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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及學與教資源簡介

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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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經典篇章和名著

《優化課程迎接未來 培育全人啟迪多元》(2020)，頁21-22

為甚麼中國語文課程要提供「建議篇章」呢？



「中小學中國語文課程專責委員會(加強中國文學及文化)」因應學生程度，
在每個學習階段推薦20-25 篇文言經典作品

第一學習階段 (20篇) 第二學習階段 (20篇)

如：《江南》《詠鵝》《春曉》
《靜夜思》《遊子吟》《登鸛鵲樓》
《小池》《守株待兔》……

如：《論語四則》《二子學弈》

《鄭人買履》《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

《江雪》《題西林壁》《明日歌》…… 

小學階段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第三學習階段 (25篇) 第四學習階段 (20篇)

如：《論四端》《愚公移山》

《行行重行行》《迢迢牽牛星》

《桃花源記》《木蘭詩》《燕詩》

《慈烏夜啼》《愛蓮說》《為學》……

如：《國風‧關雎》

《大學(節錄)》《陳情表》

《四塊玉‧閒適》《滿井遊記》

《左忠毅公軼事》……

中學階段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包括現時 12 篇

文憑試指定考核作品



「建議篇章」的選取原則

文質兼美，藝術水平高，具典範性，
有助提升學生的語文及文學素養；

內容豐贍，能配合中華文化、品德情意等範疇的學習，
令學生有不同體會和感悟；

題材多樣化，能為不同能力、興趣的學生，
提供更寬廣的學習空間；

音節優美，琅琅上口，宜於朗讀，也適合背誦，
有助聲入心通，豐富積儲；

接近學生 生活經驗 和 心智發展，思想健康、積極；

涵蓋不同朝代、不同體裁的作品，並優先考慮名家名篇。



熟讀作品

感受
作品之美

豐富
語文積澱

提升
文化修養 拓寬

視野胸襟

培養
品德情意

掌握篇章

文學文化內涵

「中小學中國語文課程專責委員會(加強中國文學及文化)」負責選取

文言經典作品
蘊含豐富的學習內涵

建議篇章



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網頁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index.html

課程文件

建議篇章

學與教資源

中華經典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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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篇章網頁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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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配套資源

書冊

問與答

篇目





小遊戲



配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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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需要在甚麼時候將「建議篇章」編入課
程內？

學校需要在 2024/25學年 或之前在課程內加入「建議篇章」，
豐富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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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按學習階段分類）篇目（按朝代及作者排序）

建議篇章篇目建議篇章
網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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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目（按學習階段分類）

建議篇章篇目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建議篇章
網頁資源

小學階段 中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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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目（按朝代及作者排序）

建議篇章篇目建議篇章
網頁資源 可以檢視所有學段

由先秦至清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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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教師宜參考專責委員會的建議，
將「建議篇章」安排在相應的學習階段施教。

 學校如希望把部分篇章調動至另一學習階段施教，
須因應學生的能力、興趣和需要，以及校本課程的設計，
作恰當的課程規劃及教學安排。

某一學習階段的「建議篇章」可否調動到另一個學習階段教授？



作為閱讀輸入的核心部分

細讀文本、熟讀精思

掌握篇中的
文學文化內涵

多誦讀

感受語言文字
思想內容之美

小學階段 中學階段
「建議篇章」的定位

多誦讀吟詠，增強語感；適量背誦，豐富積儲

自小積儲，日後咀嚼、
消化和吸收



指導初小學生學習文言經典作品

• 因應學生的生活經驗
選取較為淺白的詩歌

• 透過誦讀、律動
體會作品的音律美，
聲入心通，豐富積儲

• 多用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
如：遊戲、講故事和比賽等

培養兒童的語文學習興趣和
良好學習態度

照顧學生升讀小學
學習的過渡和銜接

幼兒
語文教育

着重：

從興趣開始



我們可以按學校情況，靈活地把篇章融入課程，例如增設文言
經典單元，或配合單元主題加入「建議篇章」。「建議篇章」
只是學生學習的一部分，教師在規劃課程時，宜利用中央課程
架構給予學校和教師充分的彈性和自主，因應學生的興趣、能
力和學習需要，配合單元的學習目標和學習重點，選用不同的
學習材料，包括白話和其他文言作品。

如何把「建議篇章」融入課程？



學習項目舉隅

建議篇章
網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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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習項目只屬舉隅性質

• 讀寫聽說範疇的學習項目從略，老師請參考教育
局提供的中、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
自行擬訂和安排

• 各學習範疇的學習是相連互通的

• 結合適當的學習材料去學習文言基礎知識，有助
學生提升文言閱讀能力

• 語文知識的教學，不宜孤立地進行，也不宜過分
強調，以免造成學生不必要的學習負擔，窒礙他
們閱讀的興趣

學習項目舉隅 – 說明

建議篇章
網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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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單元示例和學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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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課程文言經典建議篇章書冊建議篇章
網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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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賞析、誦讀錄音

及書法欣賞

• 原文

• 篇章賞析
- 作者簡介、注釋、賞析重點

• 誦讀錄音
- 粵語台詞誦、粵語吟誦、普通話

• 書法欣賞

建議篇章
網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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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形式舉隅建議篇章
網頁資源

建議篇章 藝術形式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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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評估方式

學

教 評

評估是學與教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議篇章」評估的內容
必須與日常教學配合；
規劃校內評估時，
亦須考慮配合課程的目標和內容。

討論

校內

測考

口頭

匯報

日常

課業

語文

活動

建議篇章的評估



建議篇章小遊戲

填字遊戲
謎語

建議篇章
網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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