 

 

 

 

 

 

 

 

 

 

 

 

 

 

5分鐘 

 

 

 

 

 

 

 

 

學生願意分

享自己的經

驗和感受 

 

同學專心觀

看音樂視頻 

 

 

 

同學能夠積

極主動地回

答教師提問 

 

學生能夠對

歌詞具有基

本的見解，並

從中說明友

誼不因距離

改變之道理 

 

 

 

 

 

學生能完成

繪畫及分享 

 

學生能夠透

過此討論表

達對朋友的

情意 

 

 

 

 

 

 

 

 

 

學生能夠踴

躍參與小組

討論，並向全

班同學分享

小組的討論

結果 

 

 

教師可以按照

學生不同的答

案而加以適當

的疏導，以引導

學生說出朋友

對人生之重要 

 

 

 

 

 

教師可展示自

備的「友誼的信

物」，例如：照

片、紀念冊，以

引起學生的興

趣及動機，同

時，學生也可作

為參考 

 

 

 

 

教師須扣連李

白〈贈汪倫〉一

詩，李白「忽聞

岸上踏歌聲」，

可見朋友之間

的不捨與顧念

之情，會以行動

表達出來，安慰

彼此的心靈 

 

 

 

 

 

 

 

教師在教學的

時候，須強調友

誼的特質，並輔

以具體的生活

例子，說明這些

特質如何能鼓

勵我們重拾快

 

Cookies〈Forever 

Friends〉：

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D9

gm899ihnY 

 

 

 

工作紙4.1(附件六) 

 

教師自備的照片及

紀念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9gm899ihn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9gm899ihn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9gm899ih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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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面對：珍惜分離前的

相處時間 

◎思想轉變：明白分離可以

有積極而正面的一面，例

如：離港升學是為了有更

美好的前途 

 

四、回饋及總結 

1. 邀請同學分享對本次課堂的

感受，以讓教師可以了解課堂

的成效 

2. 教師總結課堂所學，並提醒

同學以下重點： 

◎ 聚散有時，珍惜與朋友相

聚的時刻和緣份 

◎ 體認朋友對自己的情深意

重，明白友誼不因距離改

變之道理 

◎ 學習在臨別時送上友誼的

信物，學會疏導因離別而

生之愁緒 

3. 根據學生的寫作能力，派發

微寫作工作紙 (共分三個層

級)，要求學生回家自行完成寫

作，提示學生以下寫作重點： 

◎ 運用課堂所學，在寫作中

展現「友誼的信物」 

◎ 完成反思三步驟：(1)交代

事實(須展現心情的轉

折)、(2)抒發感受和道

理、(3)展望將來 

4. 教師收取課業檢視及評價，

並於下一節課堂發回，讓學生

迅速從老師的回饋中得到啟發 

 

 

 

 

 

 

 

 

5分鐘 

學生能夠透

過此活動學

會疏導因離

別而產生的

愁緒 

 

 

 

學生願意分

享自己的學

習體會 

 

 

 

 

 

 

 

 

 

 

 

 

學生認真地

完成微寫作 

樂 

 

 

 

 

 

 

 

 

 

 

 

 

 

 

 

 

 

 

 

 

 

 

 

 

 

 

 

工作紙4.2(附件七)  



10 

附件列表 

附件

編號 

附件名稱 頁數 

一 教育工作者聯會《師思世語》專訪 

（第三期，2018 年 3 月 19 日出刊） 

〈以華語流行歌曲譜寫學生的生命樂章 

—專訪吳善揮、蘇俊杰、黃綺筠老師」〉 

P.11-P.13 

二 第 24 屆華夏園丁大聯歡―2017絲路風情敦煌行“教育論壇”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甘肅省教育廳主辦） 

研究論文（中學教師組）二等獎（獎狀） 

題目：〈以華語流行曲培育初中學生人文素養之初探〉 

P.14 

三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感謝狀 

擔任「生命教育證書課程」客席講者 

講題：「由折翼天使到展翅勇者：一場訴說生命曲折的弦樂盛

會」（分享以華語流行曲推動品德情意教育之經驗） 

（日期：2018 年 4 月 7 日） 

P.15 

四 「由折翼天使到展翅勇者：一場訴說生命曲折的弦樂盛會」 

分享簡報 

P.16-P.20 

五 寫作測試（後測）樣本試卷 

（學生 A、B、C、D、E） 

P.21-P.26 

六 Cookies《Forever friend》工作紙 

（示例課堂） 

P.27-P.29 

七 Cookies《Forever friend》微寫作（基礎、延伸、挑戰） 

（示例課堂） 

P.30-P.32 

八 反思報告：參考文獻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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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育工作者聯會《師思世語》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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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 24 屆華夏園丁大聯歡―2017絲路風情敦煌行“教育論壇”研究論文（中學教師組）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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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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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由折翼天使到展翅勇者：一場訴說生命曲折的弦樂盛會」分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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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寫作測試（後測）樣本試卷（學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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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寫作測試（後測）樣本試卷（學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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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寫作測試（後測）樣本試卷（學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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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寫作測試（後測）樣本試卷（學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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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寫作測試（後測）樣本試卷（學生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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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Cookies《Forever friend》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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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Cookies《Forever friend》微寫作（基礎） 

 

 



31 

附件七：Cookies《Forever friend》微寫作（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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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Cookies《Forever friend》微寫作（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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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反思報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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