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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與小學中國語文課程有甚麼關係？ 

 

童書為甚麼會走進小學中國語文課程？ 

 

童書走進小學中國語文課程之後，學生的學習會有

怎麼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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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與小學中國語文課程  

 

一 童書的意涵 

童書，顧名思義就是兒童閱讀的書，也應當是適合兒童閱讀的書。童書的範

圍很廣泛，從內容分，包括識字書、數數書、知識書、概念書、玩具書、故事書

等。從性質分，包括科普作品、文學作品。從呈現形式分，有無字書、圖文書和

文字書等。 

這裏要探討的是適合兒童閱讀的文學類圖文書，包括圖畫書和橋樑書。 

 

二 小學中國語文課程的發展：文學學習的視角 

1. 一點回顧 

普及教育推行初期，小學中文課程着重語文學習的工具性，強調發展學

生讀、寫、聽、說的能力；至於人文性的元素，如：文學教育，教師會因應

課本選材隨文施教，也會通過課外閱讀配合。 

童書不是新鮮的事物。從教學操作來看，雖然過往我們不一定用「童書」

這個名稱，但語文教師或圖書館主任在學校也會請學生閱讀童書。分別是過

去施教者往往把看童書視為「課外閱讀」，即學生在課堂以外自行閱讀指定

或推薦的書。由於課時關係，教師或圖書館主任通常不會特別指導學生閱讀

課外書，但會以不同形式要求學生做閱讀後的習作，例如列舉讀物的基本資

料（作者、出版社、出版日期）、摘錄佳句、簡介內容、抒發讀後感等。這

樣的童書閱讀安排不會佔用課堂時間，而且又可以檢視學生閱讀後的成果。 

把童書閱讀作為「課外閱讀」的處理方式，由於學生欠缺閱讀指導，閱

讀的隨意性很強，學生的閱讀成效，往往取決於學生個人的因素。本身對閱

讀有興趣、對文字感悟較高的學生，雖然沒有得到特別指導，也可以從閱讀

中感受作品的情意，獲得樂趣。相反，閱讀能力稍遜，興趣本來就不高的學

生，不會因為在「形式上」接觸了童書，閱讀水平就有所提升，關鍵之一很

多時在於閱讀後的習作。前述的閱讀後習作固然易於批改，但實質上很容易

變成例行公事。學生填寫基本資料後，要摘錄一兩個佳句其實很容易，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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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脫離了原文的語境，佳句的「佳」不過是一種抽離的感覺。至於讀後感，

參考書本的前言或書後的簡介，要寫一些「感想」並不困難，但是這些感想

是否出於學生對作品真實的感受或個人的發現就存疑了。 

2. 語文課程的革新 

課程是不斷發展的。平衡語文學習的工具性與人文性，是當前語文課程

發展的趨勢。自 2000 年開始，教育局革新中國語文課程，至 2004 年，小學

實施新的課程指引，文學列為學習範疇，明確指出須在語文教學中加強文學

元素，文學學習的重要性得到肯定。 

 

文學學習的方向   文學學習的目標  

  
1. 感受文學的愉快經驗，欣賞

文學之美； 

2. 培養審美的情趣、態度和能

力； 

3. 透過閱讀文學作品的愉悅感

受，提高學習語文的興趣和

語文能力； 

4. 分享作品中獨特而共通的思

想和感情，增強人與人之間

的溝通、同感和同情，引起

對生活和生命的體悟。 

在中國語文科加強

文學的學習，以培養

學生的審美能力和

審美情趣。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領域指引（小一至中三）》(2002)及《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六）》

(2004)） 

從側重語文能力訓練到重視文學學習，課程制訂背後自有其原因。過去

學生在學習語文的歷程中，會讀過一些文學篇章，也會通過課外閱讀接觸到

童書，但由於學習重點不同，學生對文學作品的感知、理解與欣賞的訓練自

有不足。要增強學生的文學素養，有需要從課程的層面做調整。這樣的調整

其實確認了一個關鍵原則：兒童需要文學，更需要文學教育。 

兒童需要文學教育，可以從兒童藝術發展論說起。心理學者 Gardner 與

Winner 研究兒童的繪畫，提出「U 形趨勢」論，指出兒童在 5 歲之前，他們

的畫作（大多是塗鴉）有很強的自發性、獨特性與創造性，跟優秀藝術家的

表現相若。不過，兒童畫作的這些美感特質，在 5 至 8 歲開始消減，9 至 11

歲更急劇跌至谷底。除非在藝術學習上有所突破，否則大部分兒童在藝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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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發展，無法迴轉到 U 形另一頂端的方向，只會橫向前進，趨於平庸，形

成 L 形的趨勢。1 

兒童學習文學的情況與學習繪畫相若。兒童在學齡前已跟文學打交道，

擁有早期的文學經驗：在母親懷中聽到的安眠曲和兒歌（甚或是只為逗趣，

沒有特定含義但充滿節奏感的聲音）；聽成人為他們講睡前故事；隨意翻閱

圖畫書，在不知不覺間建立了對文學特質的感知，例如文字的聲音和節奏、

圖像的色彩和感情，還有故事的脈絡和結構。2兒童在學齡前擁有多樣化的文

學體驗，如果能順勢發展，對文學的興趣與審美能力自會不斷提升。 

在小學階段強調文學教育，為文學學習方面訂定明確的方向與目標，學

生可以更全面的發展，而對語文教師來說或許是新的教學挑戰。 

 

三 童書在當前語文課程中的角色 

我們認同文學學習的重要性，但為甚麼語文課程需要童書作為學與教的材料？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認清語文教材的本質。 

語文教材是教師教語文的材料，也是學生學習語文的依據，所以優秀的教材

應具備以下根本的作用： 

 示例作用： 優秀的篇章是語言規律的範例、美感的投射對象 

 憑借作用： 學習閱讀策略、方法及歷練閱讀能力最直接的憑借，也是學 

 習語文知識的本體（文類、體裁、修辭、語法、詞彙等） 

 信息作用： 文化、生活及各種知識的來源 

 語境作用： 為字詞、文句、修辭的運用，提供語境，增進理解、分析和 

 鑑賞能力 

過去我們的教材觀相對單一，以教科書課文為主體，當前的教材觀擴展了，

所有可以用於學習語文的材料也包含在內。 

                                                 
1 張永德(2007)：〈讀者創造與創造讀者：文學接受理論的應用〉，唐秀玲等編《新世紀語文和文

學教學的思考》，香港，文星圖書有限公司，頁 48。 
2 張永德(2007)：〈讀者創造與創造讀者：文學接受理論的應用〉，唐秀玲等編《新世紀語文和文

學教學的思考》，香港，文星圖書有限公司，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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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語文教材

教科書
課文

報刊
圖片
圖表

視像材料
童書
……

傳統的
語文
教材

開放的語文教材觀

課堂教與學

•編寫有系統
•經過評審，

保證基本素質

• 形式多樣化
• 擴闊視野
• 隨機採用，

靈活多變

 

這種「大語文教材」形成的背後，其實反映了教科書課文的一些特點。 

從教材的篇幅看，教科書課文大都遵從「循序漸進」的原則，即低年級的課

文較簡短，高年級的課文會逐步加長，不過也會有一定字數限制，確保教師可以

在既定的課時內完成教學。這個現象有兩個隱含的意義： 

 低年級學生只能閱讀篇幅短小的作品； 

 語文學習都在課堂內完成。 

從教材內容看，部分教科書編選的文章，常以方便閱讀和施教為前提，會把

內容淺化、簡化、公式化，而人物也大多是定型的——爸爸外出工作、媽媽主理家

務、孩子大多聽話，要不也會在聽過成人教導後明白事理，把壞習慣改變過來。

教科書裏的現實生活較少波瀾，人物形象則概括化，面目模糊。這類課文的不足

之處是文章雖然書寫生活，但並不反映生活。 

從教材編寫取向看，部分教科書課文採用說理的方式，把成人認為重要的、

需要學習的事物告訴孩子。例如記敘文章，有時候會由作者親自解說，在結尾把

文章的「主旨」直接告訴學生；間接一點的就由故事中的一個角色（通常是父母

或教師）把道理說出來。這樣的編排，缺點是學生思考空間不大。 

顯然，面對學生的多樣性，部分教科書課文無法充分體現語文教材的根本作

用，未能全面照顧提升學生閱讀能力、促進學生思考的需要。 

相對於教科書課文，童書是「真實的讀物」(real books)，不為課堂教學而創作，

不因知識點的教學而創作。表面看來，童書沒有預設的課堂教學「功能」，篇幅又

長短不一，似乎不利於在課堂施教。換個角度看，童書以故事為主體，具備情節、

情境、情意，運用不同手法反映生活的真實面貌，幫助兒童建立美感經驗；作家

創作時沒有固定公式，內容具備想像空間，容許讀者多方參與。更重要的是，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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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是「書」，有助讀者建構「書」的概念，讓讀者學習從閱讀篇章到閱讀一本書，

發展更全面的閱讀能力。 

童書是文學作品，具有很強的文學及語文元素，學生可以學到故事結構、人

物描寫手法、敘事方式、多變的修辭技巧及豐富的詞彙。童書的取材多樣化，在

本質上是跨學科的，促進兒童知識的學習，以及語文和思維能力的發展，配合現

行課程與教學的發展方向。 

簡括來說，童書是更廣泛的閱讀資源，可以作為教科書課文之外的學與教材

料。教師可以獨立施教，也可以結合現有教科書課文，重組單元，發揮最大的教

學效能。 

最後，在本資源套的編寫過程中，得到不少小學校長、前線教師和教育局同

工的寶貴意見和協助，不能一一盡錄，謹此致謝。 

 

 

 

 
（張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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