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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系列：溫習默書有方法！
文/駐校教育心理學家 彭樂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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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家長通訊

相信每位家長和學生對於默書並不陌生。若用對方法，溫習效果每事半功倍。反之，若使用不適當的

方法會適得其反。是次家長通訊希望與家長回應一些有關默書的迷思，分享一些有效的方法，並且介

紹一些溫習工具，讓家長與孩子溫習默書時能夠更得心應手！

打破對溫習默寫的迷思

1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2007）。《默書新路向：創意挑戰．愉快．自我（家長小錦囊）》。香港：教育局

默書範圍太大

大量抄寫有沒有用？ 一氣呵成就最好？

死記硬背

• 沒有經歷過的東西

• 沒有興趣的字詞

• 一知半解的字詞

孩子感到吃力、容易忘記默書內容、感到挫折

失去學習興趣

使用不恰當默書溫習方法對孩子學習的影響因素1

大量刻板重複的抄寫，未必能夠有效地讓孩

子認識字詞，反而有機會減低孩子學習字詞

的興趣，甚至影響孩子手部肌肉發展，出現

過勞的情況。

邊玩邊學易入腦

家長可以將默書內容以遊戲方式進行，多給

予孩子鼓勵和讚賞，不但能夠提升孩子學習

字詞的興趣，而且能夠提升其自信心。

若要一次過記誦大量的默書內容，有機會令

孩子失去成功感和學習興趣。孩子於溫習過

程中會感到吃力，甚至會把未牢固掌握的字

詞混淆。

分開幾次易成功

每位孩子的記憶和學習表現是各有不同，有

效的默書溫習方式是需要因應孩子的能力，

將內容分開多次默寫。這個學習過程不但能

讓孩子多次獲得成功感，亦能讓他們留意到

自己的進步，使他們溫習時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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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長可以利用象形文字的特點，讓孩子理解文字意思和記憶文字字形

利用漢字特徵幫助記憶1

漢字有不少的同音字，容易令孩子感到混淆。家長可以先製作數個同音字的字卡，然後讀出詞語，再

請孩子選出適當的字卡。

辨別同音字方法1

有效溫習默書的方法

1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2007）。《默書新路向：創意挑戰．愉快．自我（家長小錦囊）》。香港：教育局

土日
2. 漢字六種造字方法中，「形聲字」佔了大部分，若孩子能夠從中掌握「字音」和「字義」時，有

助提升其識字量。家長可以協助於日常生活動收集及整理部件相關的文字，然後進行配詞活動，

有助提升孩的的認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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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時候，家長亦可以使用不同顏色標示部件，亦有助孩子清晰地掌握字型結構和部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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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溫習默書時難免出現錯誤，例如寫多或寫少筆劃、

寫子同音字等。家長應避免要求孩子大量改正，宜共

同訂立合理的改正次數。例如：邀請孩子把正字寫兩

次，而總次數不宜過多。有時家長亦可以邀請孩子利

用螢光筆自行標示錯處，減少改正次數。

有時候，孩子於重默時有機會再次出現同一錯誤，家

長宜邀請孩子更改一次便已經足夠。反而，家長可以

協助將這個字記錄在「難字表」內，日後再與孩子溫

習。

有效改正

家長可以結合遊戲與獎勵計劃與孩子溫習默書，有助提升動機和學習表現。

寓溫習於娛樂

研究指出，不論成年人或小孩專注的時間是有限的。如果超過我們能夠專注的時間仍繼續工作，我們

的工作效率將會事倍功半。故此，家長宜適度給予孩子小休（例如：溫習 30 分鐘後，給予大約 10

分鐘的小休），讓孩子能夠回復注意力，讓孩子能夠在最佳的狀態下溫習。

溫習默書時，定時給予休息時間

1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2007）。《默書新路向：創意挑戰．愉快．自我（家長小錦囊）》。香港：教育局

相同
例子：使用螢光筆自行標示錯處

難過
氣氛
相處

例子：製作難字表（難字點心紙）

例如：家長可以將部分文字部首或部件塗去，然後邀請孩子在空格內寫上正確的部首或部件

池塘 駕駛 星期

溫習獎勵卡

完成 5 個
溫習任務後，
你可以獲得：

一起去野餐 1 次

例如：家長亦可為孩子定立一些獎勵計劃，以鼓

勵孩子完成溫習默書相關的任務。獎勵並不必是

一些實質性的獎品（如：禮物、零食等），家長

亦可考慮給予一些活動性的獎勵（如：親子活動、

讚賞等）。當然，每次孩子完成任務後，家長都

值得給予孩子即時的口頭讚賞（可參閱第五期家

長通訊《正向教養系列：從讚賞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