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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中四級開設兩班 

    (必修班及選修班) 

  中五、中六級各開設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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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 

 學生程度參差 

 學生文學基礎薄弱 

 學生對文學的興趣不大 

 學生中五可以退選文學科 

 課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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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科的課程規劃 

 銜接初中課程 

 必修單元與選修單元的配合 

 必修單元與文學創作的聯繫 

 由淺入深 

 切合學生的能力 

 靈活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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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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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賞析報告 (課時以外) 

 加強必修單元與選修單元的配合 

 配合必修單元的施教 

 以篇帶篇，加強學生賞析的能力 

 加強篇章的比較能力 

 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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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賞析報告 (課時以外)  

 老師派發篇目，學生搜尋原文及譯文等
資料。 

 學生分析篇章的內容重點及寫作技巧 

 自擬比較題目及答案(中六) 

 製成簡報/文字報告 

 上載至學校內聯網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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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 
必修單元 

篇章 

選修單元 

篇章 

評估 

關漢卿 

《竇娥冤》 

關漢卿《關大王單刀會》 分組
導修
報告 

關漢卿《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馬致遠《漢宮秋》 

王實甫《西廂記》 

紀君祥《趙氏孤兒》 

孔尚任 

《桃花扇》 

洪昇《長生殿》 

湯顯祖《牡丹亭》 

梁辰魚《浣紗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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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哀江南賦序》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朋黨論》 

柳宗元《三戒(序)》 柳宗元《種樹郭槖駝傳》 

韓愈《原毀》 

龔自珍《病梅館記》 姚鼐《登泰山記》 

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 

歐陽修《瀧岡阡表》 

袁枚《祭妹文》 

歸有光《項脊軒志》 劉禹錫《陋室銘》 

李密《陳情表》 魏徵《諫太宗十思疏》 

司馬遷《報任安書》 

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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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習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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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示例 

 試根據屈原《涉江》及湯顯祖《牡丹亭》，回
答下列問題： 

 (1)兩篇皆有寫景，試以《涉江》第三段及 

        【好姐姐】為例，分析其寫景手法。 

 (2)試以《涉江》第一段及【皂羅袍】為例， 

         分析作者如何運用了象徵及對比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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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擬題目及答案(中六) 

 根據《送徐無黨南歸序》及《蘇秦約縱》兩篇，比較
當時人們當時所處的社會風氣之異同。 

 在相同之處方面，兩文當時的人們同樣熱衷追求名利，留名後世。《送
徐無黨南歸序》文中提到「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
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可見時人渴望不朽，於是著書立說，
期望能留名後世，又提到「眾人之汲汲營營」，可見一般人都為了功名
利祿而奔波勞碌。《蘇秦約縱》中，蘇秦所處的時代的人同樣以權位富
貴為目標，正如文中記蘇秦之言，「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蘇秦先後游說秦王和趙王，目的是希望得重用而享富貴，他研習揣
摩，甚至刺股苦讀，都是為了「說當世之君」。 

 在相異之處方面，兩文的人當時追求留名後世的手段不同。《送徐無黨
南歸序》中，時人追求「立言」，他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可
見人們盼望透過寫文章去追求名利富貴。《蘇秦約縱》中，時人追求「
立功」，蘇秦游說列國，游說秦王不行，就回去鑽研苦讀，再游說趙王
，希望透過成功游說君主而得到功名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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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課時以內) 

 課外篇章分析 

 老師派發不同作品，分組討論匯報。 

 其他組別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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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賞析練習/隨筆 

 加分制 

 多勞多得 

 鼓勵分享(轉載至面書/文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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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微冷的涼氣凍攝住正欲醒來的身軀，嘴裡還殘

留著薄荷餘香，似乎魂魄還遊蕩於夢鄉。魂不
附體的不止我––––這兒有著一車睡眼惺忪。到
站的提示像個鬧鐘，刻意突兀的大聲告訴你別
睡過站了，靈感似乎來自每個早起的母親。我
才發覺自己其實不太睏，看看車外，街燈正逐
一熄滅；再細看罷，竟見有的燈罩水平的像一
條線，有的燈罩拱起了成一個弧，摩登的衝擊
著古樸的。我這才真的醒過來，像在大路上撿
拾到一塊閃亮的金幣，我發現了時間與空間的
分隔線。真教人驚喜！噓！別太興奮了，就自
私一瞬間，把秘密寶藏藏到腦海中，別吵醒這
一車睡眼惺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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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感想 

 隨筆可以增加思考的題材，有助發掘新
意念和改進文筆。 

 隨筆可隨時隨地進行，令文學更貼近生
活。 

 隨筆不錯，因為自己命題作一篇文，其
實很有趣，還可以為自己腦激盪，改進
自己的修辭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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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評估 

 指定作品比較 

 找出相同的主題/寫作技巧 

 分組討論/報告 

 其他組別補充/質詢 

 修訂後，完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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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感想 
 我認為小組討論對文學學習最有效。同

學透過互相討論，更能明白篇章以及更
加對篇章的主題思想有所了解。 

 透過自製筆記，可一邊找出課文重點，
一邊增加自己對篇章的熟悉程度。 

 列出課文大綱，有助訓練思考，且省時。 

 透過篇章比較，可有效鍛鍊我文學賞析
的能力。 

 小組賞析活動可以互相學習、交流賞析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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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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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活動： 

 人物描寫創作活動 

 《世說新語》改編小說比賽 

 網上接龍小說創作活動 

 《歲月神偷》改編創作 

 文學寫生 

 集體創作〈對倒〉 

 微型小說 (以時事改編) 

 仿寫〈動亂〉(以香港為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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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活動示例一(選修班) 

 試以2人為一組，在校園一處小空間，每
人仔細觀察內裡的十種事物。 

 各成員互相討論觀察心得，每人從觀察
事物中挑選其中兩種，完成十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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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活動示例一(必修班) 

 試以4人為一組，在校園一處小空間，每
人仔細觀察內裡的五種事物。 

   路線A：周美兒花園→壽南路→圓樓梯 

   路線B：圓樓梯→壽南路→周美兒花園 

 各成員互相討論觀察心得，每人從觀察
事物中挑選其中兩種，完成六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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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活動示例一 

 完成觀察活動及佳句創作活動 

 每人選出最滿意的佳句抄出黑板上 

 投選同學心目中最佳的句子 

 互相討論、評鑑 

 以自己或同學的創作句子鋪寫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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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對象：金魚池/校長 

 學生作品示例一 

  小賣部旁的花園，立著竹，立著羅漢松。
松的對面放置著一個人工魚缸，流水聲不斷，
與腳步聲交疊。步至羅漢松旁，校長見四周無
人，從口袋中掏出一包香菸。他以熟練的手勢
點燃打火機，眼角忽然瞄到了一缸魚兒，繁忙
的魚兒，看著優閑的校長。校長一愕，然後發
出會心微笑。收起未點燃的香煙，腳步聲漸漸
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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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對象：金魚池 

 學生作品示例二 

  在狹窄的魚池裏，幾條橙色的錦鯉游
來游去，他們漫無目的，只是沿著水流
不停轉圈。水面上多了副眼鏡和領帶，
那雙眼睛注視著池中游來游去的魚。牠
們看見奇怪的倒影，嚇了一跳，在池中
亂衝亂撞，幾條魚碰在一起。他看見這
個情景，心滿意足地慢慢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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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對象：金魚池/學生 

 學生作品示例三 

 大魚缸裡個有小魚塘，魚兒擺著尾巴，咀上一
張一合，悠閒地在小池中游來游去。看著牠們
的幾雙眼睛，彷彿得到讚賞般，更歡愉活潑地
游著。池塘角落的一條小魚，冷眼地看著外面
那匆匆而過的人群，那喃喃抱怨著的人群，那
拿著書本不斷來回踱步的人群。牠看著那被困
在這無形的大魚缸的人群。牠嘲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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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感想 

 我喜歡到校園行走，寫下所見物品，然
後把物品作成有意思的句子，再發揮創
意，最後寫作。 

 在校園不同景點取景寫作，這活動有助
我們把熟悉的景物化為文字。 

 遊校園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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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感想 

 遊校園最有效，因為我們能有實質事物
作參照，不用憑空想像，而且過程中比
較有趣，因此我認為遊校園此活動是最
有效。 

 我喜歡「到校園遊走並創作句子」的活
動，我認為遊走校園的環節能讓我有親
身經歷和真實體驗，對創作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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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活動示例二 

 每組獲派發《世說新語》一則故事及
相關漫畫，每位組員必須運用已學之
改編原則，寫成一個新故事。小組互
相傳閱及品評同學的作品。 

 教師分析同學作品，並指出改編故事
要注意的地方。 

 每組選出小組中最優秀的作品，再加
以改寫或增潤，完成一篇完整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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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活動示例三 (中四) 

 「接龍小說」 

 設不同題材 

   (偵探/科幻/ 

    愛情/寫實) 

 以筆名發表 

 鼓勵多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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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活動示例三 (中四) 

 「接龍小說」 

 設不同題材 

   (偵探/科幻/ 

    愛情/寫實) 

 以筆名發表 

 鼓勵多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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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活動示例三 (中四) 

 「接龍小說」 

 設不同題材 

   (偵探/科幻/ 

    愛情/寫實) 

 以筆名發表 

 鼓勵多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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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活動示例三 (中四) 

 「接龍小說」 

 設不同題材 

   (偵探/科幻/ 

    愛情/寫實) 

 以筆名發表 

 鼓勵多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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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感想 

 集體創作很有效，因為可以從其他同學
的意念中學習創作如何能取得意念，從
而創作新的作品。 

 我認為網上評估很有效，既可以迫使我
一定要作文，但又可以匿名，更可以了
解別人對自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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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感想 

 評鑑其他的作品是最有效的，因為可以
擴闊自己的文學眼界，將別人的技巧學
成後，成為自身的本能，對文學任何方
面均有幫助。 

 評鑑最有效。透過閱讀同學們的作品，
互相學習，或互相指出不足的地方。  

 我認為欣賞同學的作品最有效。因為這
能讓我們接觸更多寫作風格，而且也可
向同學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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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感想 

 創作+評鑑最有效，透過欣賞其他同學的
作品，對文學創作有很多新啟發，例如
有新立意。 

 同儕互評的環節雖帶有競爭的形式(分組
比賽)，但多為良性，具評鑑中亦能更見
文章的優劣，加以學習、修正、反省，
透過欣賞同學作品及分享、交流寫作心
得，也對文學學習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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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學生的多樣性 

 成績較佳的學生學習能力雖高，但往往
墨守成規，略欠創意。 

 

 成績稍遜的學生雖然缺乏學習動機，卻
往往更具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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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透過分組活動和集體創作，讓學生通過
協作學習，提升自信及能力。  

 同學可透過評鑑別人的作品，提升自己
的水平。 

 善用網上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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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學習動機低及學習能力弱的學生，設計
有趣的學習活動，提高學習興趣。  

 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多獎勵，從而建立自信，帶來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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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心得/體會： 

 文學並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科目。 

 勤力雖然可以補先天的不足，但文學的觸覺
比勤力對提升文學成績更有效。 

 文學是要捱出好成績的科目。 

 課文文章必須精通，細節不能錯過。 

 我認為即使文學根基不足，但這一科卻是能
憑著勤力來彌補自己的不足。 

 天道酬勤，要練到隨時隨地都可引文，例如
上廁所時，可引「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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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心得/體會： 
 我認為文學好不實在，好虛無飄渺，我經常對

此感到不知所措。但我又十分喜愛這科，因為
文學十分有趣。我經常在想，那些作品真的有
這麼多的深意和隠含的意思嗎？還是只是我們
後人自己猜想出來呢？ 

 中四時，學文學覺得很輕鬆，因為篇章短，較
易掌握內容，中四是很快樂的一年。到了中五
及中六，學習壓力加重，幸好因對文學有興趣
，才繼續地「戰城南」下去。雖然自己測驗、
考試的表現有點飄忽，但希望不會在文憑試 
「死郭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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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心得/體會： 
 喜歡文學是因為文學可活用到生活上，

比起生物的細胞、化學的方程式有趣。
文學有太多不同的作品形式，對我的中
文仍可能沒有太大的幫助，但對我的人
生的態度或價值觀改變甚大。 

 我體會到大部分文學作品的作者都因懷
才不而遇而創作出好作品。 

 我認為讀文學在某程度上減低了對文言
文的陌生感，也有助提升個人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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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心得/體會： 
 從文言文中我感受到中國的語言、哲學

的精妙。古人用字之精鍊，令人敬佩。 

 「術業有專攻」，如果可以只讀古文、
古詩詞有多好！ 

 播放與文學相關的影片，能引起我對文
學的興趣，而筆記中加插圖片也能吸引
同學閱讀。 

 我喜歡課堂上以戲劇形式教學，因為我
大部分課文都是因為短劇而印象最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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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以強帶弱，照顧差異 

 循序漸進，由淺入深 

 必修單元與文學創作緊密結合 

 為學生提供選擇的空間 

 設計多元化而有趣的教學活動 

 聯繫生活 

 以提高學生對文學的興趣為首要目標 

 多獎勵，從而建立自信，帶來滿足感 

 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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