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5日

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
最新發展簡介會(新辦)



程 序
時間 內容及講者

下午2:10-2:30 登入

下午2:30-2:40

歡迎辭

招祥麒校長

課程發展議會—中小學中國語文課程專責委員會

（加強中國文學及文化）主席

下午2:40-3:10

簡介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的建議及

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的最新發展

何燕萍女士、麥桂芳女士 (中國語文教育組)

下午3:10-3:40
學校經驗分享

張炳堅校長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下午3:40-3:50 小休

下午3:50-4:30 問與答



為學生創造空間
照顧學生多樣性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2021年



教育局於2017年11月成立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整
體檢視中小學課程，以裝
備學生對應未來的挑戰，
照顧他們的不同學習需要，
為促進他們的全人發展創
造空間和機會。

專責小組於2020年9月向教
育局提交檢討報告，提出
六項方向性建議。



全人發展

價值觀教育

創造空間及照顧學生多樣性

應用學習

大學收生

STEM教育

六個方向性的建議



課程 公開考試

從小加強培養學生欣賞中
國文學作品和文言經典；
成立專家小組，加強課程
內中國文學和文言經典的
學習、欣賞，包括經典篇
章和名著。

檢視本科(高中階段)的
評核模式，包括但不限
於刪減、精簡或合併現
時的說話和聆聽考試卷
別。

1

創造空間及照顧學生多樣性

2

中國語文科



非華語學生

檢視文化背景各異的
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
要，考慮是否需要學
習或涵蓋課程內文學
作品和文言經典的數
量；

3

創造空間及照顧學生多樣性

研究是否應在文憑試
中國語文科的評核作
有效調適，讓非華語
學生能考取符合現實
期望的成績。



考慮方向

因應：

• 本科的課程宗旨和發展方向

• 如何釋放學習空間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 配合社會未來人才的需要等作多角度
而全面的考慮



• 修訂建議並不影響中國語文科的
課程宗旨、理念和架構，而是課
程和考評的聚焦、深化。

• 是次修訂既有優化的地方，亦有
加強的部分，希望學生通過語文
學習，更有效地培養必須具備的
語文素養，為學習各門學問奠定
良好的語文基礎。



• 定位、推行日程、配套資源
• 文言文向來是中國語文學習材料的一部分，相
信大部分的建議篇章，都是學校較常選用的文
言文學與教材料，教師對處理這些學習材料有
一定的經驗。

• 這些篇章文質兼備，文言基礎知識豐富，容易
融入一般單元學習，學校可以配合恆常的年度
檢討，修訂單元設計，加入相應的篇章。

• 「建議篇章」只是學習內容的一部分，教師可
因應學生的興趣、能力和學習需要，在這基礎
上選用其他文言及語體學習材料，幫助學生提
升語文能力和語文素養。

為各學習階段提供「建議篇章」，
是否一定要全部教授？

郁文華章



資源與支援

篇章原文及分析

建議閱讀書目及與閱讀相關
的教學資源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學校課程規劃及教學示例

活動

多媒體學習資源（如短片、
電子學習平台）



加強文學文化的學習



活動舉隅

• 中華經典名句推廣活動
• 「詩情畫意」古詩書簽設計比賽
• 華萃薪傳—第一屆全港小學中國歷

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大型宣傳
學
生
活
動

教師培訓

媒
體
宣
傳

中華文化:
中華經典名句
推廣活動

文具

比賽(中、小、非

華語)

袋裝小冊子

自學平台

文化課程/文本細讀

內地交流

WhatsApp 
Stickers

短片:名人訪談
學校經驗分享

巴士/港鐵宣傳

成果發布會

傳媒茶聚

書法欣賞/
硬筆書法

釋義及應用



巴士車站燈箱
巴士車身
港鐵燈箱宣傳

中華經典名句專頁



注釋與
句意

釋義與
應用

(中、小學
版)

迷你小
冊子

宣傳

資源

中華經典名句
學與教資源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lture-stickers.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Poster_2.jpg


「詩情畫意」古詩書簽設計比賽

培養學生閱讀古典文學作品的興趣，加強他們理解和欣賞古詩的能力，提高語

文素養。

海報海報



華萃薪傳
第一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加強文學和中華文化的學習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發展路向（摘要）

•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 開放學習材料，重視經典閱讀

• 拓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升閱讀深度

• 配合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提升語文學與教
的成效

• ……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頁6-7



文學

文學學習是語文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透過文學的學
習，可以感受語文的美感，從作品的情意中感應人與
人，以至人與物之間的真、善、美。

文學範疇的學習目標是：

1. 感受文學閱讀的愉快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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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頁16



中華文化

文化是語文的重要構成部分，認識文化有利溝通，也有
利於文化承傳。語文學習材料蘊含豐富的文化元素，文
化學習和語文學習可以同時進行。

中華文化範疇的學習目標是：

1. 增進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提高學習語文的興趣和
語文能力；

2. 對中華文化進行反思，並了解其對現代世界的意義；
3. 認同優秀的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4. 在生活中體現優秀的中華文化。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頁17



學與教資源

中華文化學與教資源套(小學篇)小學古詩自學資源(初小、高小)



促進文學和中華文化的學與教安排

 整體課程規劃

設定不同級別的文學和中華文化學習重點及內容

 配合校本單元主題

• 設計多元、有趣的學與教活動
• 加入文學及文化學習材料，如結合中華經典名
句，製作校本中華文化及文學冊

 延伸自學材料

• 以古詩文、經典名句作為自學篇章或延伸閱讀
材料



 賞讀文章的美感

• 韻文的節奏
• 用字精練

 理解文意及主旨

經典詩文學習重點舉隅



 以多元化的學習資源，引起學習興趣

• 唱誦詩歌、欣賞短片
• 以詩配畫(學生作品)

 學習活動多樣化，提高學生的創意與
投入感

• 角色扮演
• 故事劇場

學與教策略舉隅



校本學習冊舉隅

促進文學和中華文化的學與教安排 (續)

 設計有趣的課業

 鞏固和深化學習

 邀請家長參與

 善用多樣化
素材



 其他

• 詩詞朗誦比賽
•中國傳統節日校園布置
• 中華文化周
• 華服日
• 經典名句攤位遊戲
• 粵劇與戲曲欣賞會
• 內地考察 / 姊妹學校文化交流之旅

促進文學和中華文化的學與教安排 (續)



建議篇章

為加強培養學生學習文言經典，提升語文素養，我們將
於中國語文科課程的第一及第二學習階段提供「建議篇
章」，現藉此機會蒐集同工的意見(詳見問卷)：

1. 不同學習階段「建議篇章」的數量應該多少？

2. 會如何運用「建議篇章」以加強文學文化的學習？

3. 就「建議篇章」的實施，最需要的學與教支援或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