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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雄中學

彭偉諾老師

林俊華老師

課程詮釋及學習評估

學校分享



校本課程規劃理念

本科課程規劃﹕

單元布置以能力主導，輔以主題扣連

連繫不同範疇的學習，如以讀帶寫

通過評估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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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篇章扣連不同語文學習範疇

閱讀

寫作

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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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指定篇章
加強不同範疇
語文學習的連
繫



單元實例(描寫能力單元)

1. 以隨筆檢視學生的學習情況

2. 學生自評和互評

3. 歸納及整理學生難點

4. 調適單元讀寫範疇的學習重點

5. 指定與其他篇章的主題和寫作方法上的連繫

6. 設計寫作大綱工作紙

7. 檢視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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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評估促進學習



以隨筆檢視學生的學習情況

1. 檢視學生對描寫手法的掌握程度
2. 檢視學生的學習難點

隨筆題目：

火警演習眾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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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評和互評

讓學生發現問題

剌激學生思維

共同檢視學習難點

透過觀摩同學作品，反思自己作品的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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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及整理學生難點

歸納整理學生表現及學習難點﹕

• 立意不高

• 描寫比例失衡

• 情事不扣，描寫與主題關係不大

如何改進學生難點：

• 展示佳作或部份作品的不足

• 於課堂上講解和討論（聆聽及說話的學習）

• 調適閱讀和寫作教學重點（輸入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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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前的閱讀和寫作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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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學習重點﹕
- 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 理清篇章脈絡
- 分析描寫的方法
- 價值反思﹕傳統知識分子
對家國的情懷、文化保育

選篇﹕
講讀﹕《岳陽樓記》
講讀﹕《店鋪》
自讀﹕
- 彭學明《永遠的鳳凰》
- 李廣田《花潮》
- 李流芳《遊虎丘小記》
- 碧野《天山景物記》

寫作

學習重點﹕
- 運用不同的描寫方法：直
接描寫、間接描寫、多感
官描寫、多角度描寫

- 運用不同的抒情方法：直
接抒情、間接抒情（借景
抒情）

- 運用寫作策略：運用觀察
與聯想

寫作題目﹕
- 校園火警演習眾生相(隨筆)
- 夏日沙灘眾生相
- 驟雨中的鬧市景象

主要是寫作方法
上的連繫



調適後的閱讀和寫作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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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學習重點﹕
- 分析閱讀材料的內容、寫
作手法和寫作目的，理解
作者的思想感情

- 理清篇章脈絡
- 通過閱讀作品，進行價值
反思﹕傳統知識分子對家
國的情懷、文化保育

選篇﹕
講讀﹕范仲淹《岳陽樓記》
講讀﹕李廣田《花潮》
講讀﹕西西《店鋪》
自讀﹕
- 彭學明《永遠的鳳凰》
- 李流芳《遊虎丘小記》
- 碧野《天山景物記》

寫作

學習重點﹕
- 根據需要確定內容，內容
充實，主題明確

- 運用觀察與聯想
- 靈活運用不同的寫作方法
寫作(直接描寫、間接描寫、
多感官描寫、多角度描寫
直接抒情、借景抒情)

寫作題目﹕
- 校園火警演習眾生相(隨筆)
- 長沙灣剪影
- 香港不死、盛世重現(球賽)

主題和寫作方法
的連繫

分析篇章寫
景和主題的
關係，以針
對情事不扣
的學習難點

調動單元篇章

進行比較閱讀，
深化對篇章主
題的理解

針對立意
不高的學
習難點

學生已能運
用學過的描
寫和抒情方
法，因而以
「靈活運用」
作為學習重
點

調適寫作題
目，使之在
寫作方法和
主題上皆能
連繫閱讀的

學習



指定篇章與其他篇章的連繫

重點教授及分析《岳陽樓記》第三、
四段描寫天氣惡劣與天氣晴朗的原因

突顯主旨：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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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篇章與其他篇章的連繫
《岳陽樓記》主旨：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花潮》主旨：

春光似海，盛世如花

表現了知識份子對國家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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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大綱工作紙

以生活例子為題材

與閱讀篇章主題扣連的寫作大綱工作紙，
檢視學生學習進度

分組討論並完成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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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的學習
寫作：長沙灣剪影

從學生熟悉的社區取材

分組到社區拍照或從網上

搜集材料

以簡報匯報所得

重點：

情景關係

主題扣連

檢視學生能否
掌握單元重點：

1. 人物描寫
2. 場面描寫
3. 情景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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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舉隅
能力 單元主題 指定篇章 其他篇章 寫作題目 說話題目

中
四

描寫 知識分子的
家國情懷

岳陽樓記 花潮 長沙灣前影
(通過描寫長沙灣街道，
抒發對社區的情懷)

以下哪一個是對這
個時代最好的祝福？
人人豐衣足食 國
家富強昌盛 世界
持久和平(2014)

議論 學習 • 勸學
• 師說

敬業與樂業 俗語說「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也有
人說「讀書無用」。
試寫作文章一篇，談
談你對「讀書無用」
的看法。

韓愈在《師說》中
提到老師的三項職
責，在現今香港的
社會，你認為哪一

項最重要？

中
五

選修
單元
(文化)

儒家思想 • 論仁、
論孝、
論君子

• 魚我所
欲也

• 人生的意義
• 與青年談中

國文化

有人說：「傳統喪葬
不合時宜，應以綠色
殯葬取代。」你對這
說法有何看法？

古人重孝，下列哪
一項傳統孝親的行
為更值得提倡？試
談談你的看法。
晨昏定省慎終追遠

人物
描寫

人格面面觀 廉頗藺相如
列傳

孔乙己 唐老師是我最敬愛的
老師，他不喜歡說大
道理，從他平日待人
接物，我體會到中國
文化可貴的一面。 15

單元內閱讀、寫作、說話範疇的學習

相互連繫



小結

加強不同學習範疇的連繫

如讀寫在主題和寫作手法上的連繫

提升了學生理解作品深層意涵的能力

提升了學生立意的深度







 檢視學生已有知識

 選取年代較近、敍事為主的小故事

 檢視課程發展文件

 整理學生需掌握的文言學習重點

 隨文而教



課堂設計

 引入活動

 限定時間內寫最多與狼有關的詞語



老師範讀課文
 老師範讀

 學生注意三個重點

 (一) 讀音

 (二) 停連、語氣

 (三) 狼的形象

品味語言之美



學生講故事

 學生嘗試以自己語言演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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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串講
學生分組
討論

老師發現
學生難點



第二段（老師補充）

 以學生常用詞語解釋文言字詞

 觸類旁通

 重溫鞏固

 以學生曾學過的《曾子殺豬》

 重溫「之」字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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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的學習

閱讀方面﹕對文本缺乏深入的理解和把握，由
於傳統文化的精神和意義理解不足，以致對作
品中人物的行動缺乏深層次的理解和思考

寫說方面﹕寫作和說話深度不足，尤其是涉及
文化議題，學生對傳統文化內涵的理解有限

文化方面：學生只掌握文化知識，對傳統文化
的精神理解不足，也未深入反思傳統文化精神
的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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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學生的學習難點？

 檢視校本課程中的文化學習的元素

 深化文化的學習

 加強文化學習與不同學習範疇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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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項的處理：
加強課程規劃(例如：必修與選修的連繫)



加強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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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必修部分

(建基於
初中的學習)

高中
選修部分

(建基於
必修
和

初中的學習)

以必修部分的學
習為基礎，加以
延伸和發展

選修部分的學
習回饋必修部
分的學習

初中的學習

(例如：必修與選修的連繫)

(例如：初中與高中的銜接)



思考點

 必修和選修在學習重點和學習材料上有甚麼可連
繫地方？

 與中四和之前的學習如何銜接？

 銜接和連繫如何提升學與教成效？如何避免不必
要的重複學習？如何在已有基礎上深化學生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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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單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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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文化點 指定篇章 開放篇章

議論單元
(必修)

君子特質
議論技巧

捨生取「義」 《魚我所欲也章》
《論仁論孝論君
子》

《嗟來之食》
《人生的意
義》

文化專題
探討(選
修)

仁義禮智
五倫

私義與公義 《與青年談
中國文化》
《情與中國
文化》

口語單元
(選修)

小組討論框架
首輪發言技巧
共識技巧論辯技巧

君子特質

人物描寫
單元(必
修)

人物描寫技巧
透過描寫突顯人物
個性

智
公義
普世價值

《廉頗藺相如列
傳》

《孔乙己》
《賣白菜》

議論單元
(必修)

中國傳統的忠義
議論技巧

公義與忠義 《出師表》
《六國論》



以文化點扣連全年單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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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仁、論孝、論
君子》帶出君子特

質

《魚我所欲也》帶
出君子的其中一項
特質—「義」

文化單元（選修)借
討論歷史人物（關
羽)，深化學生對義

的理解

口語單元（選修)處
理象徵題時以君子
的特質作為思考的

扣連

《廉頗藺相如列
傳》：運用對義的
理解，討論藺相如
的行為是否合義

通過學習《出師
表》，掌握中國傳

統的忠義觀



文化專題探討（選修)

學習重點：
• 理解五倫與中國傳統社會

的關係
• 進一步探討仁義禮智的意

涵
……

材料﹕
• 與青年談中國文化
• 情與中國文化
• 中國文化的特色
• 儒家倫理思想十論
• 三國演義(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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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單元（必修)

學習重點：
• 認識「仁」、「義」、

「孝」、「君子」等概念
• 探討「義與利」、「生與

義」之間的關係
……

材料﹕
• 魚我所欲也
• 論仁、論孝、論君子
• 嗟來之食
……

已在討論「生
與義」、「義
與利」的基礎
上，進一步探
討「公義與私
義」

通過對
「公義與
私義」的
探討，深
化學生對
「義」的
本質的理
解

必修單元與選修文化專題探討單元的連繫

初中及中四的學習
學習《《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論四端》等篇章，初步涉獵

「義」的涵義



奠下基礎

 學生已有知識﹕
初中已通過學習《荀巨伯遠看友人疾》、《愛蓮
說》、《論四端》等篇章，初步涉獵「君子」、
「義」的涵義。

 中五必修議論單元﹕
通過教授《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
也》，在初中及中四學習的基礎上，引導學生進
一步理解「君子特質」、「生與義」、「義與利」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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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下基礎
必修單元﹕議論單元

學生在學習《魚我所欲也》後，閱讀《嗟來之
食》，並連繫殷海光《人生的意義》對「生與義」
的看法，進行討論。

思考與討論﹕

 你認同作者對「行道之人」和「乞人」的看法嗎？如
果你是「行道之人」或「乞人」，你會怎樣做？試加
以說明。



35

深化延伸
文化專題探討(選修單元)

以《三國演義》人物關羽的行為引起討論，通過
對「公義和私義」的探討，深化學生對「義」的
理解。

文史班 理科班

引入：閱讀材料 引入：短片

分組討論：關羽是否「義薄雲天」？

學生自由討論 課堂討論工作紙

延伸思考工作紙



文化專題
探討

已學知識﹕
• 「公義與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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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描寫
單元

材料﹕
• 廉頗藺相如

列傳
• 孔乙己
• 賣白菜
……

在已進一步學
習義和君子的
基礎上，討論
廉頗和藺相如
的行為是否合
乎義，他們哪
個較符合君子
的特質

通過分析廉
頗和藺相如
的言行，歸
納他們的特
質

遷移應用：
選修單元的學習回饋必修單元

口語單元
已學知識﹕
• 通過人物的言行，

歸納人物的特質

議論單元

已學知識﹕
• 生與義
• 義與利
• 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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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單元：人物描寫單元

已學知識 《廉頗藺相如列傳》 《賣白菜》

 必修議論單元﹕
生與義、義與利、
君子

 選修文化專題單
元﹕「公義與私
義」

 選修口語單元﹕
分析人物言行，
歸納人物的特質

 細讀文本，分析
廉頗和藺相如的
言行，歸納他們
的特質

 廉頗和藺相如二
人的言行與義的
關係

 二人的言行與君
子特質的關係

 進一步探討二人
的言行與智和勇
的關係

細讀文本，分析
文本中莫言和他
母親的性格

在之前所學的基
礎上，探討莫言
母親具有哪些中
國傳統的美德

就莫言母親的言
行，再次探討義
和利的關係



思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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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修單元已讀過關羽的故事，你認為藺
相如和關羽，誰的行為較能彰顯「義」？

有人認為藺相如最後偷偷把璧玉送回趙國，
失信於秦王，是有違君子的表現。你同意
嗎？為甚麼？



總結

 深化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

 連繫傳統文化與學生生活

 提升學生賞析評鑑能力

 加強必修單元與選修單元的連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