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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古詩文教學的目的

通過文學的學習，可以欣賞文學之美；

提高學習語文的興趣，培養審美的情趣；

從小薰陶，閱讀材料由生活領域進入人生感悟，提升學生賞

讀作品的能力；

逐步接觸古典及現代文學，與中學中文課程接軌。 2



課程規劃

課程編排：

文言教學從初小鋪墊，由詩入手，加入文化元素，縱向連繫

由淺入深，積累文化至六年級進行古文教學；

課題由小一的生活領域逐漸進入人生感悟，按學生能力選取

合適學習材料，讓學生先認識中華文化及接觸古詩，再進入

古文作品賞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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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文學文化課程

文學

詩、詞、古文、小說

文化

物質方面：建築、名勝古蹟……

制度方面：民俗、禮儀……

精神方面：文學、倫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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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六年級五年級



選材原則
課程由淺入深編排，按學生能力選取貼近學生生活話題的材

料，讓學生認識中華文化；

選讀經典篇章，讓學生逐步認識不同名家作品，擴闊視野，

提升文化素養；

編選名篇同時，結合教授作家生平及創作背景，並進行文本

細讀，品味作品箇中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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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

1999-2000年度五、六年級開始加入文學元素；

2000-01年度編印低年級、高年級《文化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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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六年級



一路走來⋯⋯

1999-2000年度五、六年級開始加入文學元素；

2000-01年度編印低年級、高年級《文化小冊子》；

2001-02年度編印六年級《詩文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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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

一步一步來：五、六年級三、四年級一、二年級；

一同規劃，定期檢討，尊重各人意見；

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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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
擴闊層面，結合其他科目；

視藝、音樂、常識⋯⋯

善用假期，自主學習；

《好・暑假》

結合科技，創新嘗試；

AR 擴增實境技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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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擴增實境技術
運用資訊科技，讓學習更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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