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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宗旨

• 提高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審美
能力和自學能力

• 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良好的語文學
習態度和習慣

• 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

• 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 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
感情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P.13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 P.3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一至中三）》(2023) P.3



九個學習範疇

學習範疇
以讀寫聽說為主導，帶動其他學習範疇

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P.14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 P.5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一至中三）》(2023) P.5

• 知識、能力、情感、態度和價值觀

等在語文方面的整體和綜合表現。

• 語文素養重視積累、感悟和薰陶。



作為科主任，需要思考……

• 學生應該學習甚麼？

• 如何讓學生逐步掌握知識，啟
發思考，內化精神價值？

根據課程宗旨，
定立課程理念，
思考適切的編排及教學。



編排課程時的考慮……

• 以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學習為根本，重視價值觀教育

• 文白並重，加強閱讀

• 著重文本細讀，提升閱讀深度

• 課堂上創設情境，結合生活，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各級各單元以不同的品德情意為主題，編排上不完全受限於文體，以培養語文素養為目標

扣連學習目標，設計課堂內外的文化活動

課程選材著重文白均衡，單元材料著重讀寫聽說有機結合

重視選篇，課堂上著重閱讀思維的學習

設計延伸活動，重視實踐和應用，讓學生透過反思建立正確價值觀，加強語文、文化學習



分享重點

校本課程

理念

01
閱讀教學的

規劃

02
課程規劃的

檢視與修訂

03
團隊建立

04
提升文學

文化素養

05



校本課程理念

以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學習為根本，重視價值觀教育

1. 品德情意組織單元

學習範疇
以讀寫聽說為主導，帶動其他學習範疇

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語文素養



參考《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  P.15-17 及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一至中三）》(2023) P.16-18修訂

課程理念 1. 品德情意組織單元

品德情意的
學習層面

十二個首要培養的
價值觀和態度

個人
堅毅 勤勞

責任感 仁愛

親屬‧師友
尊重別人 誠信

孝親 同理心

團體‧國家‧世
界

國民身分認同 承擔精神

守法 團結



課程理念 2. 讀寫聽說相互結合

各單元以相同主題、品德情意和文體繫連

提
升
語
文
素
養

閱讀：

1. 文體

文體知識

2. 品德情意

文章呈現相同主題的
品德情意、人文價值

輸入
寫作﹕（文體與品德情意）

1. 應用相關的文體知識
2. 連繫單元篇章的人文價值
融會貫通、以讀帶寫

說聽：（品德情意）

圍繞相關主題進行分析

提升討論深度

學以致用

遷移



課程理念 3. 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文學文化知識

提升語文素養

掌握文化概念及語文知識

通過教學設計引導學生

思考及應用



課程理念 3. 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中國語文科課堂教學內容

內涵素養︰

• 文學文化知識

• 人文情懷

• 思想內涵

品
德
情
意

語
文
知
識

教學內容︰

• 文體知識

• 讀、寫、聽、說
、綜合能力



校本示例：中四課程框架

單元 單元一 單元二 單元三 單元四 單元五 單元六

主題 修己基石——孝親 學習有方
社會責任——
我誠‧我承

巷弄中的人文精神——
文化探究

責任與情感——
抉擇的原則

前進與開脫——
情感的出路

品德
情意

關懷顧念、知恩感戴

孝親

勤奮堅毅、實事求是
虛心開放、認真負責

責任感、勤勞

知恩感戴、仁民愛物
勇於承擔、心繫祖國

國民身分認同、
承擔精神

心繫祖國、和平共享
關懷顧念、寬大包容

尊重他人、團結

自我尊重、勇於承擔
心繫家國

責任感、承擔精神

自我節制、曠達坦蕩

仁愛、同理心

文體
知識

• 重溫記敘詳略的
安排

• 重溫借事抒情的
寫作技巧

• 掌握運用象徵手
法加深對文章主
題的表達

• 重溫議論文基本
結構及要素

• 掌握議論文論證
手法︰駁論、正
反、對比、舉例
（史、事、語）

• 理清論據與論點
的關係

• 掌握人物描寫的
手法︰直接描寫
／間接描寫

• 重溫景物描寫的
手法︰場景描寫、
具象描寫

• 重溫記敘手法及
記敘詳略

• 認識中華民族重
和平的精神：注
重友道、重人精
神

• 擴充儒家五倫學
習點

• 認識上海文化特
色

• 深化、應用議論
文論證手法

• 理清論點與論點
間的層次

• 掌握情理兼備的
說理手法

• 認識與掌握修
辭︰示現

• 重溫借景抒情的
手法（融情入景、
觸景生情）

• 掌握景物描寫與
情、理的抒述與
深度

文學
文化
知識

• 儒家的仁和君子
的觀念

• 認識儒家學說的
基本概念:仁義之
說、家庭本位

• 論說文、談話散
文
各家學習觀

• 認識地景文學

• 儒家愛國之說
• 深化地景文學學

習：從建築、城
市規劃、宗教看
文化意識

• 認識儒家的「義
利之辨」

• 殷海光〈人生的
意義〉【4個階層
＋結尾--收復道德
失地】
重義的精神

• 儒家的抒情傳統
（發而中節）

• 詩言志（愛情、
個人抱負、理想）

• 認識詞主要派別
重溫詞的格律

以品德情意為單元主題
慎選篇章抽取學習重點



單元 單元一 單元二 單元三 單元四 單元五 單元六

主題 修己基石——孝親 學習有方
社會責任——
我誠‧我承

巷弄中的人文精神——
文化探究

責任與情感——
抉擇的原則

前進與開脫——
情感的出路

品德
情意

關懷顧念、知恩感戴

孝親

勤奮堅毅、實事求是
虛心開放、認真負責

責任感、勤勞

知恩感戴、仁民愛物
勇於承擔、心繫祖國

國民身分認同、
承擔精神

心繫祖國、和平共享
關懷顧念、寬大包容

尊重他人、團結

自我尊重、勇於承擔
心繫家國

責任感、承擔精神

自我節制、曠達坦蕩

仁愛、同理心

文體
知識

• 重溫記敘詳略的
安排

• 重溫借事抒情的
寫作技巧

• 掌握運用象徵手
法加深對文章主
題的表達

• 重溫議論文基本
結構及要素

• 掌握議論文論證
手法︰駁論、正
反、對比、舉例
（史、事、語）

• 理清論據與論點
的關係

• 掌握人物描寫的
手法︰直接描寫
／間接描寫

• 重溫景物描寫的
手法︰場景描寫、
具象描寫

• 重溫記敘手法及
記敘詳略

• 認識中華民族重
和平的精神：注
重友道、重人精
神

• 擴充儒家五倫學
習點

• 認識上海文化特
色

• 重溫議論文論證
手法：駁論、正
反、對比、舉例

• 理清論點與論點
間的層次

• 掌握情理兼備的
說理手法

• 認識與掌握修
辭︰示現

• 重溫借景抒情的
手法（融情入景、
觸景生情）

• 掌握景物描寫與
情、理的抒述與
深度

文學
文化
知識

• 儒家的仁和君子
的觀念

• 認識儒家學說的
基本概念:仁義之
說、家庭本位

• 論說文、談話散
文
各家學習觀

• 認識地景文學

• 儒家愛國之說
• 深化地景文學學

習：從建築、城
市規劃、宗教看
文化意識

• 認識儒家的「義
利之辨」

• 殷海光〈人生的
意義〉【4個階層
＋結尾--收復道
德失地】
重義的精神

• 儒家的抒情傳統
（發而中節）

• 詩言志（愛情、
個人抱負、理想）

• 認識詞主要派別
重溫詞的格律

以品德情意組織單元

承擔（達）豁達（窮）

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逐步學習、深化儒家思想

校本示例：中四課程框架 縱向編訂課程中的價值觀
逐步引導學生認識、反思、認同中華文化



著重從活動、觀察中學習
文學文化

-通過閱讀篇章及觀察地景
影像認識地方文化

-藉課堂上的討論產生個人
反思，建構新知

-寫作文章，帶出個人對文
化的認識及反思

地景認知

‧地方基本認知

‧關鍵文化概念

篇章細讀

‧從閱讀篇章理解地方特色

‧認識並思考地方如何展現文化特點

VR觀察

‧觀察影像，與文本對讀

‧記錄個人觀察及思考

‧課堂上與同儕交流，與老師交流，激盪思考

文章寫作

‧整理課堂討論及觀察所得

‧組織合適的素材，表達個人想法

觀察

反思

生情

觸景

反思協作

認識

認識

校本單元示例
單元四：華文文學VR單元



「廣州VR之旅」行程

觀察今日廣州

觀察方法

觀察角度

記錄重要的人事物

對讀篇章內容

整理VR觀察

對讀文本

建立文化認知

結合文化背景

延伸文化觀

討論、整合與
發現

理解背後的
文化意涵



教學材料預備

華文文學
學習單元

閱讀材料

VR

教件

觀察

工作紙

寫作課業

作家訪談

多元輸入，課堂內外鼓勵
學生觀察及討論



觀察工作紙

1.引導學生比較篇章內容及眼前所見的異同

2.引導學生發現值得細察的事物

3.思考文化意涵

4.啟發個人思考

觀察課重點

• 學生觀察、摘錄所見、組織思考

• 強調學生分享個人看法

• 教師引導

• 促進生生互動



個案分析
反思與認同

中華文化中重人、愛和平、重品德的
精神，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 處境：
你與一心、修端是好友。一次，修端發現一心說謊後憤而絕
交，不再理會一心。一心亦對修端的反應毫不在乎，並無修
補關係。

• 任務：
試以允行的名義撰寫一封書信給一心／修端，以本節課所學
的中華文化概念說服他們重修舊好，好好相處。

課業布置：完成書信練習



課後寫作課業的構思

•扣連單元文化學習重點

•重在認識文化、反思、認同

•可以是生活化的處境題

•可以是較為嚴肅的反思題



校本單元示例
單元五：責任與情感——抉擇的原則

有機聯繫不同篇章
選擇合適的閱讀教學材料，創設情境，提供深度閱讀及討論的
方向與平台

啟發學生深度閱讀及思考



〈陳情表〉

〈與妻訣別書〉

〈敬業與樂業〉 〈魚我所欲也〉

品德情意：

- 儒家仁義觀

- 生 與 義

- 義 與 利

- 價值取捨原則

抉
擇
原
則

情
理
兼
備

文體知識：

- 議論要素

- 論證手法

品德情意

思維

文化意涵



單元規劃——細嚼每篇文章的特性及共性，有機扣連



學生的學習難點

學生對生與義之間的抉擇，
可能會選擇「保全生命」。

無法想像有甚麼比寶貴的生
命更重要。

缺乏相關生活經驗。



重視選文 構想能引發學生思考的情境討論

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中國最美情書

• 林覺民（1887－1911）年僅24歲
• 廣州起義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設計課堂教學示例、開放課堂

• 示範課的課堂學習目標

1.深化孟子於《魚我所欲也》中「重義」的文化概念。

2.應用《魚我所欲也》中孟子對於「義」與「生」的文化概念。

3.敬仰烈士愛國以及勇於承擔的精神。



設計課前預習，提供思考方向，加深學生對文章的討論深度。

1. 根據林覺民《與妻訣別書》，林覺民為何與妻訣別？試以不多於20字概括。

2. 根據本文，林覺民捨棄了甚麼？保存了甚麼？

設計合適的課後延伸課業，加強思維訓練，深化品德情意及價值觀學習。

總結及課業派發（如有時間，繼續按組討論）
1. 陳意映的成全／挽留……
2. 如果林覺民可以再一次選擇……
3. 林覺民對父親有孝？

必答（課業）：
• 慶幸生於安全的社會之中，毋須面對生離死別的切膚之痛。於現世，我們又

可以做些甚麼？



團隊建立與同工專業發展

• 課程理念定立好，課程框架設計好，科組同工會執行嗎？

• 想形成怎樣的科組文化？

• 科主任作為帶領、示範、支援的角色

• 定期教師專業培訓及同工分享聚會，提升學與教水平

• 常規的共同備課節，促進教學資源共享

• 掌握科組同工的強項與興趣，恰當分配工作



中文科的人手規劃︰



在團隊管理方面，我們還可以考慮……



提升學與教水平的科本專業發展

 整體語文教學的需要，有效課堂

1. 有效的課堂準備

2. 有效的課堂教學

3. 示範課

4. 電子教學

全
科
參
與

提升教
學水平

與教師
交流分
享

整合
個人經

驗

由科主任帶領的
內部專業培訓

• 善用資源、啟發同工
• 作為示範、帶領同工
• 提供平台、發展同工



提升文學文化素養 在校語文體驗場地：中華文化館「源活齋」

文學亭樓‧文化停留

規劃富有文化學習點的園館細節，通過課堂內外的活動體驗，豐富學
生的文化學習經歷。

園林：曲橋

● 曲橋，意思是橋多做成折角，是園林中特有的橋式，也稱園林橋。
● 「景莫妙於曲」，橋彎彎曲曲，能令過橋者以不同角度觀賞眼前景色，達到延長風景綫，擴

大景觀畫面的效果。
● 上海豫園有一景點名為「九曲橋」，顧名思義有九曲十八彎。「九」是數字中最大的單數，

在中國文化中有吉祥、尊貴的意思。

結合園館特色，探尋跨科協作的學習活動。



中國語文學習重點：

學習描寫基本技巧

兼具文化學習的寫作體驗

將課堂學習延伸至校內的園林景致，

構建觀察的主題與平台

造園手法的「引景」

「因路得景」、「移步換景」

中華文化學習點

配合中國語文科課程舉辦中華文化活動（以中一級為例）

中國語文科 X 視藝科

步移景異：中國畫與文藝寫作

學習重點
視藝科：中國畫「散點透視法」
中國語文科：「步移法」

兼具文化學習的學習體驗

在校內園林遊歷觀察，為學生提供真切的體驗：

• 切身感受中國畫中常見的技藝「散點透視法」

• 以經歷寫作一篇靈活運用不同觀察及描寫方法的文章

學習成果：

• 善用多角度觀察與描寫技法，完成文章一篇。

• 完成視藝作品，呈現中國畫的作畫技術。



善用源活齋館內及館外空間，以體驗活動為本，籌辦一連五天的
中華文化周，舉辦各項多元活動，提升學生對文化的認識及興趣。

園林：投壺活動

● 最早起源於春秋時期，由古代的射禮演變而來，士大夫喜以射禮於宴會上娛賓。
● 《禮記．投壺 》：「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課堂上簡介文化知識，並閱讀相關詩詞。
於中華文化周設計投壺體驗，讓學生體會
古人謙讓之禮。

暇日賓朋集，投壺雅戲同。
傍觀驚妙手，一失廢前功。
禮盛周垂憲，詞誇晉起戎。
區區論勝負，轉眼事還空。

（宋）劉子犟《投壺》



總結

校本課程理念（重視品德價值培養，啟發學生思考能力）

閱讀教學的規劃（文白兼備）

課程規劃的檢視與修訂（科組溝通及課程發展）

團隊建立（推動專業發展、賦權增能）

提升文學文化素養（籌辦語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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