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中國語文課程學校經驗分享
優化讀寫教學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余風采五堂會贊助)

羅穎姸



1. 背景



1.1 本校中國語文科背景 (優化高中課程前)

初中

•每周6節
•中文早讀節

高中

•每周7節
•選修單元：

- 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

- 文化專題探討：道德倫理觀



1.2 課程優化前 – 情況

•課時有限

•教學與熟習公開考試模式的平衡

•卷三：技術操練、耗課時

•卷四：課後技術操練、非生活語境

•課程本來安排了精讀、導讀、自讀，但因課時所限，往往只能集
中處理「十二篇」及精讀白話文，導讀及自讀常簡略帶過

•為兼顧卷三、卷四，刪去了部分寫作訓練



1.3 課程優化前 – 學生需要

學生表現：

•語文能力有待提升

•文化基礎有待加強

•思考層次有待深化

•疫情下，學生數年以來上課狀況不穩定

•學生學習基礎需要重新鞏固



2. 優化課程具體情況



2.1 優化課程後：概況

•中文科課時不變，維持原來節數

(初中6節，高中7節)

•高中5班

3班學生修讀3X
2班學生修讀2X (校本閱讀課)

•開設新的選修科：中國文學科



2.2 優化課程的目標
深化閱讀

提升寫作

兼顧聽說

重視文化

融會文學

愛上語文

自學
修養品德

拓展思維



2.3 優化課程創造的機會

•如何有效運用時間、空間？！

•修訂課程，有機結合

•優化現時課程，達致文化、文學素養的提升

•更多空間沉浸、思考、表達



3. 優化課程具體落實情況



3.1 深化閱讀

•重整閱讀藍圖 (單元組織)

•多元閱讀活動 (閱讀培訓)



3.1.1 重整閱讀藍圖



3.1.1 重整閱讀藍圖 - 舊課程規劃：

•單元能力主導

• 高中三年設十三個單元
- 十個基礎能力單元
- 兩個SBA選修單元
- 一個校本道家思想文化單元

•以十二篇指定文言篇章為主，輔以單元能力相關的白話及文言篇章

•單元閱讀材料主要為精讀(1-2篇)、導讀(1-2篇)、自讀(2-4篇)



3.1.1 重整閱讀藍圖–目標

• 兼顧單元能力、主題

• 增加白話文篇章教學

• 培養深層閱讀能力

• 以讀帶寫



3.1.1 重整閱讀藍圖–策略

• 更新閱讀選篇 (增加/ 修訂)

• 擴充單元，一分為二：閱讀篇章及讀寫篇章

• 十二篇指定篇章，配合「建議篇章」及「參
考篇章」



文學評鑑/深層閱讀/拓展思考
閱讀總結工作紙



指定篇章、建議篇章及參考篇章結合

•三篇皆為「記」

•寫景

•抒情

•實際教學時

•進度較快的班別同時
導讀《滿井遊記》

指定篇章 建議篇章參考篇章



文學評鑑/深層閱讀/拓展思考

單元能力
深層閱讀

拓展思考/評鑑

閱讀總結工作紙



善用不同閱讀材料

指定篇章 建議篇章 參考篇章
• 忠、孝、慈三篇

• 中國文化

• 品德情意

• 主題更明顯、集中

進度較快的班別同時
導讀《祭十二郎文》



文學評鑑/深層閱讀/拓展思考

單元能力 深層閱讀

拓展思考/評鑑

閱讀總結工作紙



新增單元

• 以《魚我所欲也》引入儒家思想

• 配合建議篇章、參考篇章、教科書選篇和練習

• 較以往提早在中四引入中國哲理思想

指定篇章 建議篇章 參考篇章

(初中)建議篇章



閱讀總結工作紙

文化價值反思、實踐



3.1.2 多元閱讀活動

• 單元總結隨筆

• 活化閱讀報告



A. 單元總結隨筆

•大部份單元分成兩個子單元

1. 閱讀

2. 讀寫

•各設總結或隨筆工作紙



A1 閱讀總結工作紙

目標：

• 鞏固單元能力

• 提升深層閱讀技巧

• 拓展思維



文學評鑑/深層閱讀/拓展思考

文學評鑑
深層閱讀

拓展思考

閱讀總結工作紙



A2 讀寫單元隨筆工作紙

目標：

• 由精、導、自讀作輸入

• 引導學生作出相關寫作

• 文學性、趣味性

• 非操練模式寫作，提升寫作興趣



閱讀隨筆工作紙 –例子一 (單元一敘事)

仿作-簡單敘事抒情，回應單元

仿作-象徵手法，高階，照顧學習多樣性

趣味寫作-引導同學閱讀自讀篇章，回應原文，培養情意



閱讀隨筆工作紙 –例子二 (單元二描寫)

仿作-簡單描寫，提示角度，回應單元

仿作-間接描寫，高階，照顧學習多樣性

趣味寫作-引導同學閱讀導讀、自讀篇章，回應原文



3.1.2 多元閱讀活動

•單元總結隨筆

•活化閱讀報告



A「活化」閱讀報告

舊SBA閱讀活動校本安排：

• 3年內完成10份長篇閱讀報告、5篇短篇
閱讀隨筆

• 長假期安排學生提交不同體裁閱讀報告

• 較少時間引導學生



A「活化」閱讀報告

1. 配合單元，專題研讀

2. 以篇帶篇，延伸閱讀



A1 配合單元，專題研讀

參考篇章

深化對《史記》的認識

歸納撮要

單元能力

綜合分析/文學賞析



A2以篇帶篇，延伸閱讀
由十二篇文言文延伸
閱讀白話散文及詩作

歸納撮要

深層閱讀/文學賞析

綜合分析/評鑒



小結：深化閱讀

• 選篇佈局，有機結合

• 原來課程之上延伸、優化

• 參照建議篇章、參考篇章
重整閱讀藍圖

• 擺脫評分限制，多元報告形式

• 配合教學，引導閱讀

• 培養閱讀興趣
多元閱讀活動



3.2 優化寫作教學



3.2 優化寫作教學

原因：

•疫情令學生初中根基不穩

•學生不善表達感受

目的：

•固本培元



3.2 優化寫作教學

策略：

• 以讀帶寫，增加寫作前導入

• 增加寫作機會



想法

• 同樣課時，只處理兩卷

• 不必急於操練！

• 打穩基本功

• 培訓思維

• 靈活應變不同主題、題型



3.2 優化寫作教學

A 優化隨筆規劃

B 優化命題寫作規劃



A 讀寫單元隨筆工作紙

目標

• 由精讀、導讀、自讀作輸入

• 引導學生作出相關寫作

• 文學性、趣味性

• 非操練模式寫作，提升寫作興趣



優化後：重組篇章主題，配合隨筆及命題寫作

•新增子單元

•以讀帶寫

•以相關主題扣連篇章

•附以隨筆工作紙作寫
作引導



閱讀隨筆工作紙 –例子一 (單元一敘事)

仿作-簡單敘事抒情，回應單元

仿作-象徵手法，高階，照顧學習多樣性

趣味寫作-引導同學閱讀自讀篇章，回應原文，培養情意



B 命題寫作

目標：

• 由精讀、導讀、自讀作輸入

• 引導學生作出相關寫作

• 增加寫前相關主題/能力的閱讀量

• 讓中下游學生有所參考，讓上游學生有所啟發



寫作指引

•建立寫作習慣 (寫大綱)

•寫作結構訓練

•照顧中下游學生



舊單元規劃
•只有一篇白話精讀

•只靠自讀參考幫助命題寫作

B1 增加寫前輸入篇章

舊規劃



新單元規劃

• 子單元：讀寫以白話文為主

• 較以前增加白話描寫文輸入



閱讀隨筆工作紙 –例子二 (單元二描寫)

仿作-簡單描寫，提示角度，回應單元

仿作-間接描寫，高階，照顧學習多樣性

趣味寫作-引導同學閱讀導讀、自讀篇章，回應原文



命題作文

題目(二選一)：

1. 香港風情畫

2. 颱風下的城市



B2 影視互補，以讀帶寫

• 由文字轉入視、聽感官

• 帶動學生代入感，提升感受性

• 代入角色，需要理解情節，掌握人物心理

• 改寫故事，提升創意，訓練立意



小結：優化寫作教學

• 增加寫作次數

• 有機結合單元，非考試操練

• 鞏固單元能力、提升寫作趣味
隨筆

• 以讀帶寫

• 通過寫前輸入，讓學生參考拓

展思考，深化寫作主題
命題寫作



3.3 兼顧聽說

• 讀寫聽說，四大基礎能力，科的根本

• 鼓勵學生通過說話表達所思所感

• 配合校本評核SBA的培訓



A 個人口頭匯報

• 上考：平時分
(提升學習動機)

• 個人分享
(疫情應變……)

• 範圍
(總結上學期所學)



評分參考

• 師生更掌握要求



B 小組口頭匯報

• 詩詞自讀材料多，有
利進行分組活動

• 篇幅短，較易處理

• 通過問答，增加學生
說話交流的機會



B 小組口頭匯報

• 下考：平時分
(提升學習動機)

• 評分指引
(引導學生運用

單元所學)

• 問答環節
(溝通能力)



單元自讀



具體評分參考



學生表現

整體表現與過往相若
• 能運用單元能力分析詩詞

小驚喜
• 能力較高的學生有意識作跨篇評鑒
（相同作者/主題相若/手法相近的作品）
(評分指引並未明文要求)



例子：

比較詩三首、詞三首

• 一般層次
較喜歡哪一首作品

• 稍高層次
探討主題異同

• 高層次
意象的分析
評價鑒賞



反思

為何學生能自行比較評鑒?



閱讀總結的經驗?



閱讀總結的經驗?



小結：兼顧聽說

• 平時分 VS 校本評核

• 具體指示

• 熟悉的範圍
提升動機

• 鞏固單元能力

• 深入研讀作家/其他作品

• 語文基礎訓練
目的



3.4 增設文學科

• 受益於課時釋放、3X學生人數增加

• 老師熱愛文學

• 照顧喜歡語文的同學 (不少校友成為語文老師)

• 中國語文科發展 – 提升、拔尖



文學科收生情況

• 去年中三，逐班借用中文堂作介紹

• 報讀學生超過30人，不乏理科學生

• 最終錄取14人



文學科學生狀況

• 喜歡文學科，投入課堂

• 但文字運用、文學感受性有待提升

• 評鑒能力需要加強



文學科對中國語文科的正面影響

• 發現學生需要提升的能力

• 調整中文科的教學方向，優化課程、教材、教
學法

• 文學科老師在中文科科務會議分享，促進中文
科教師專業發展



3.5 營造文學、文化氛圍

• 增設文學科

• 利用學校空間，增設文學閣

• 放置各類文學書籍，隨意借閱
(老師提供可取走之書籍)

• 位於中三級樓層(選科！)



4. 高中對初中的牽引



4. 初中的變化

• 篇章規劃

• 深度閱讀教學

• 銜接高中 (問答、閱讀報告、隨筆寫作)

• 聽說結合



4.1 初中篇章規劃優化



初中篇章規劃

課程優化前：

• 因應高中多卷目，課時
有限，曾經在初中滲入
高中指定文言篇章

目的：

• 不斷重溫，打穩基礎

整體情況：

• 閱讀量有增加空間

• 閱讀面窄有拓闊空間

• 初中未能深入掌握高中程度篇章

• 高中重讀相同篇章欠新鮮感

• 高中重溫篇章的效果成疑

舊規劃



優化前：
- 加入《登樓》

優化後：
- 刪《登樓》

- 加《慈烏夜啼》
《友情傘》

(主題扣連)

中一級

舊規劃

新規劃



4.1 初中閱讀教學優化

• 增加跨篇閱讀訓練

• 增加閱讀廣度、深度

• 培養文學賞析能力



深度閱讀方向（一）

• 連繫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

• 提升鑑賞能力

（如認識及探討寫作風格、作品思想）



用不同的顏色筆，標示兩文呼應的句子
討論：
1. 《歸》和《桃》都是描述怎樣的生活環境﹖
2. 《歸》和《桃》都是表達了甚麼感情﹖
3. 《歸》和《桃》的語言風格相似嗎﹖

隨筆：
綜合而言，你認為陶淵明理想的生活方式應該是怎樣
的﹖試具體說說。
那麼，他為甚麼會有這樣的願望﹖
最後，若你是陶淵明，你會選擇歸隱嗎﹖為甚麼



閱讀報告指引 (與單元跨篇閱讀比較)



4.2 銜接高中



深度閱讀方向（二）

• 代入情境思考

• 探討作品思想感情



閱讀報告
指定閱讀詩歌（任選一篇）

• 《兵車行》杜甫

• 《石壕吏》杜甫

• 《新婚別》杜甫

• 《無家別》杜甫

四篇作品任選其一，每篇作品共設置四至五道題目，
可選答一至兩題，全文字數不得少於600字

《兵車行》杜甫

1. 如果你是當時的平民百姓，你想對縣官／皇帝說甚麼？

2. 如果你是當時送行的「爺孃妻子」，你會對即將出征的親人說甚麼？

3. 如果你是當時行軍打仗的士兵，你會對家人說甚麼？（試寫一封家書）

4. 如果你是杜甫，你想對皇帝說甚麼？





如何與高中銜接？

• 跨篇比較閱讀

• 評論



如何與高中銜接？

• 代入情境

• 續寫/改寫

• 仿作





課業設計(跨篇比較)



課業設計(優化跨篇比較)



課業設計(跨篇比較)





4.3 結合聽說

• 仍然重視聆聽、說話學習（計平時分）

•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A 聆聽

優化前：

• 每個單元一次練習

• 一個學期四次(用舊試卷)

• 一年兩考

優化後：

• 一個學期一次，作平時分

• 不考試

• 使用舊試卷，結合教學內容



中三例子：配合詞曲單元作聆聽練習





B 說話訓練

中一級

上學期

•朗讀

下學期

•個人短講

中二級 中三級

上學期

•朗讀
(原定個人短講)

下學期

•個人短講

• (原定小組討論)

上學期

•個人短講

下學期

•個人短講

• (原定小組討論)



說話題目更靈活

中一級



中二級



考試題目可配合單元

中二級



5. 展望



5. 展望

• 高中一節閱讀課的結合

• 拆除框架

• 精導自的分工

• SBA優化



5.1 高中閱讀課的優化

• 本年度主要是德育主題

• 構思如何拓展學生閱讀視野

• 多元閱材 (文字、數字、圖表、圖片、影像)

• 學生輸出



5.2 拆除框架

• 因應疫情，利用明細框架固本培元

• 長遠拆框，開拓學生創造力

• 培養開明靈活的思維



5.3 精導自的分工

• 教學上的焦點、輕重分配

• 考評上的運用
(初中發展中：測考閱讀理解其中一篇用自讀)
提升自讀的自學功能，提升學習成效



5.4 SBA 優化

• 長遠規劃閱讀活動

• 文字報告的培訓

• 說話報告的培訓(初中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