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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中國文學新課程在二零零三年九月開始實施，教統局課
程發展處期望通過新課程，培養出有文學鑒賞能力及創作能力、
有審美情趣、有道德操守、能夠熱愛生命的新一代。兩年的課程，
能否得此成效，乍看起來，難度極大。但歷史上的偉哉理念，都
是在共同努力下成功的，筆者相信，只要教者與學者堅守護持，
中國文學課程的宏大理想，任何人都不容否定。 

 
新課程加入了很多新元素，對比於舊課程，自然優勝得多。

單就「文學創作」一項，為了提高學生創作文學作品的能力，除
沿用公開考試的評核外，並增加了校內評核，而且兩部分加起
來，佔全科積分百分之四十強。這對教師與學生而言，挑戰性無
疑大大增加。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言，它既是課程的一部分，有本身的

目標，但它緊扣整個課程，與其他部分不可分割，也不能分割而
居核心地位。中國文學的研習，首先要對作家、作品有正確的「理
解」和「分析」，這側重於理智的閱讀層次；在閱讀過程的同時，
又提升到「欣賞」階段，既然「賞」而言「欣」，必然是情感投
入的結果，只有在情感投入之後，理智活動才能昇華，進入「評
論」的階段。當學生不斷體悟中國的文學作品，才真能提高本身
的文學素養，收陶冶性情、發展個性、美化人格的效果。如果說：
理解、分析、欣賞、評論針對讀者而言，都是由外而內的，先有
主體的作家、作品，才引發客體讀者的回應。而當讀者心有所感，
情所不能已，秉諸筆而寄於文字時，不論以散文、詩歌、小說、
戲劇的體裁投射出來，都可稱之為文學創作。學生創作時，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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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而成為作家，反「客」為「主」了。當教師能誘發學生經常
主、客易位，綜合運用文學的各種能力從事創作時，教學的目的
才算達成。 

 

作為教師，要在兩年內提升學生的創作能力，非有全盤計
畫，不能致功。以下提出一些具體建議： 

 

1. 教師首先要做的，是擬定周詳的兩年計畫。要注意：計畫不
同於教學進度，它詳細表明教師針對學生「文學創作」的若
干關注重點，而每一關注重點須說明相關的策略及工作，每
一策略及工作之下又須注明時間起迄、成功準則、評估方法
等。為有效地落實課程的要求，這一步驟絕不可少。擬定計
畫前，準備工夫要充足，研讀《中國文學課程指引（中六）》
及相關文獻外，高級程度會考考試範圍和試題舉例，務必參
詳其奧。 

 

2. 計畫須照顧學生程度及興趣的差異。文學課程為選修科目，
修讀的學生不會太多，教師宜調查及評估每名學生的能力、
性向，以及寫作興趣等；長善救失，揚長避短，是為得之。 
 

3. 為學生度身制定創作「路線圖」，並設置學生個別的「學習歷
程檔案」。路線圖能讓學生清楚自己的位置和努力方向，下一
目標在哪？目的地在哪？皆一目了然。學習歷程檔案為最具
體的紀錄，對反饋教與學都有幫助。教師依據檔案資料，既
便於了解學生的進度，亦利於適時評估，調整教學策略；至
於學生也可藉檔案資料，回顧過去，努力未來。 

 

4. 教師不僅是學生學習的帶領者，更是學生學習的促進者。教
學的種種方法，目的都在誘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與追求知識的
欲望，但教學最後的歸宿，是驅使學生在教師導夫前路的軌
跡上、甚或在學生自闢的蹊徑上奮進。天下沒有最好的烹調
法，最好的烹調是由食客論定而非廚師自己。過分追求花巧
而丟棄祖傳舊法的廚藝往往適得其反。同樣，教師如過分使
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買櫝還珠，反而迷失方向，窒礙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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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務。教學者當以此為鑑。 
 

5. 文學創作是講求靈感的，靈感的有無確然影響創作成敗。陸
機在《文賦》中感嘆在六情底滯之時，文思枯澀，開塞無由。
稍後，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就提出了陶鈞文思的方
法在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和馴致以繹辭。《中
國文學課程指引（中六）》也有兩段重要的話，其一說：「個
人對週遭人事的細緻觀察與深入思索，是文學創作的泉源。
創作文學作品，主要是將生活中搜集到的素材，經過選取、
想像、虛構、提煉的過程，以概括、具體、生動的形式，運
用恰當的語言文字表現出來。在創作過程中，學生通過觀察
和思考，培養對生活敏銳的觸覺和深刻的反思；運用不同的
寫作技巧，嘗試不同文體的創作，豐富創作經驗。」（頁 5）
其二說：「每個人都具備創造潛能，教師應鼓勵學生從生活中
捕捉文學的靈思，用語言文字演繹出來，體驗創作的滋味，
領略創作的樂趣。」（頁 14）亢言高論，教師宜細加體味。考
試是限時的，不容許學生苦等靈感之來，如何令學生思理暢
達、文從字順，避免理鬱辭溺之弊，就端賴教者的津渡明燈
了。 

 

6. 多寫為提高寫作能力的不二法門。兩年的寫作，教師不應以
應付「校內評核」為限，宜盡量鼓勵學生結合閱讀來寫作，
由模仿、借鑒開始而逐漸變化求新，妄言「創作」而不知「學
貴慎始」，將帶來不利影響。批改時應以「多批少改」為原則，
批語宜多鼓勵，並寓批評於尊重、體諒、關懷、幽默、激勵
與希望之中。 

 

7. 成功感與滿足感乃推動創作的能源。教師宜定期展示學生的
創作，予以公開表揚。甚或要求每名學生將作品釘裝成冊，
放在圖書館內，讓其他同學翻閱。當學生有了當作家、著者
的喜悅之時，也許將是畢生熱愛寫作的開始。 

 
以上建議，未必有當，教者須結合實際情況予以取捨。如稍

有參考價值，是所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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