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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本資優教育簡介

香港資優教育 「三層架構推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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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本資優教育簡介

理念與原則

採用多元智能的概念
啟發學生思考，用多
元化的活動，培養自
主學習的能力

提升創造力、高層次
思維能力及個人與社
交的能力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香資優教育》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1.設置學習情境，引起學習動機。

2.建立鷹架，學生運用字詞解碼的方
法自主探究文言文內容大意。

3.透過角色扮演和情景劇創作，探究
價值意義，提升高層次思維技巧。

4.多元化的學習成果展示，提升學生
的創造力，發展多元智能。

課堂活動/策略
1.培育學生的高
層次思維技巧。

2.培育學生的創
造力。

3.培育學生的個
人及社交能力。

資優教育三元素

1. 理解文言文
的意思。

2.探究和領悟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的
道理。

學習目標：



學習文章 《兩小兒辯日》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鬥，問其故
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

而日中時遠也。」
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

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
乎？」

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
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
乎？」

孔子不能決也。
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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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學習設計三角形設計課程？

• 了解故事發生的來龍去脈需要
理解文言文意思（學習目標）。

• 可以通過學生自主探究來理解
文言文的意思。

• 因此第一個課程要素是自主探
究文言文故事。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1.設置情境：解決孔子的難題

• 「透過基於情境的學習，學生能夠看到他們所學內容的價值和意義,這
有助於提高積極性和參與度······通過鼓勵他們在真實的環境中進行批
判思考和解決問題，讓他們為現實世界做好準備。」（Shweta, 2023)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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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鷹架，協助學生自主探究
——文言字詞推斷法（羅燕琴，2016）

文
言
字
詞
推
斷
法

擴詞法

部件推斷法

上下文推斷法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2.建立鷹架，協助學生自主探究

——小組合作完成線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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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詞語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2.建立鷹架，協助學生自主探究

——科學、詞語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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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究價值意義，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
——角色扮演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3.探究價值意義，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

——報告及互評



• 孔子聽了他們兩個的話之後：

孔子不能決也。

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 為什麼兩小兒說孔子不多知？你覺得兩小兒說得對嗎？為什麼？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3.探究價值意義，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
——學生反思、評判



你現在覺得《兩小兒辯日》中的
孔子是「無知」還是「多知」呢？
為什麼？ 基本

你覺得這個經典名句在現實
生活中有什麼用處呢?在什
麼情景下你可以用到呢?請
和你的小組成員一起演出這
個情景。挑戰摘自《看漫畫學論語》

（有改動）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3.探究價值意義，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

——創作情景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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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3.探究價值意義，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

——學生自創情景劇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4.多元化的成果展示

提升學生的創造力，發展多元智能



尊敬的孔子先生：
今天我在課上知道有一天您在東方遊歷，遇到了兩個天真爛漫的小屁孩在激烈地討論一個問題：太陽在中午時離我們近還是在早上

時離我們近？其中一個甲小孩說：早上太陽離我們近，因為早上的太陽大得像車蓋子一樣，中午卻只有一個盤子那麼大。況且這就是所
謂的近大遠小！另一個乙小孩卻有理有據地反駁道：你聽好了！我一定是對的！太陽肯定是早晨的時候離我們較遠，中午的時候離我們
遠。早上的時候氣溫較寒涼，中午的時候熱的像碰沸水一樣熱。況且這也是一個科學道理——近熱遠涼！

這時，您剛好路過。他們可能聽過您的大名，也知道您以您的高尚的品德和淵博的學識吸引了一大批學生，就想向您請教。在您了
解情況後，覺得兩人說的都有道理，而您也不知道誰對誰錯，所以就選擇了說您自己也不知道。然後，那兩個毛孩兒不知禮義，就把您
嘲諷了一頓：「孔子就這點水平，切，真是浪得虛名！」

兩個小孩說您無知，但是我強烈不認同！當時是春秋戰國，科技還不是那麼的發達，根本無法研究這個問題。而您並沒有因為怕自
己被人吹噓而胡謅一個答案出來。您反而誠實地說自己也不知道。您的所作所為讓我明白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的道理。真正的智慧不只是自己的聰明才智，淵博的學識，還有用老實的態度對待知識問題，來不得半點虛偽和驕傲。要養成踏實認真
的學習態度，實事求是的作風，避免魯莽虛榮的風氣。

其實，事實是太陽和我們的距離在早上和中午的時候可以說幾乎根本沒有差異。因為地球的半徑約是6371公里，早上和中午離太陽的
距離也只僅僅相差了6371公里左右。這個距離看似相差了很多，但是在浩瀚無涯的宇宙中，6000多公里只是大海里的一粒小沙子。

孔子先生，謝謝您讓我知道了一個有趣的科學事實我一個關於學習的基本道理。我會把您當做我一生的偶像，正所謂：「書山有路
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我會像您一樣，不停地遨遊在知識的海洋裡！

敬祝
安康

***

公元2023年4月29日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4.多元化的成果展示

提升學生的創造力，發展多元智能

情境一以貫之：《給孔子的一封信》

 自省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語言智能



尊敬的孔子先生：
今天我在中文課上得知您遇到了一個難題，有一天您去東方遊歷，遇到了兩個正在爭辯小孩。一個小孩認為日出的時候，太陽離我

們比較近，而中午的時候，太陽離我們較遠，因為早晨太陽大如車蓋，中午太陽小如盤盂。另一個小孩卻完全相反，覺得日出時太陽離
我們較遠，中午時則離我們較近，因為早晨十分寒冷，而到了中午卻變得十分炙熱。他們詢問您的意見，而你説你無法判斷誰對誰錯，
因此他們還嘲笑您無知，不過我認為您並沒有做錯。還記得您曾經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您不會不懂裝懂，很大方
地承認您就是決定不了，作為一位老師，要是隨便下結論，散播錯誤的知識，誤導那些小孩，就是不負責任。幸好您當時做了一個正確
的決定，沒有為了維護自己的形象，而胡亂散播錯誤的信息。

其實，兩個小孩的論據都是錯誤的。第一個小孩說早上的太陽比較大，是因為早上天比較黑，可以很清晰地看見太陽的輪廓，但
到了中午，整個天空和太陽的顏色都差不多，而且正午的太陽十分刺眼，看上去就好像只是一個小小的光點。這一切都是眼睛的錯覺，
肉眼是幾乎不可能看到一天內太陽的大小變化。另一個小孩說中午比早上熱，這是因為早晨前的夜晚根本沒太陽，地面儲存不了熱量，
而中午之前，地面可以不斷吸收熱量，令我們感覺正午比早上熱。對於那兩個小孩的問題，其實，如果以地球上指定的一個點看，由於
地球會自轉，那每一天中午的時候，太陽必定會比早晨的近。

從這一件事情中，我十分欣賞您的態度，也佩服您的智慧，我一定會繼續向您學習！
敬祝

安康
***

2023年4月20日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情境一以貫之：《給孔子的一封信》

 邏輯數學智能

 自省智能

4.多元化的成果展示
提升學生的創造力，發展多元智能

 語言智能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繪製漫畫（空間智能）

4.多元化的成果展示
提升學生的創造力，發展多元智能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製作Kahoot遊戲（邏輯數學智能）

4.多元化的成果展示
提升學生的創造力，發展多元智能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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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講一則論語故事（語言智能）

論語裏有句話，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它的意思是孔子說人
先天的本性十分相近，經過後天的學習或環境的感染之後，就相差很遠
了。
我們每個人出生就像一張白紙一樣，經過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學習，每
個人都染上不同的色彩，造就現在不同的成就，在學習的跑道上，我們
公平競爭，想在亂軍中領先羣雄，你需要比別人更努力，像海綿一樣求
知若渴大量學習。最簡單的大量學習來自閱讀，每一本書都蘊藏了作者
的人生觀、想法與特別的經歷。翻閱一本書就能在書頁與書頁裏旅行，
學習他人的智慧結晶。大量的學習也包括了參訪和人生歷練，因爲不同
的吸收廣泛的學習，最後才會形成你獨特的風格。活出自己美麗的人生，
想要習相遠，想要與眾不同，先從大量學習做起吧！

4.多元化的成果展示
提升學生的創造力，發展多元智能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自擬辯題辯論
（語言智能，人際關係智能）

4.多元化的成果展示
提升學生的創造力，發展多元智能



二、文言文教學課堂實例

1.設置學習情境，引起學習動機。

2.建立鷹架，學生運用字詞解碼的方
法自主探究文言文內容大意。

3.透過角色扮演和情景劇創作，探究
價值意義，提升高層次思維技巧。

4.多元化的學習成果展示，提升學生
的創造力，發展多元智能。

課堂活動總結
1.培育學生的高
層次思維技巧。

2.培育學生的創
造力。

3.培育學生的個
人及社交能力。

資優教育三元素

1. 理解文言文
的意思。

2.探究和領悟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的
道理。

學習目標：



三、課堂實踐的啓發和影響

共同備課，優化教學

積累經驗，增強信心

分享經驗，全級推廣



三、課堂實踐的啓發和影響

將經驗和成果在全級進行推廣
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因材施教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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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堂實踐的啓發和影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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