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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背景 
• 沙田區津貼中學 

• ~15選修科[1X：物理(30+)/生物(30+)/旅遊(30+)/經濟

(30+)/歷史/中國文學……] 

• 每屆取錄約10多位中四學生 

• 自願/或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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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差異頗大 
  中三的名次分佈：14-191/192   (15人) 
                  16-181/185   (13人) 
                  22-188/190   (14人) 



• 選修原因：聲稱愛閱讀(如：消閒
式愛情小說) 

  >對中國文學概念欠清晰 

• 順利升上中六： 

  連續3屆:7-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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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時序/文體施教 

按時序教授？ 

• 學校指定教科書用文體分類 

• 詩/詞/曲/散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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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時序教授 

     中四(5節)            中五(4節)             中六(4節) 

 
時代 先秦 漢 

魏晉南
北朝 

唐 宋 元 明清 現當代 

文類 
詩經 
楚辭 

散文 

古體詩 
樂府 

駢賦 

近體詩 
散文 

 

詞 
散文 

 

曲 
小說 

散文 

新詩 

散文 

小說 

指定 
篇章 

蒹葭 
 
涉江 
 
齊桓 

戰城南 
 
短歌行 

歸去來
辭並序 

將進酒 
 
進學解 

齊天樂 
 
南鄉子 

雙調‧
夜行船 
 
法場 

西湖七月半 
 
接外孫賈母
惜孤女 

死水 
 
書 
 
藥 
 
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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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 

  理順文學發展的脈絡 

  學生有基本的概念 



• 難處 

1.出版社按文體單元印刷 

  >學生換書頻密，要提醒 

 

2.裁剪教科書的問答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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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a) 《蒹葭》與《雨巷》都是抒情作品，兩篇所抒之情有何相

似之處？(20%) 

(b) 《蒹葭》與《雨巷》如何運用複沓的手法？複沓的手法產

生了甚麼效果？(40%) 

(c) 《蒹葭》與《雨巷》兩詩中都帶有一種含蓄朦朧的韻味，

你認為何者營造的韻味較佳？試加以析述。(40%) 



>另外設計同期的作品作比較 

 如詩經與詩經比較  《蒹葭》Vs 《關雎》 

 如楚辭與楚辭比較  《涉江》Vs 《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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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處 

  3.教學時需要回顧舊篇章作比較 

      (詩歌Vs詩歌/散文Vs散文) 



 

 

9 

28-3-2013 

15-2-2012 

缺點：需時重新喚起學生一年前的記憶 
好處：學生不斷反覆複習 



    在繁華的巴黎大街的路旁，站著一個衣衫襤褸、
頭髮斑白、雙目失明的乞丐老人。他身旁立一塊木牌
，上面寫着：「我甚麼也看不見！」街上過路的行人
很多，看了木牌上的字都無動於衷。 

    這天中午，法國著名詩人經過這裡，問盲老人：
「老人家，今天上午有人給你錢嗎？」盲老人嘆息著
回答：「我，我甚麼也沒有得到。」說著，臉上的神
情非常悲傷。 

    詩人聽了，拿起筆悄悄地在那行字的前面添上了
「春天到了，可是」幾個字，就匆匆地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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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勵同學 提升興趣 



    晚上，詩人經過這裡問那個盲老人下午的情況
。盲老人笑著回答說：「先生，不知為甚麼，下午
給我錢的人多極了！」 

~~~~~~~~~~~~~~~~~~~~~~~~~~~~~~~~~~~~ 

    「春天到了，可是我甚麼也看不見！」這富有
詩意的語言，產生這麼大的作用，就在於它有非常
濃厚的感情色彩。 

    當人們想到這個盲老人，一生中竟連萬紫千紅
的春天都不曾看到，怎能不對他產生同情之心呢？ 

 

11 



四、教學安排 

• 1)文學常識 

• 2)文學常識小測 

• 3)課文預習 

• 4)分析篇章內容(背書+默書) 

• 5)寫作技巧(小測) 

• 6)問答家課+比較閱讀 

• 7)文學創作 

建立常規學習模式>學生容易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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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業名稱 次數 分類 

1 文學預習 每課1次 藍色單行簿 

2 文學隨筆1,2 每星期1次 藍色單行簿 

3 文學默書1-3 每課背默 藍色單行簿 

4 文學問答1,2 每課1次 米色格仔簿 

5 文學常識file 不定期   色file 

6 文學創作file 不定期   色file 

7 文學小測file 每課小測   色file 

8 文學測考file 2次統測，2次考試   色file 

9 文學篇章筆記
file 

不定期   色file 

10 其他 不定期 補充練習 

文學課業及簿冊分類表： 

13 

※幫助學生整理好課業 
※讓學生有系統及方便地溫習 



1)文學常識 

中四及中五：提供筆記 

 

14 



15 



中六：現當代作家 

 由學生自擬筆記>印給同學(一人一作家) 

 向全班匯報，功課上有幾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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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作家簡歷~50     4.提供其一代表作文本 
 2.寫作特色~100    5.就文本擬一提問(~3%) 
 3.舉列代表作      6.報告者為同學批改 

   
同學可向報告者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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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搜集資料製作筆記 

※自學能力 

※朋輩壓力 

※責任感(一星期時間預備，於指定日子報告) 

※能力弱的：可透過「抄考」來學習 

※能力強的：在搜集資料時收穫更大 

※報告時，同學可向報告者發問 

報告後，報告者要為同學批改小提問 

  >>使同學多思考 

  >>同學間的互動    >>提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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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安排 

• 1)文學常識 

• 2)文學常識小測 

• 3)課文預習 

• 4)分析篇章內容(背書+默書) 

• 5)寫作技巧(小測) 

• 6)問答家課+比較閱讀 

• 7)文學創作 

19 



 

• 每天課堂上背書/背默/小測 

• 限時：5-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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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建立每天溫習的習慣 
>強迫學生每天溫習 
>提高寫字速度  



• 1.背書 

• 停頓限3秒 

• 輪背：接龍式每人一句/每人兩句/每人3句 

• 抽背：老師抽作品中其中一句，學生要接下
一句 

罰：2/3次失敗者當天留堂 

 

• 比賽：以最短時間背完 

奬：可於默書/小測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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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兩位學生或以上不及格 

• 全班排期重默 

• 再有兩位學生或以上不及格 

• 全班重重默……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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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朋輩壓力 
>學生熟記課文 
>測考時能適當引文佐證 

2.默書 

限時，每次範圍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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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養天天溫習的習慣 
 
2.學生沒有忘記/推卻的藉口 

中五默書及小測時間表 中六默書及小測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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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小測 

i.供題小測(有底分,如總分10分) 

ii.不供題小測 
   主旨+寫作技巧 
   計分方法：加分形式 

• 能力高~掌握全部/大部份指定篇章主旨及技巧 

• 能力弱~拿達標分數，起碼熟記基本幾項資料 



四、教學安排 

• 7)文學創作 

 

閱讀與創作盡量配合 

就篇章的內容及寫作技巧設計作文題目 

 

>讓學生能夠活用所學到的知識 

>深化所學 

>仿作較創作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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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nkalee
螢光標示

kwankalee
註解
建議刪去此頁。



• 評核方式： 

• 學生互評 >老師再評 

 

• 文學隨筆 (~隔周寫作) 

• 文評/賞析/小品文寫作 

• 學生反思後或會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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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其他小點子…… 
• 聯誼 

文學班聖誕聯歡會/網上群組 

>加強凝聚力/歸屬感 

• 設立獎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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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促進學習 
 

學生其實都是很可愛的。 
祝大家教學愉快！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