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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語文活動── 讓學生喜愛語文  
 

背景  

 

以下為一所學校在推動多元語文活動的經

驗。學校發現學生雖熟悉考試技巧，但語文修

養與內涵不足，較多學生覺得語文學習乏味

無趣，亦少有參與課外的語文活動。為此，學

校着力發展校本課程，與此同時，為配合學生

的學習需要，統籌豐富多樣的語文活動，以培

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理念  

 

學校編訂校本課程，加強經典閱讀，重視品德

情意、文學及文化學習，提升語文素養；為學

生創設趣味盎然的語文學習經歷，以連繫課

堂所學，期望學生融會貫通，喜愛語文。 

 

校本課程構思——  

深度閱讀，加強文學及文化學習  

 

以品德情意、人文價值為單元主題，加強文學

及文化學習，重視引導學生文本細讀，促進深

度閱讀；擬設綜合閱讀、寫作、說話等範疇的

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校本單元設計舉隅

如下： 

 

 

 

 

藝文 

活動 
 

閱讀 

活動 

 

文學景點

考察 

校本 

課程 

指掌 

步履 

中五單元四   寄情自然——  美化心靈，超脫豁達  

學習重點  學習材料  

 道家自然天道觀； 

 傳統文學中所體現的道家精

神，由「道」而生的價值觀； 

 鞏固景物描寫與情理的表述與

深度。 

1. 王禹偁《黃州新建小竹樓記》 

(欣賞自然，豁達淡薄) 

2. 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欣賞自然) 

3. 楊絳《收腳印》 

(明白生命限制，放下執著) 

4. 余光中《春來半島》(欣賞自然風光) 

 

寫作活動  

配 合 閱 讀 範
疇 的 學 習 重
點，讓學生寫
作 。 題 目 舉
隅：以「看了
這景色之後，
我 終 於 解 開
了心結。」為
末 句 撰 寫 文
章一篇。  

說話活動  

配合單元主題，
擬設題目，讓學
生 分 組 討 論 。   
題目舉隅：香港
社 會 重 視 競 爭
和追求進步，有
人認為「甘於平
淡」這種生活態
度 已 經 不 合 時
宜。你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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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升閱讀深度

——從課內到課外的閱讀活動  

學校整體規劃閱讀活動，包括配合課內的閱

讀教學及課外的閱讀活動，為課堂或學習活

動訂定清晰的學習目標；因應學生的能力和

興趣，編選合適的學習材料，設計語文學習活

動，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各級學生通過指定作品的討論與交流，培

養賞析作品的興趣和能力；

 學校並擬定年度作家及閱讀主題，安排學

生參與課外的公開講座、親炙作家等語文

活動，與作家對談，讓學生愛上作家、愛

上作品。

 年度閱讀推廣後，篩選合適的學習材料，

擬定為常設的校本單元。單元教學重視閱

讀的過程，讓學生連繫個人的知識和生活

經驗，細讀文本，體會作品意蘊。

閱讀活動舉隅如下： 

擬定年度 

作家及閱讀

活動 

閱讀推廣後，常設

校本文學學習單元 

設各級年度

指定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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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與熏陶   

—— 從校內到校外的藝文活動之旅

中文科構思「我是文青」主題活動，善用生活情

境，為學生創設真實而具挑戰性的語文學習環

境，激發學習動機，例如讀書會、創作班、走訪

書店、CAFÉ 時光、攝影班與電影欣賞等。每項

活動均非常重視學習過程，旨在讓學生投入藝文

活動之旅，品味生活，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 

藝文活動內容舉隅如下： 

 

讀書會 

創作班 

聘請作家開辦新詩寫作班及散

文寫作班，讓學生掌握各種寫

作技能，提供創作的學習經歷。

推動「少年作家夢」活動，鼓勵

創作，替有潛質的學生出版個

人文集。  

走訪書店 

學校通過資助學生購書，及讓學

生替圖書館選購書籍，鼓勵學生

走訪各式書店，包括樓上書店，

感受書室書卷氣息，或訪問店

主，認識不同類型書店的營運模

式，或參與書店舉辦的閱讀活

動，如詩會、讀書會，拓寬閱讀

視野。  

CAFÉ 時光 

讓學生到訪咖啡店，閱讀相關作

品，如徐國能《咖啡隨想錄》，在

舒適的氛圍下輕談淺說閱讀樂

趣；又可到訪特色食肆、荳品廠

等，配合選讀蔡珠兒、也斯、陳

慧等關於食物書寫、感官描述、

生活感悟等細膩文字，輕鬆地交

流閱讀的所思所感。  

攝影班與電影欣賞

學生學習攝影，透過圖像與文字

對讀，例如為詩歌製作明信片，

或為攝影作品撰寫短文、創作新

詩，學習細心觀察與抒懷；並通

過文學、電影及視覺藝術的對

讀，培養文學觸覺與對文藝的愛

好，拓展視野和胸襟。  

理念與實踐  

 為學生營造閱讀氛圍，通過深度閱讀，啟發對生活

與生命的思考。 

 讓學生認識不同書寫風格，積累語言材料，拓寬閱

讀視野，培養深度思考。 

 學生用 1-2 星期細讀文本及思考問題；讀書會上老

師引導學生就文本作思考與討論，訓練學生勇於

發表個人意見；並通過同儕互相聆聽與答問，拓寬

思維廣度與深度。 

閱讀材料 

包含不同文類、作者、題材的作品，例如張愛玲《封鎖》 

(小說)、顧城《感覺》 (新詩)、瑞秋．卡森《寂靜的春

天》(科普文字)

討論題目  

每篇作品均設有討論問題，涵蓋內容與形式的深度思

考，學生在討論過程中，能釐清個人思路及從多角度思

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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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視野，文學景點巡禮

為學生創設多元的語文學習經歷，中文科引領學生配合課堂閱讀，走出社區，

實地考察文學景點，認識作家與名人的生平事跡，見識不同地域的文化與文

學風景，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例如：修讀文學科的學生閱讀作品後，安排

他們到文學景點考察，加深對作品或作家的認識；中文科高中選修部分開設

「翻譯作品選讀」單元，讓學生閱讀外國翻譯作品，開闊眼界。課內學習與

課外語文活動互相配合，增加學習趣味，加強學習效果。 

實地考察文學景點舉隅： 

塔門文學散步 

讓學生閱讀與景點相關的文學作品，如麥樹堅《塔門》一文，並「以篇帶書」

閱讀《石沉舊海》全書。安排學生到文學景點實地考察，在景點現場朗讀作

品、討論與交流，並透過讀寫配合的課業設計，鼓勵學生創作及分享。 

台北文藝散步 

讓學生在課內閱讀台灣作家作品，包括林海音、余光中、鄭愁予、白先勇等

文壇大家的著作，走訪作家及名人的故居，漫遊台北各區二手書室、大型書

店，感受文藝台北。 

指掌步履—— 社交平台與寫作體驗

學校配合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設立網上寫作平台，讓學生分享作品，及採

用「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平台，設立書摘、好書分享、語文活動

推介等，讓學生對語文學習更感興趣；教師靈活運用提升學習興趣的策略，

如設不同寫作主題，讓學生上載相片及文字創作，發表個人作品，與同儕互

相砥礪。同時，學校設立文學獎，營造學習氛圍，鼓勵學生參與寫作比賽，

培養學生對文字的觸覺及語感，以提升語文學習成效。 

成效與反思  

中文科近年來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從學校層面推動一系列語文活動，加強學

校閱讀及文藝創作的氛圍。很多學生認為生活中可以實踐及應用語文，令學

習過程趣味盎然，小部分學生更是熱衷於文學創作及課外閱讀，足見多元化

的語文活動能照顧學生多樣性，並培養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