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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運用時事新聞進行高階語言訓練 

引言 

多看新聞及報章，不但為了應付學科功課及學習，更是認識世界、建立自

身價值觀的途徑。現今資訊氾濫，如何在網路、電視、報章等資訊中，找

出關鍵訊息及值得參考的意見，從多角度分析並加以整理，是需要持續練

習的 (李偉文、李欣澄、李欣恬，2015)。 

 

言語治療部希望透過這本小冊子，簡單介紹如何運用合適的新聞題材，進

行高階語言練習，以提昇學生的時事觸覺及溝通能力，亦讓他們多思考、

分析及討論，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態度，並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新聞的類型 

對時事新聞已有一定認識的學生，除認識事件性新聞外，還可進一步了解

不同類型的新聞： 

 資料性：某機構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政府統計數據等。 

 資訊性：健康資訊、環保資訊、活動消息、新發明介紹等。 

 社會話題：「美食車」、「電話騙案」、「全民退保」等新聞。 

 政治：「特首選舉」、「政府高官貪污」、「特朗普上任」等新聞。 

 其他：法庭消息、體育新聞、娛樂新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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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新聞的途徑 

除日常收看電視新聞報導或閱讀報章外，還可鼓勵學生收看新聞特輯及時

事專輯，例如：「新聞透視」、「星期日檔案」、「鏗鏘集」、「環球新聞檔案」

等，以擴闊學生的視野。 

 

理解新聞的結構 

了解新聞的結構，有助快速地明白及篩選重點。每篇新聞都有「標題」，

大致亦採取「倒金字塔」結構的寫作方式。 

 

 

 

運用新聞進行練習 

 

1. 回答與新聞有關的問題 

 

除了按「六何法」詢問學生有關新聞的問題 (詳情可參閱《新聞聽說佳初

階版》)，還可以發問開放式及思考性問題，藉以提昇學生邏輯分析及演繹

歸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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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性新聞例子 (9/1/2017, 頭條日報) 

問題例子： 

 思考性題目：例如 

 你覺得點解學生平均每日要坐 12 小時呢？ 

 你建議每坐幾耐要起身郁下？點解？ 

 字詞解釋：例如 

 乜嘢係「劇烈運動」？請舉出例子。 

 「自僱人士」即係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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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理 / 撮要新聞資料 

 

對於內容較長的新聞，學生可使用「腦圖」或「列表」的方式整理或撮要

新聞的重點，避免直接抄寫新聞內容。有需要時亦可使用顏色、數字、圖

畫或圖案作標示，令資料更有條理。 

 

 

運用「腦圖」分析資料性新聞 – 港人坐得多損脊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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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性新聞例子 (3/2/2017, 晴報) 

 

運用「列表」分析資訊性新聞 – 美食車起動 3 車登場 

 

2/2/2017 美食車先導計劃啟動禮  

 11 部美食車亮相 

 手機應用程式「香港美食車」  

- 美食車位置 

- 營業時間 

3/2/2017 美食車總共 16 部 

3 部美食車正式開業 

 大師兄美食車 – 美式叉包 

 菠蘿仔食堂 – 鮮忌廉菠蘿包 

 有得餃水餃專門店 – 五色餃子 

8部美食車 

即將開業 

 

5 部美食車 

正在處理 

牌照申請 

 

2017 三月前 全部美食車投入服務 



6 

3. 報告新聞 

 

按重要性及關聯性編排資料的先後次序，作出報告，亦可按學生的能力鼓

勵先說出新聞的提要，再詳細地報告新聞。 

 

報告時應使用口語代替書面語，並加入適當的用語或連接詞連貫內容，例

如：「…有兩個建議，第一個係…，仲有…都可以…」；亦可多使用同義詞

以豐富表達內容，例如：開業、開張、投入服務、開始營運。此外，說話

的語調及速度應保持自然流暢，聲量亦要適中，還需留意眼神交流及表情

動作。 

 

*家長可於學校網頁的電子相簿下載及觀看報告例子片段。。 

 

深入探討新聞議題 

學生對新聞內容有一定掌握後，可進一步探討相關議題、從多角度思考事

件的利弊、提議可行的處理方法等，以評論具爭議性的內容，例如道德或

政治爭議等。 

 

討論例子： 

特首梁振英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社會應思考應否開發郊野

公園作為興建房屋及社福用途。有十多個環保團體發表聲明，表明反對開

發郊野公園，應該先開發其他土地，例如棕地或市區軍營等。 

 

參考討論題目： 

 你是否贊成開發郊野公園作為興建房屋及社福用途？請闡述原因。 

 請試從政府、環保團體及市民的角度，分析此建議的利弊。 

 你認為有甚麼可行的方法解決土地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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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話題新聞例子 (27/1/2017, 頭條日報) 

 

主動探究相關資料 

誘發學生主動搜尋資料，以補充新聞中未有提及的內容，例如背景資料及

事件始末。學生充分掌握議題後，能全面地分析及作出討論，從而提高學

生自主學習的動機，並加強自信心。 

 

例子一：「美食車」的背景資料 

- 可以於搜尋引擎(例如「Google」、「Yahoo」等)輸入「美食車」，從而

找到美食車先導計劃的資料，例如：統籌機構、推行原因、申請及

評審過程等。 

 

例子二：「開發郊野公園」的各方意見 

- 輸入「開發郊野公園」、「郊野公園爭議」等字眼，可以找到不少資

料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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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希望了解更多新聞討論主題、剖析及思考問題，可以閱讀以下書籍： 

 李臻 (2015)。《陪孩子看新聞》。香港：世界出版社。 

 李偉文、李欣澄、李欣恬 (2015)。《看新聞學思考：增進孩子對世界的

理解力與知識力》。台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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