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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小學生，還是中學生，寫閱讀報告似乎已是長假期的「例行公

事」。閱讀對學生百利而無一害，這是毋容置疑的。寫閱讀報告的原意也是

好的，希望學生在閱讀過一本書後，能加以消化、整理，把書本的內容概括

出來，把個人的體會和感受表達出來。可是，從多年的教學經驗所得，寫閱

讀報告已成為老師和學生雙方的「苦差」。老師在批改學生的閱讀報告時，

望着內容空泛，用詞公式化的作品，真的感到有點煩悶。尤其是「個人感

想」或「評賞」部分，更是毫無新意：常見的用語有「內容豐富」、「十分

有趣」、「文字淺白」、「插圖精美」、「使我獲益良多」……望着這些公

式化、欠缺針對性的用詞，令人看不到書本的特色，也無法感染其他讀者閱

讀那本書。

　　 這個現象一直存在已久，我時常在腦海中閃現兩個問題：

1.  學生為何會有如此表現？究竟學生在寫閱讀報告時遇上甚麼困難呢？

2. 作為語文教師，該如何引導學生寫好閱讀報告，特別是「閱後感想」部分

呢？

　　身為一位小學語文教師，本文以小學生作論述對象，當中的建議對中學

生並不全然適用。

    閱讀報告在內容上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 內容摘要。(二) 閱後感想或

評賞。從日常教學經驗所得，要寫好「內容摘要」，比較容易做得到。對小

學生而言，打從三年級學習記敘文開始，已學會記敘文六要素，包括：時

間、地點、人物、事情的起因、經過和結果。因此，初步教導學生寫「內容

摘要」時，可教導學生先從文章中找出「記敘文六要素」，再把資料加以整

理、綜合，就能寫出「內容摘要」來。這對能力稍遜的學生有幫助，即使未

必寫得好，至少不會「交白卷」。待學生有一定寫「內容摘要」的基礎後，

可教導他們其他方法，例如：撮寫、按一些關鍵句或主線擴寫等。

經驗分享：淺談寫閱讀報告
陳秀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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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學生要在閱書後寫「閱後感想」，甚至更高層次的「評賞」部分，

就一點也不容易了。「讀後感」的「感」是從「閱讀」過程所引發的，因此

「感想」是「閱讀」的產物。要認真仔細閱讀，了解作者的寫作背景及目的，

才能掌握閱讀內容，才能有感而發，才能寫出具針對性的「讀後感」來。

學生在寫「讀後感」時出現困難的原因

　　個人認為學生在寫「讀後感」時出現困難，有以下原因：

1.缺乏看書的動機和興趣

　　如果只把寫閱讀報告當作一份功課，一件長假期的「例行公事」，自然

是一件枯燥乏味的「苦差」，既沒有閱讀動機，也沒有認真仔細閱讀，對

閱讀內容一知半解，甚至全無認識，試問又怎能有感而發，寫出具針對性的

「讀後感」來呢？部分學生不是對看課外書缺乏興趣，只是對某些類別的書

籍，如漫畫、科普類等較感興趣，對以文字為主的文學作品「望而生畏」，

甚至「敬而遠之」。

2.因個人生活經驗有限而影響理解作品

　　由於小學生年紀尚小，個人生活經驗有限，未必能瞭解跟自己生活的時

代或地域不同的文學作品。

　　本人曾在唸中一時，要就沈從文的《邊城》寫閱讀報告，老實說，對一

個十二歲的小孩來說，在沒有任何指導下，即使認真仔細地看，也不能體會

書中描述當代的人和事，更遑論寫「讀後感」了。小兒也有類似經歷，當他

要就小思的《香港故事》寫閱讀報告時，由於他從未踏足書中所寫的北角 春

秧街及舊灣仔區，對書中描述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生活感到陌生，雖然看

得懂文字內容，卻寫不出感受來，需要我從旁加以解說。由此可見，學生的

個人生活經驗對其理解文學作品及寫「讀後感」有着重要的影響。

3.學生未能掌握閱讀不同文體的策略

　　不同文體的文學作品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因此要掌握閱讀不同文體的策

略，才可更易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思想或訊息，更易找出重點或故事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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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有助理解文章內容。反之，假如學生未能掌握閱讀不同文體的策略，自

然有礙理解文章內容了。

4. 思路單一化，缺乏評賞技巧

　　大部分學生只着眼從表面評論書本：內容是否有趣，插圖是否精美，或

是寫出「這個故事教訓我們……」，僅此而已，就寫不下去了。

5. 詞彙貧乏

　　由於學生對評賞的詞彙貧乏，因此用詞缺乏變化，影響寫「讀後感」的

表現。學生最常使用的形容詞有「豐富」、「有趣」、「精美」等，流於空

泛和公式化。

針對學生寫「讀後感」時出現的困難而作出的建議

1. 點燃學生的閱讀興趣，培養良好的閱讀氣氛

　　不可把寫閱讀報告變成長假期的「例行公事」，更不可跟「苦差」畫上

等號。我認為老師扮演着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老師應以身作則，多與學生

分享個人閱讀心得，在班內營造良好的閱讀氣氛，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點

燃學生的閱讀興趣，把閱讀變成樂事。多在課堂上給予學生「口頭」表達感

受的機會，讓抒發個人感受成為「家常便飯」，日子有功，自然可「隨心而

說，隨口而出」了。

2. 針對學生個人生活經驗有限的問題

　　除了鼓勵學生多利用餘暇到港、九各區走走，甚至到外地旅行，拓闊視

野、增廣見聞外，也可鼓勵學生多聽聽長輩話當年，多收看歷史性節目，多

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以擴闊個人的生活經驗。

　　在日常教學中，可先從全班讀同一本書開始，便利指導。老師可選取一

本合適的或經典的讀物，透過一些學習活動讓學生對作家的生平、寫作特色

和寫作背景有基本認識，然後讓學生進行閱讀，最後才寫閱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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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曾在教授經典文學――李煜的《虞美人》前，以故事形式先讓學生

知悉有關歷史背景，不但有助學生理解、賞析文學作品，而且提高了學生的

學習興趣。

3. 在日常讀文教學中，利用不同文體的文學作品引導學生掌握閱讀該種文體

的策略。

　　就以閱讀人物傳記為例，除了清楚「記敘六要素」外，更重要的是懂得

從事件或人物的行為、說話中找出該人物的性格。弄清楚了這一點，就可

在寫「讀後感」時對人物的性格、言行作出評價，就不愁寫不出「讀後感」

了。

4. 製造機會，多作觀摩；多角度思考，拓闊寫感想和心得的寬度

　　多在課堂上運用實例或佳作，指導學生掌握評賞技巧，學習怎樣就文章

內容、人物性格、寫作技法等作針對性、點對點地評論或抒發個人的感受、

意見。

　　要引發學生從多角度去思考，有助他們寫感想和心得。(陳麗雲，2008)

她提出小朋友寫讀書心得時，可以往這些方向去思考：

a. 寫出這本書(這篇文章)中讓你印象最深的事物和人物。你喜歡/討厭/贊成/

反對書中的哪位角色(或情節) ？為甚麼？

b. 這本書(這篇文章) 中有哪些精彩的片段和詞句？它好在哪裏呢？你是否從

那裡學習到了甚麼？

c. 閱讀完這本書(這篇文章) 後，你懂得了甚麼道理？受到了甚麼啟發？是否

讓你聯想到生活上的哪些情況？

d. 從這本書(這篇文章) 中是否知道了哪些生活常識或者科技方面的知識？

f. 在閱讀過程中，是否有產生甚麼疑問呢？

g. 閱讀完這本書(這篇文章) 後，是否為你帶來了一些改變。

h. 為這本書(這篇文章) 下一個簡短的評語。

　　以上只是有助學生思考的問題，並不適宜一次過全寫出來，以免難聚

焦，引致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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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針對詞彙貧乏

　　初期可提供一些有助寫「讀後感」或評賞的字詞、用語供參考，接着鼓

勵學生自行摘錄和積累「佳詞」、「佳句」。我仍深信「多看」、「多做筆

記」能有效改善詞彙貧乏的問題，更是提高寫作水平的不二法門。

結語

　　寫閱讀報告不應是閱讀的「終點站」，它可以是一個「中途站」或「轉

車站」，延續閱讀的餘興，作為其他延伸活動的連結。

　　要改變心態，千萬不要把閱讀報告看成一份功課，那是毫無意義的；我

們要把它看成一種能力的培養，寫閱讀報告就牽涉到評鑑、批判思考的能力

和創造力。只要學生具備了上述能力，對學習其他學科，諸如藝術(視覺藝術

和音樂科)、通識科等也有幫助。

　　以上僅屬個人經驗分享，要改善學生寫閱讀報告的問題，並非一朝一夕

的事，期望在各方面的客觀條件配合下，加上各位同工共同努力下，使學生

有所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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