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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中國語文校本課程規劃
加強文化文學學習及國家安全教育

校本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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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我的學生需要學習甚麼？

我該如何規劃課程和教學？

我可運用甚麼學與教策略和資源？

我怎樣可知道學生在校本課程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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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發展校本課程？

(1) 貫徹課程改革的理想
香港課程發展的大方向是使學生「學會學習」，以達至全人
發展及終身學習的願景。學校整體課程規劃因而很重要，可
確保學校能充分利用現有優勢，配合學校課程發展的目標及
策略，幫助學生達到課程宗旨和學習目標，以貫徹課程改革
的理想。

(2) 配合學校的需要
每所學校都有其獨特性，以「劃一」的概念推行課程發展並
不適當。因應學生的需要、興趣、能力，以及學校的傳統、
文化、發展方向、步伐以發展校本課程，能為學生提供一個
更適切、更寬廣而均衡的課程。

(3) 給學校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校本課程發展容許學生有更多的學習空間、彈性和機會，讓
教師可以發揮所長，學校可以靈活運用時間、善用空間、環
境，提高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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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是

中央課程指引賦予學校建構校本課程的空間
及自主。

指學校、教師在中央課程架構的指引下，發展
和製訂配合學生需要、能力和學校現況，具校
本特色的課程──

•學校可發揮專業自主

•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起步點

•透過適切課程設計，將學習、教學與評估有效地組織
和實施

•有助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理念篇》頁2-3）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頁23-34

•配合課程宗旨和學習目標

•依據課程指引提供的中央課程架構

•因應學生學習需要和學校實況

•規劃全面而均衡的校本課程

•注意學習範疇/階段之間的連繫和銜接

校本課程規劃

須考慮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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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指引：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23）

《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2023）

學會學習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curriculum-documents.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html


 聆聽、說話、閱讀、寫作

 文學

 中華文化

 品德情意

 思維

 語文自學

學習範疇的學習目標、學習要點、教學原則

 請閲覽《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23）頁7-26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curriculum-documents/Primary_Chi_Lang_Curr_Guide_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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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Primary_Chi_Lang_Curr_Guide_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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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聽、說、讀、寫

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2023）

字詞、標點、遣辭用字、篇章、工具書

並非探究語言學定義

範圍、能力、策略、興趣態度習慣

寫字

掌握視聽資訊

綜合訓練、一材多用

以適當學習材料顯示不同階段要求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curriculum-documents/Pri_Chin_Lang_LO_202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Pri_Chin_Lang_LO_2023.pdf


 《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2023）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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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2023）頁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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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中國語文課程配套資料 > 教學設計 >「理念篇」/ 「實踐篇」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resources/primary/lang/curriculum-materials.html

 校本課程規劃參考資料：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primary/lang/rat_into.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primary/lang/curriculum-materi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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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情境，確立願景

建立共識，訂定目標

規劃方案，落實設計

詮釋理念，實施課程

多方回饋，全面評鑑

因應評鑑

調整課程

《理念篇》頁16

中國語文校本課程規劃及實施步驟

 請細閱《理念篇》頁12-16及相關指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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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定校本課程框架
 設定校本課程目標

 編排一至六年級學習重點

(《理念篇》頁19，17， 45-77）

 擬訂各年級教學計劃

 編選學習材料

 設計學習及評估活動

校本課程規劃



採用單元組織發展校本課程

中華
文化語文自學 閲讀

説話

（《理念篇》頁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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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訂學習單元

關注重點：
•學習目標明確清晰

•學習重點適切

•善用學習材料（包括「建議篇章」），選取合適
的資源

•設計多樣化的學習活動

•安排適切的評估活動

 《理念篇》「學習單元的編訂」，頁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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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訂學習單元的步驟

組織重心

單元目標

學習重點

確立單元重心/主題，如
識字、生活經驗、語文能力、
中華文化、文學、品德情
意……

布置各學習範疇重點
聽說讀寫、中華文化、文學、
品德、自學、思維

學習材料
學習及評估

活動

擬定學習目標，如

提高聽說讀寫、思維能力；掌

握自主學習策略；培養正確的

價值觀和態度；增進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提升文學閲讀的興

趣……

• 編選合適及多樣化
的學習材料

• 設計相應的學習及
評估活動

訂
定
學
習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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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類型
- 教科書、作業、書籍、實物、視聽資源、網上教材、
電子學習資源

- 如自然環境、人力、社區資源）

2. 選取原則
-能體現學習目標和學習重點
-意識健康，具啟發性
-貼近學生的生活，能引起學習動機和興趣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題材多樣化，包括優質文字及多媒體材料
-資料來源有據，準確可信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23）頁48-51

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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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詩文

評估課業/
測考

專題研習

故事創作

其他

網上分享、
評論

課堂提問/討
論

文化考察

口頭匯報

多元的
學習和評估

活動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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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是課程、學與教及評估循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評估

 透過評估搜集學生學習過程中的學習成果作為學習顯證，審視學生
表現，為學生提供適時和優質回饋，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學習進程，
調整學習策略，改善或延展學習，達至「評估求進」。

 學校和教師透過整合和分析評估數據，掌握學生的實際學習需要和
學習難點，優化學校課程及學與教策略，協助學生在知識、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上得到均衡的發展。

 家長亦可透過評估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適當運用教師的回饋和建
議，作出相應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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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課程指引》（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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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模式

 請閱覽《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2022
分章五「評估求進」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
edu/primary/curriculum-documents/Primary_Education_Curriculum_Guide/pecg_ch5.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curriculum-documents/Primary_Education_Curriculum_Guide/pecg_ch5.pdf


評估活動

份量要
恰當

全面而多
元，重視
過程

多方參與

判斷和
評價

重視回饋
和跟進

照顧學生
多樣性

對應學習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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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施評估的理念架構

22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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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六 學習單元架構（舉隅）

（《實踐篇》模擬示例甲，頁 10）

組織重心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組織重心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認識與理解
（一） 兒歌大放送 有趣的漢字 漢字的藝術 認識與理解

（三） 增廣見聞 漫遊童話國 說說何紫

欣賞與創作
（兒童文學）

上學
（圖畫書）

四季
（童詩）

友情
（童話）

欣賞與創作
（兒童文學）

積極人生
（寓言）

堅持理想
（童話）

成長
（少年小說）

說話與思考 多一點思考 大自然的語言 意在言外 說話與思考 言之有物 飛越神話世界 說古話今

抒發與表達 以禮待人 說話的藝術 幻想世界之
動物王國 表達與應用 審題和立意 選材和剪裁 組織和表達

認識與理解
（二） 郊遊樂 文情並茂 傳情達意 理解與分析 與愛同行 條理分明 唇槍舌劍

觀察與想像 飛翔的想像 放眼世界 心思詩 聯想與創新 創意空間 妙想天開 推理創新

構思與組織 親親家人 文化承傳 學趣無窮 綜合與評價 井井有條 分辨事實 平心而論

自學與探究 看圖探奇 書海求知 善用工具 自學與探究 視聽新資 設方想法 學會學習

中華文化
（專題研習） 節日風俗 遊戲玩藝 名勝古跡 中華文化

（專題研習） 歷史人物 科技發明 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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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六 單元規劃（舉隅）

《理念篇》 頁 70-71

 承上頁「學習單元架構」，教師具體規劃了以中華文化
為主題的各級專題研習。詳情請閱覽《理念篇》頁70-71
的「中華文化」校本單元計劃。



檢視校本學習單元

 單元目標（是否清晰明確？）

 學習重點（是否涵蓋各學習範疇？符合學生學習需要？）

 學習材料（是否配合學習重點？多元化？能引起學習興
趣……）

 學習活動（是否呼應學習重點？能照顧學生多樣性？
促進課堂互動……）

 評估活動（是否適切？能有效反映學生的學習表現？）

 單元編排（是否合理有序？）
25



•擬訂評鑑計劃

- 如評鑑目的、對象、範圍、方法、建議

•設定評鑑問題

- 如課程目標、課程設計、學習材料、教學活動、實施
過程、學生表現

•蒐集資料的工具和方法

- 觀察、面談、問卷、單元評估、考試等

- 蒐集及分析資料

•詮釋結果

- 結果與目標的比較

•調適及完善校本課程

- 下學年的關注事項 26

校本課程評鑑

（《理念篇》 頁 11，15，42）



 學校規劃校本課程須考慮甚麼？

 編訂校本學習單元要關注哪些要項？

 選取學習材料須符合哪些原則？

反思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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