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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背景

學校：校長支持文學科、提供資源(財政/教
節釋放空間)、中三選科講座、課時充裕

老師：不同教齡、各有所長，互相交流(公
開試評卷經驗、文學活動)

學生：積極主動、能力不俗，選修學生對文
學感興趣，惟視野較受地區限制



中國文學科設立理念

目標
• 建基於中國語文課程，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

並發展他們的文學鑒賞和創作能力，鞏固和深化中國
語文科的文學學習。

• 學生透過本課程研習大量古今文學作品，加深對中國
歷史、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認識。

• 本課程讓學生通過研習優美的文學作品，提高個人的
藝術修養和品味。

• 文學反映現實，寄寓理想。學習文學，可以探索生活
和生命，感悟人生。

提升文學、
文化的素養

人文關懷、
藝術造詣



中國文學科公開試要求

卷一：文學創作

筆試2小時

佔全科25%

卷二：文學賞析

筆試2小時

佔全科60%

校本評核

呈交創作練習三份
至少兩種文體

佔全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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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規劃：必修部分的課程安排
必修部分：佔三分之二課時、選修：兩個單元，佔約三分一課時
按時序教學：先秦至現當代(中六上測前完成整個課程)

文學賞析 文學創作 預期效果

中四

中五

中六

研習中國文學的方法：
(知人論世、文體特點、
文學術語、文體演變)

• 認識文學創作要求、與
命題作文的分別

• 片段寫作、長文

認識文學
培養興趣

• 選修單元
• 賞析與評鑑作品的技巧
• 評鑑與比較題重點處理

• 推薦學生參與校外創作工
作坊，增加創作不同文體
的機會、認識文學與藝術

發掘文學
不同面向
能力提升

• 深化對課文的情意理解
及答題技巧

• 邀請同工分析公開試的評
改重點，評估促進學習。

應試技巧
觸類旁通



文學賞析教學



文學賞析：由淺到深

深：評鑑題─比較兩篇作
品的手法及效果/綜合所習
作品分析/提出個人見解

中：比較兩篇作品主題思想

/情感/內容分析、複述

中：寫作手法及藝術效果

淺：文學常識與修辭



題解及寫作背景

課文教學示例：鄭愁予《錯誤》

• 鄭愁予兒時因父親參加抗日戰爭，不時隨母親轉徙內地各處「打仗的時候，男子上
了前線，女子在後方等待，是戰爭年代最悽楚的景象，自古便是如此」。

• 《錯誤》是一抒情小詩，描寫閨怨及思婦的情感。題目中的「錯誤」，是指詩中女
子對「我」的誤會。

• 「我」來到城中，傳來「達達的馬蹄」，令日夜在寂寞中等待「歸人」的女子，誤
以為「我」便是她期待的歸人，但「我」只是一位過客，因此女子傷心失望。



內容分析

詩中的「我」
是誰？做了什
麼？而「你」
又在做什麼？

詩中故事發生
的地點、時間、
季節？蓮花所
指的是什麼？



內容分析

我 你

過客、遊子 閨中思婦

騎着馬，路
過江南

苦候愛人已久，
卻未等到。
蓮花的開落既
暗示等待的漫
長，更比喻女
子的容顏憔悴。

詩中故事發
生在江南春
天的黃昏

以花喻人：《聲聲慢‧秋思》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
如今有誰堪摘。」



寫作技巧分析
象徵 東風不來

柳絮不飛

比喻
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
向晚

小小的窗扉緊掩

否定 不來、不飛

跫音不響

三月的春帷不揭

東風本指春天，不來→
了無生氣，暗示女子寂
寞難耐

春天柳絮飛舞，牽動情
思，如今不飛即女子內
心死氣沉沉、孤單。

向晚青石街是昏暗淒清，
暗示女子心情寂寞淒清。
寂寞的城和緊掩的窗突
出女子的沉重、獨守空
帷的執着。

見上表

女子所等人音訊全無

等不到愛人回來



內容分析

女
子
心
情
起
伏

故事情節發展

女子心情有何變化？
原因何在？試寫寫。

苦苦等待，
寂寞難耐

馬蹄聲令女
子重拾希望

發現「我」
只是過客，
錯認後心情
失落。

回應詩題：「我」達達的馬蹄敲響了女
子的希望，組成錯誤與美麗的矛盾。女
子由盼望→欣喜、激動→失落。



延伸閱讀

《閨怨》王昌齡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婿覓封侯。

女子心情
有何變化？
原因何在？

楊柳有
何含意？

1 書寫少婦「不知愁」
少婦在明媚的春日，精心打扮後走上沐浴春光

的翠樓觀賞春景。顯然，丈夫的出征遠行並未改
變其熱愛生活的情趣。

2 觸景生情：寫了少婦的「閨怨」
第三句一個「忽」字，成了全詩的轉折。少婦

看到隨風飄舞的翠綠楊柳，想到如此美景竟無人
共賞，不覺愁上心頭，深深懊悔當初教夫君離鄉
背井去求取功名利祿。(折柳送別，寓有留戀之
意。)

3 揭露了唐帝國開邊拓土的戰爭
詩中揭露了唐帝國開邊拓土的戰爭，給人民帶

來沉重的災難，謂之「摧腸怨戰曲」。



文學賞析：由淺到深

題目類別一：文學基礎常識、修辭及其藝術效果



文學賞析：由淺到深

常見學生表現：
• 忽略文體的朝代、古體詩與

近體詩/詞曲不分，作答修辭
效果時慣於用「罐頭文字」。

• 對文體特點的掌握粗疏。

教學方向：
• 教學強化文學知識，多讓學

生在課堂文本細讀，思考同
一修辭在不同文本的作用，
靈活變通。



文學賞析：由淺到深

題目類別二：寫作手法及其藝術效果

常見學生表現：
• 能辨別寫作手法、以

及寫出其作用。
• 但部分概念容易混淆，

如襯托VS對比、比喻
VS象徵，亦有些概念
難掌握，如風格。



景物描寫

文學賞析：了解寫作手法及文學概念

襯托 VS 對比

風格

用字精煉

氣氛渲染 反諷

詩三美

人物描寫 抒情

人物形象、
描寫手法

論說

人稱轉換

標點運用

象徵

對話/獨白

通用

情景交融

借物抒情
托物言志

直抒胸臆

白描VS工筆 借古諷今

釐清文學常見手法/
概念，如定義、作用，
並通過引用文例，能
力遷移在不同篇章。



文學賞析：同儕互相學習

佳作欣賞：
• 從可遷移能力(典故內容與作用)到文本(李白與曹植的共通點)
• 增強學生自信心。
• 學習作答框架，如主題句準確回應題幹、適當引文+自己文字解說，

複述以外更要分析。



文學賞析：由淺到深
題目類別三：主題思想、感情理解、文本內容分析/比較閱讀

常見學生表現：
• 能掌握作品的主題思想及感情，高下只在於闡述的

深入程度。
• 能找到兩篇的共通點/結合作者的生平遭遇/寫作背

景理解課內篇章。



文學賞析：引起趣味

《鴻門會》中提及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電影可以通過畫面呈現，
營造殺機處處的緊張刺激氣氛。



文學賞析：引起趣味

談及作者生平及思想、寫作背景等資料時，可善用不同形
式如影片或漫畫，言簡意賅亦不失趣味。



文學賞析：積學儲寶

作家生平 了解作家/同代作品風格

《楚辭‧涉江》

《歸去來辭並序》

《史記‧鴻門會》

《書》

《史記‧屈原賈
生列傳》(節錄)

《橘頌》、《漁父》
• 托物言志、托物言志、比興

《五柳先生傳》 歸園田居、移居(選讀)
• 認識田園詩、歸隱文化

《報任安書》
(節錄)

《史記‧刺客列傳》(聶政)
• 認識《史記》成書背景、人物描寫

• 認識《雅舍小品》及《雅舍談吃》，選讀《男人》、
《女人》及《旁若無人》。

• 認識作家代表散文集，了解其風趣幽默、一針見血
的寫作風格。



文學賞析：積學儲寶

題目類別四：評鑑─比較兩篇作品的手法及效果/綜合
所習作品分析/提出個人見解

常見學生表現：
• 欠缺比較準則，未能列舉其他所習篇章論證。
• 作答篇幅不均，偏重於熟悉的課內篇章，忽略課外篇章。



文學賞析：提供賞析框架

教學方向：
• 加入略教/自習延伸篇章
• 提供框架，藉此引導學生學習如何

賞析課外文學作品─能力遷移。
• 引起學生發掘其他文學作品的興趣。



文學賞析：先框架/後示例

同意 不同意

誇飾作用

說理目的

表達效果

所習篇章：
融匯貫通

《齊桓晉文之事章》、《戰國
策．蘇秦約縱》《六國論》

教學方向：
• 遇到學生有困難，先在

課堂一起討論，集思廣
益構建作答框架。

• 完成課業，善用考評局
網上考生示例作為學習
材料，培養學生的賞析
及鑑賞能力。

示例：老師與學生在課堂思考作答框架。



文學創作教學



生活處處是靈感─活用不同形式

1. 新詩教學：圖象詩

• 圖象詩，是利用排版字體將詩句、諺語或者單詞組合成特定的圖
案。

• 該圖案多半與文句或文字所要表達的內容一致。如果是一首詩，
那麼圖案將體現詩的意境。

• 利用詩來砌圖畫，突出詩的建築美，也做到形神兼備的效果。
• 詩歌教學參考書籍：陳永康《新詩讀寫基本法》深入淺出地分析

大量詩作，其中第三章─個性建築，解構新詩建築、形式與主題
的關係。



生活處處是靈感─活用不同形式

1. 新詩教學：圖象詩，陳黎《戰爭交響曲》

• 《戰爭交響曲》共分三段，主要由兵、乒、乓及丘四個字
形相近的字組成。

• 第一段無數的「兵」在戰爭中排列整齊，軍容壯觀。
• 第二段在戰爭過程中，有些「兵」受傷，缺了左或右腳，

變成了「乒/乓」，同時「乒乓」摹寫戰爭中交戰的聲音。
字體排列的散亂也象徵士兵的傷亡令軍隊不再整齊。

• 第三段這些肢體殘缺的士兵，再次整齊排列，但這次已變
成「丘」，說明他們已葬身於墳墓。



萬丈高樓由地起─名家作品引路及構思

教學方向：
引導學生閱讀
及〈密碼時代〉
及〈傷〉，分
析物件象徵義。
試以〈門〉為
題創作文章。



萬丈高樓由地起─同儕佳作分析、個人修訂

教學方向：
印發學生佳作及
分析，著學生試
評另一篇，並擴
寫某一些較籠統
粗疏的部分。



選修單元設計



選修單元的設計理念與實踐

按學生興趣，開設選修
單元，例如愛情專題、
散文欣賞等。

補充課程不足，例如唐
詩，認識不同主題：邊
塞詩、田園詩等。

延伸學習，配合閱讀活
動，讓學生多讀經典作
品，例如魯迅小說
《徬徨》、《吶喊》
等等。

課業：論文寫作，體驗
大學論文寫作的探究經
歷；又或模仿作家的筆
觸/角度/選材來寫作。

選修
單元



選修單元例子：
作家專題─魯迅



選修單元：散文欣賞
以潘步釗校長的《脂粉與顏色》為框架，加入與章節相關
的篇章，進行聚焦寫作，如訓練聯想、比喻、細緻刻劃等。

《脂粉與顏色》部分章節 老師選定作品 學生創作

心容萬物─怎樣找題材

脂粉與顏色─ 修辭與比喻

黃秀蓮：《最憶大
排檔》、胡燕青：
《茶餐哲學》

食肆風景

鍾怡雯：《傷》、
《垂釣睡眠》
胡晴舫《孤獨》、
《嫉妒》

以一種動物
來比喻自己



文學群體，凝聚力量

校外文學活動



文學群體，凝聚力量

3月18日中上環文學散步後，
與文學班將會共同參與講座。



港文存檔—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特藏二十周年展及
中大文學散步

文學活動，引發趣味，豐富經歷

二十年前，盧瑋鑾教授（小思）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合力構建香港文學特藏與
香港文學資料庫，透過歷年的收集、擴充與推廣，成為一個兼具學術與公共意義
的研究平台。

「港文存檔」二十周年展覽展出逾百件香港文學藏品，亦藉著檔案的概念，讓觀
者思考日常生活裏各種留跡與保存。

「港文」既是香港文學的縮略，也包含香港的文化、文心與文明氣質。讀者可以
打開香港文藝記憶裏不同的檔案櫃，觸摸書刊上的歷史，體驗作家的慧心雅趣，
並遙望電子人文世界的浩瀚、規律與新章。



老師/導賞員 學生

活動之前預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導賞團。
設計簡報及準備影片，介紹是次文學特藏的
展品及相關重要作家：小思、西西、劉以鬯
等，並印發與中大校園相關的文學地景作品。

於活動前舉行簡介會及規劃文學散步路線，
為學生設計相應課業，預留時間讓學生研讀
文章、觀看影片。

導賞員在講解中除了介紹展品與作家的關係，
更呈現了香港文學三十年代至今的發展脈絡，
以及香港文學資料庫對研習香港文學的意義。

觀看影片，研讀與是次展覽或中大
校園有關的文學地景作品，如小思
老師《寂寞的編舟者》、《深秋未
圓湖》、王良和《百萬大道》

活動當日學生遊覽校園，比對眼前
所見與作者筆下的中大有何分別，
拍攝或速寫中大風景。

學生認真投入聆聽導賞員講解，觀
看展品及參與展內活動，如拼貼詩，
活動後以PADLET完成海報設計。

文學活動，引發趣味，豐富經歷
港文存檔 —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特藏二十周年展
及中大文學散步



文學活動，引發趣味，豐富經歷

《黎紫書小小說》從閱讀欣賞到創作滋養

邀請小說編者，為同學分享小說編選背後的意
念，以及賞析黎紫書小小說創作的取材、立意
與表達，期望引發同學閱讀不同作品的興趣，
提升其鑑賞能力。



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線上大澳文學考察

作家 學生

播放影片，介紹大澳風情，如棚屋、曬蝦醬，
也有關於動植物如招潮蟹、水筆仔。

播放影片時有適當停頓，提出引導問題，或
與學生交流。預留時間予學生片段寫作，並
即時點評。

作家在講解中除了分享對大自然豐富的認識，
亦有連繫生活經驗，引起學生共鳴。

觀看影片，並可以在留言框即時分
享自己對大澳的印象。

在即時的片段寫作中，同學表現不
錯，反映他們具備一定的描寫能力。

學生表現投入，積極回應作家的提
問。

文學活動，引發趣味，豐富經歷



文學活動，引發趣味，豐富經歷

計劃所學

選篇運用多感官、不

同視角描寫自然景物

作家親歷其境，並拍
攝影片介紹大澳

實地考察

學生在實地觀察中，善用不同視角
和感官掌握事物特點(影片中提及花
香、冬青樹的光滑、從回歸塔遠眺)。

學生利用文字以外媒介拍攝遊踪，

增加對文學創作的興趣。從觀察、

到創作，是一個文學薰陶的過程。



大埔海濱公園遊踪

海濱漫步，
賞花留影，
牽動情思。



各展所長，迎接挑戰

困難與挑戰



困難與挑戰
面對的困難 相應方法

• 參與各類有關文學考評的工作坊
• 參考校內考生公開試買卷(不同等第)
• 科主任提供支援：到中六班別分享公開試考評

經驗，提醒學生作答的注意事項，以評促教。

• 互相交流，善用網上學習平台
• 例如電子表單作文學知識考核、PADLET作短

寫、網上實時考測及回饋(公開試前)

• 科主任提供自由度：選修單元的自擬
• 資源：校外機構提供文學地景考察、文學大

渡海、文學之星/公共圖書館作家講座、西九
戲曲中心茶館劇場等。

新老師欠缺教
學經驗(評卷)

疫情下的網課：
學習差異更大、
課堂互動較少

課堂空間有限，
需要校外資源



陶潛因事順心原因及
庖丁躊躇滿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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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與挑戰：疫情下的網課

於TEAMS會議即時評講學生課

業，或請學生互評，最後要求學

生修訂，作公開試最後溫習。



文學科實用網上資源

善用不同網上資源，讓學生自學，鞏固文學常識。
1. 公共圖書館：文學01頻道/文學月會
• 由學者介紹作家生平及文學作品賞析，如張愛玲、蕭紅專題，定期有文學

活動及創作坊予公眾參與。
2. 教育局：積學與涵詠
• 150篇古典文學作品及賞析，涵蓋詩、詞、曲、散文等文體
3. 教育局：中學中國文學指定作品參考資料選編（中四至中六）
• 附有不同學者對二十八篇文學指定篇章的分析，有助文本細讀。

4.中國古詩文精讀電子平台

• 350篇古詩文精讀，附有錄音誦讀及賞析，適合學生自學。

5.書聲

• 有聲書可讓學生自行聆聽不同的當代文學作品，以另一角度欣賞文學之美。



謝謝聆聽，歡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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