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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AI協作故事創作——以非華語學生切入 

學校：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負責教師團隊：羅穎欣 馮嘉晉 張文舜 

 

教學對象：小學三年級非華語學生 

學生性別：男 2人，女 1 人 

學生年齡：8歲 

背景：抽離式中文課堂。2名學生能力較高，1名能力較低。學生已初步掌握 AI繪圖操作方法。 

教學目的：讓學生接觸人工智能工具進行創意寫作，利用 AI 學習，鍛煉新時代技能和創意。同時，

藉運用科技以減低非華語學生因學習第二語言上阻礙學生創意發揮的影響。 

教學目標：學生能夠運用 AI工具進行輔助，創作一篇完整的中文寫作。 

教學時間：約 5節課，每課節 45分鐘。 

教學模式：前期以小組進行任務，後期為個人任務 

評估方式：根據學生個人創作故事結尾部分的表現評分 

 

1. 教學理念 

這個教學設計旨在結合傳統寫作與 AI 輔助工具，促進學生的創造力、寫作思維和能力的發展。

看圖寫作是學生熟悉的寫作類型，這次，鼓勵學生自行構思和繪製故事後半部分的情節，從而啟發他

們的創意思維，提升他們對寫作的興趣。同時，在看圖寫作中引入 AI 輔助工具是突破性的嘗試，不

僅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了寫作上的技術支持，還提供了新的創作思路和可能性，激發他們探索和表達意

欲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思考、創作和合作，學生在整個過程中不僅可以掌握相應的寫作技巧，自

由創作的内容和圖片也能提升他們學習中文的成就感。 

 

2. 教學流程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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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流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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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的 

教學目的 

 選取學生近期學習的單

元主題或體裁，讓過程和

成果能夠貼合課程目標，

藉此增加學生對該單元

的理解，以及評估學生的

掌握程度。 

 考慮到學生年齡尚小，若

自由度太大反而導致學

生沒有方向，教師也難以

教學、跟進及解答。 

 教師不再受限于網上的

圖片資源，能夠根據課題

以 AI 設計最貼合單元重

點的故事内容，靈活度更

高，讓教師也發揮創意。 

 教師設計故事開頭，為學

生提供方向，藉着相同圖

片内容能夠進行小組式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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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的 照顧學習差異 

教師跟進 

教學目的 照顧學習差異 

教師跟進 

教學目的 照顧學習差異 

教師跟進 

 訓練學生觀察力 

 提取心理詞 

 引導學生在看圖寫作

時需要先留意畫面重

點 

 觀察學生已有詞彙程

度 

 能力較弱的學生提早

以遊戲模式（如圖卡、

Kahoot）等進行輸入，

讓其可以參與課堂 

 如學生忘記詞語，提醒

運用《識字冊》 

 如重點詞有缺漏，適當

提醒 

 訓練學生以詞作句能

力 

 鞏固基本句式的寫作

能力 

 透過應用本單元句式，

鞏固學習成果  如學生忘記句式用法，

提醒查找書本重溫 

 學生句子如有錯漏，不

作提醒，為下步驟鋪墊 

  

 能力較弱：安排較易的

詞語和句式任務 

 能力較强：任務較難，並

協助較弱的同學 

 

 讓學生學會利用 AI 工

具提升寫作 

 學生觀察 AI 内容與自

己文句的差別，判斷對

錯並修改 

 透過修改，領悟到自己

的寫作錯誤，有助提升 

 能力較弱：負責較簡短

的句子，並給予更多引

導，老師或需詳細解釋

錯誤原因 

 先讓學生自己圈出不同

之處，用提問式進行引

導，一同分析錯誤原因 



4 

 

 

 

 

  

學

生

個

人

任

務 

教學目的 照顧學習差異 

教師跟進 

教學目的 照顧學習差異 

教師跟進 

教學目的 照顧學習差異 

教師跟進 

 能力較弱的學生，教師可

利用四素句和行為句的內

容提問學生，讓他們能逐

步豐富故事內容。 

 與學生一同檢查故事結

構和情節鋪排的問題，完

善故事內容。 

 訓練學生觀察力 

 檢視學生的詞彙量 

 提取關鍵詞，讓 AI 能

生成學生故事後續的

圖片。 

 若 AI 生成的圖片不似預

期，教師引導豐富關鍵

詞。 

 鼓勵能力較弱的學生先圈

出圖片重點，如學生能找

到證明思維正確，字詞問

題可由教師輔助 

  

 發揮他們的創意力和

想像力。 

 以圖像取代文字，讓學

生更易表達豐富的故

事情節。 

 學生思考想要甚麼畫

面的過程中，也是在建

立寫作思維（内容&重

點）。 

 教師根據圖片提供提示問題

給能力較弱的學生，幫助他們

思考句式。 

 教師可透過提問引導學生

思考文章的描述如何連結

圖片的内容。 

 檢視學生看圖寫作的

能力 

 讓學生反思先前步驟

所犯的錯誤，從而提升

他們自行修正文章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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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思 

以往的寫作教學，主要都是利用書本和工作紙教授，學生甚少可以利用 AI工具進

行輔助式學習。因此，教師必須要為學生提供清晰具體的指引，讓他們能夠理解 AI工

具的使用方式，從而減低他們的學習難度。譬如，教師在第一至五部分的階段，應盡量

在旁引導和講解每一個流程的重要事項，讓學生能循序漸進地修正和深化文章內容；而

第六至八部分的階段，他們就能按照先前的教學，嘗試自行解決問題。另外，這種教學

模式的步驟相對繁瑣，所以只適合學生人數較少的課堂，否則教師將難以管理課堂和確

保所有學生都能跟上教學進度。最後，由於此教學模式是首次應用在非華語中文課上，

對於學生學習中文的成效，仍未有一個確實的數據，這有待日後研究。 

 

 

5. 教學材料 

一、 工作紙 1：看圖説話 

二、 工作紙 2：看圖提取重點詞&句子寫作 

三、 工作紙 3：AI内容對比、分析與修改 

四、 工作紙 4：故事後續繪畫、寫關鍵詞 

五、 工作紙 5：看圖寫作 

六、 評分表 

七、 學生問卷調查 

八、 Midjourney教學筆記 

 

所有材料請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Rc2oiNjfCjvOMTlGEPxad8gPqJ8mkPi?usp=s

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Rc2oiNjfCjvOMTlGEPxad8gPqJ8mkP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Rc2oiNjfCjvOMTlGEPxad8gPqJ8mkPi?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