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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的規劃及學與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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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教師對建議篇章的認識，掌握古詩文的學與
教策略，藉以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感受經典文
學閱讀的愉快經驗，積澱語感，加強對中華文化
的學習。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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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紹古詩文(建議篇章)的內容要點及旨趣

2. 幫助教師構建古詩文的學與教策略

3. 分享學校規劃古詩文學與教的實踐經驗

4. 總結與交流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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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的提出——課程的增潤與優化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推薦40篇古詩文，
期望學校逐步納入常規教學

構建校本的中華文言經典課程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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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學與教——《積累感興》的提示

為甚麼學？ 怎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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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為重要學與教材料，《積累感興》的編寫有甚麼特點？

提供簡要的資
料，趣味為先

配上生動插圖

設有簡易
思考題

提供粵普
朗讀參考

提供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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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積累感興》編寫特點對古詩文學與教有甚麼提示？

提供簡要的資
料，趣味為先

配上生動插圖

設有簡易
思考題

提供粵普
朗讀參考

提供小遊戲
以作品為焦點，不大量講
授體裁、作者生平、時代
背景（重文化、重情意、
重欣賞、重興趣）

利用優美圖畫輔助閱讀，
或進而選取圖畫書配讀
（感受情感，提高興趣）

連結讀者閱讀與生活經
驗（積累、感悟、體會）

重視作品誦讀（反
復吟詠，聲入心通）

可配合活動、戲劇學
習（連結生活、深化
理解、提高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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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組材 理念與策略

悅學古詩文

古詩文教室

古詩文走進課堂，是怎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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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一：
配合原有教科書
單元，選材施教

單元 篇章

暢遊山水 講讀：漫遊萬宜水庫

自習：登武夷山

古詩：題西林壁（蘇軾）

單元 篇章

中國傳統
節日

講讀：中秋夜遊

略讀：龍舟衝、衝、衝！

古詩：清明（杜牧）

初小

高小

規劃與組材

示例參考教科書
單元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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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古詩文 延伸閱讀資源

初小：
我愛大自然

《詠鵝》
《畫雞》

《家》（現代童詩）

高小：
學貴有方

《論語四則》
《二子學弈》

以「勤勉好學」或「學貴
有方」為題的課內外經典
名句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建議篇章學習單元示例

規劃與組材

取向二：
古詩文與自選閱
讀資源組合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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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組材

取向一：
結合原有教科書
單元，選材施教

分享一些點子……

取向二：
古詩文與自選閱
讀資源組合單元

古詩文可以跟古詩文
組成文學單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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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單元主題 學習材料 學習內容/重點

初小 課後童年 略教：自選古詩
《小兒垂釣》、
《宿新市徐公店》、
《村居》
精教：40篇古詩選篇
《詠鵝》、《小池》、
《江南》

• 兒童課後活動的古今比較
• 詩歌裡的色彩、聲音、動態、
情感

高小 學有所成 40篇古文選篇：
《論語四則》
《二子學奕》
自選古文：
《弟子規．餘力學文》

• 古今學習內容：六藝、啟蒙書、
現代課程

• 學習方法與態度
• 綜合與歸納能力

古詩文自組文學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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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一：
配合原有教科書
單元，選材施教

規劃與組材

取向二：
古詩文與自選閱
讀資源組合單元

取向三：
建議的古詩文篇
章與其他古詩文
自組文學單元

取向四、取向五、取向六 ……

結合不同規劃取向，
古詩文學與教更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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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古詩文教學
常見的誤區

以文學知識
代替文學感受

偏重知識的教學
以教授文學體裁、詩歌格律、
修辭技法、文言知識為學習重
點，忽略學生對作品的感知

以成人的文學領會
代替兒童的文學經驗

偏重教師的講解
以成人的閱讀觀點加諸兒童
讀者，忽略他們對作品會有
不同的閱讀體會與反應

理念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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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為本

情意先行 感悟至上

以文學閱讀為定位，
旨在發現古詩文之美

強調理解作品的
情感和意趣

重視讀者個人的
感受與領會

走出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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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學與教策略

常用策略 說明

遊戲策略 以遊戲帶動，如看圖猜詩、字卡遊戲、猜詩題、填
字遊戲、唱遊等，以提高學習興趣，讓學生親近古
詩文

聲情策略 通過誦讀，或聆聽作品的誦唱，把握作品節奏，感
受作品的情意

情境策略 呈現作品的情境，深化學生對作品情意的體會

視覺策略 就對文本的理解，轉化文字為圖像，呈現讀者對作
品意境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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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學與教策略

常用策略 說明

故事策略 講古詩文的故事，為古詩文編故事，延續古詩文的
故事……

觸感策略 提供直觀、觸摸古詩文描述的實物的機會，幫助學
生化陌生為經驗，加深理解

戲劇策略 通過戲劇活動，把古詩文描述的人、事、物的形態
及場面重現，引導學生代入角色，體會作者的心情

連結策略 連結學生的已有知識、閱讀與生活經驗，思考古詩
文與現實生活的關聯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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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詩歌玩遊戲

我們的身體其實可以做很多動作，就讓我們來當駱賓王詩歌中
的鵝吧。

用一隻手做成鵝的樣子
把手仰起，向上擺動，想像鵝頭望

向天空在唱歌

另一隻手掌平放，
手背向上，左右
手掌輪流向下擺
動

 一邊做動作，一邊朗讀詩歌

 想像鵝兒游得很慢……
 想像鵝兒游得很快……

1
2

3
4

遊戲策略

18



遊戲之後——情境想像

 你覺得池塘裡有多少隻鵝在游玩？你覺得當時作者是一個人，還
是跟朋友在一起觀看鵝兒的動態？

 如果你當時在現場，你會聽到甚麼聲音？你有甚麼感受？

 讀過《詠鵝》，你覺得作者駱賓王是在甚麼年紀寫下這首詩歌？
為甚麼你有這種想法？ （如學生已讀了簡介，可問：可以根據
詩歌內容說明這是兒童寫的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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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填字遊戲

1 相、阻、只、 遙

2 過、 到、綠、暖

詩人寫詩時遺失了兩個字，試從以
下兩組單字選出合適的填上

京口瓜洲一水間，

鍾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泊船瓜洲 王安石（宋）

1

2

閱讀原詩，討論原作和同學選字的異同和表達效果

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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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教師的示範朗讀，
發現教師朗讀的特點
（停頓、語氣、輕重、
音節……）

學生仿讀

學生演練

誦讀：從感覺聲音開始

請學生指
出為甚麼
要這樣讀

聲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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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

好的誦讀，源於理解

下雪了，下的是小雪
還是大雪？

你猜作者當時正在做
甚麼？趕路？在小亭
裡避雪看風景？試代
入情境，朗讀本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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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票選結果：
大部分學生選這這個版本 

情境策略

孟郊想為《遊子吟》配圖出版詩集，你能為他選出合適
的圖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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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策略

學生分四組，每組繪畫一句
詩歌的情景

學生展示繪畫的圖畫（創
作），並選出最喜愛的詩
句配圖（互評）

總結：
詩人看見小池的風景，內心有甚麼感受？（開心、
寧靜、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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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 遊子吟

講古詩文的故事

故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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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古詩文的故事……

為古詩文編故事

 在不影響原作內容、情意下加入合理想像，豐富情節。

例：孟郊為了迎接母親到來，他會做甚麼準備？（《遊子吟》）

 邀請學生運用想像，構思故事的發展。

例：假如有朋友這時候來探訪張繼，那個場面是怎樣的？
他們會做甚麼？談的話題是甚麼？（《楓橋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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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直觀、觸感實物 指導

鳥鳴澗
（自選）

桂花 觀察桂花的形態，想像花落時的聲
音，作者連這樣細小的聲響也聽到，
可見他當時的心境寧非常平靜

憫農（其二） 農具 觀察實物，觸摸、拿起，知道鋤頭
的重量，明白農夫耕作很辛勞

涼州詞 夜光杯 展示夜光杯，讓學生觸摸、近距離
觀察，體會用夜光杯喝着美酒但突
然要出征的無奈心情

觸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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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杜甫看見這樣的風景，心情會怎樣？

 試做個表情顯示詩人當時的心情，並說一句話表達內心的感受

戲劇策略

做表情，說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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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策略 連繫生活經驗

《七步詩》曹植 《靜夜思》李白 《金縷衣》杜秋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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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策略 連繫閱讀經驗與知識

《蜂》羅隱

《二子學弈》孟子

《泊船瓜舟》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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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學與教策略

小結

可以互相連結，綜合運用

情境策略

視覺策略

故事策略

觸感策略

戲劇策略

連結策略

遊戲策略

聲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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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學與教

推廣文言經典，弘揚中華文化

多元規劃取向

課程理念
建議篇章

多元學教策略

校本課程

校園文學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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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欣賞文言經典就是傳承優秀文化

讓小學生走進古詩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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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悅學古詩文

靈活有機的組織規劃，加上多變
的策略運用，古詩文學習會變得
有趣也有深度

34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