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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整體課程規劃：
初中與高中語文課程的銜接



分享大綱
2

一.背景

二.計劃目標

三.施教情況

四.教學反思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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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屯門區

2. 學生特質

3. 中文科及教師團隊



計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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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視及修訂初中語文課程編排及整體進度，選
用多元化學習材料，設計合適的學習活動，以
豐富學生語文的積澱。

2. 關注高中語文課程指定文言經典篇章的學習，
以及初中與高中語文課程的連繫。



檢視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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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的學習需要 (對文言文學習感抗拒)

初中學生文言文基礎較弱：學生在小學學習語文情況

參差，如升讀中一後不懂背誦詩文；公開試成績顯示，

高中學生說話能力較強，閱讀能力較弱，文言文表現

不理想

2. 本科的發展方向：加強成效、穩定成績

2018年文憑試加入指定文言經典材料的考核，應該如

何在初中奠定文言學習基礎，讓學生在高中更好地學習



檢視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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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行措施：

- 主要採用教科書，按學生學習需要加以增刪調適

- 學習材料調適，以照顧學習多樣性

- 分組學習，初中較好的2班分3組，穩定成績

考慮：

調適學與教安排，加強學習成效

在中二級議論單元試行



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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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課文為經，以補充的《歷代文言小故事》

為緯，編選學習材料，組織學習內容。

2. 作整個單元的思考，但針對文言文教學。

3. 貫穿讀、寫、說及品德情意等，加強學習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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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閱讀篇章/學習
材料

閱讀範疇/學習內容/重點 其他範疇 備註

1. 預習

2. 引起動機
播放《霎時感動：一念之間》

3. 講讀課文《習慣說》

4. 導讀課文《捅馬蜂窩》

5. 導讀「歷代文人小故事」
 《牛弘篤學》
 《「三上」屬思》
 《宋濂苦學》

6. 個人短講
小練習：敘事說理

7. 寫作
《怎樣通過敘事來說理》
(事與理)

8. 自學篇章
 《栽花的人》
 《媽媽喜歡吃魚頭》

視聽材料：《霎
時感動：一念之
間》 (胡麗芳)

 認識說理的方法：敍事說理
 歸納主旨
 品德情意：珍惜生命

說話：學生用敍事
說理的方法做個人
短講。
勾勒大綱 (選取以
下其中一個方法，
構思內容)
 學生可選用

一則小故事
作為敘事部，
並補上「道
理」

 準備時可叫
學生先思考
「道理」，
然後再選取
相關材料

寫作：
 用「一次 XX

的經歷和體
會」為題)，
著學生先仔
細閱讀《怎
樣通過敍事
來說理》，
選取真正觸
動 自 己 的
「事」，寫
下體會(情、
理)，為寫敘
事說理的文
章鋪墊。

考試：

短講題目
試 簡 述
《歷代文
言小故事》
第 67 篇
《盲苦》
之內容，
並說說你
從中領悟
到什麼道
理。

寫作題目
記敘一件
令你後悔
莫及的事，
而這次經
歷讓你明
白到「機
會是留給
有準備的
人」。

講讀《習慣說》  認識說理的方法：敍事說理
 認識「敍事說理」的篇章結構，分

析敘事和說理的關係，
並探索主題所在。
文言知識：認識文言詞匯：也、者、
則

中華文化：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從
「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
由端正自己的行為開始，才可以治理天
下國家大事。

導讀《捅馬蜂窩》 掌握說理的方法：敍事說理
 掌握「敍事說理」的篇章結構，分

析敘事和說理的關係，
並探索主題所在。

 複習記敍六要素、描寫人物的方法
品德情意：尊重生命

導讀《牛弘篤
學》、《「三上」
屬思》、《宋濂
苦學》(歷代文
言小故事)

 理解和分析各篇故事裡古人的為學
態度

 比較三篇小故事與《習慣說》的篇
章結構的不同之處

中華文化：認識古人苦讀的故事
自學篇章：《媽
媽喜歡吃魚頭》

 掌握說理的方法：敍事說理
 掌握「敍事說理」的篇章結構，分

析敘事和說理的關係，
並探索主題所在。

 體會作品的深層意思。
品德情意：感受母愛

中二單元三敘事說理



中二單元七立論與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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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閱讀篇章/學習材料 閱讀範疇/學習內容/重點 其他範疇 備註
1. 預習

2. 引起動機

3. 講讀課文
《為學一首示子侄》

4. 播放《服務態度》短片

5. 導讀課文《最苦與最樂》

6. 導讀「歷代文人小故事」
《項羽不肯竟學》(反)

《蘇洵二十七始發憤》
(正)

(對比論證)

7. 個人短講
小練習：立論與論證

8. 寫作
《寫作議論文的要訣》
(語文小講堂)

9. 自學篇章
《謙虛是福》
《有為有不為》

講讀《為學一首示子
侄》

 認識正反立論的方法
 認識論證的方法：舉例論證、對

比論證
 評價作者的觀點

文言知識
 認識古今詞義、詞類活用
中華文化：堅毅不屈
思維：培養明辨性思維和創意思維能力

說話：學生用立論
與論證的方法做個
人短講。
 勾勒大綱

用歷代文言兩篇
章，改寫成用對
比論比論證以帶
出道理。

寫作：
寫一篇運用「立論
與論證」的文章。
作文前，著學生先
仔細閱讀P.7.51《寫
作議論文的要訣》。

考試

寫作題目
試以「失敗乃
成功之母」為
題，運用恰當
的論證方法，
撰寫一篇議論
文。視聽材料：《服務態

度》短片(劉德華)

 認識論證的方法(對比論證)

 歸納短片內容
 品德情意：以禮待人

導讀《最苦與最樂》  認識論證的方法：引用論證
 掌握正反立論的方法
 掌握論證的方法：舉例論證
 評價作者的觀點
 分析文章的結構(引論、本論、結

論)

思維：培養明辨性思維和創意思維能力

導讀《項羽不肯竟
學》、《蘇洵二十七
始發憤》 (歷代文言小
故事)

 理解和分析篇章內古人的學習態
度

 改寫成對比論證以帶出道理

自學篇章：《謙虛是
福》

(閱讀報告)

 掌握正反立論的方法
 掌握論證的方法：舉例論證、引

用論證
 評價作者的觀點
 分析文章的結構
品德情意：謙虛辭讓
思維：培養明辨性思維能力

自學篇章：《有為有
不為》

 掌握論證的方法：舉例論證、引
用論證

 評價作者的觀點
 分析文章的結構
 歸納段旨
品德情意：明辨性思維和創意思維能力



施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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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讀文教學：文本細讀 (講讀篇章)

 朗讀文章 (聲入心通)

 設計關鍵問題

2. 學與教：強化學生任務

 預習、筆記 (文言字詞、段旨)

 分組 (段旨、主旨)

 互評 (段旨、主旨、作文、短講)

3. 文言文學習：重視語境、隨文輸入



讀文教學：文本細讀(講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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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視朗讀文章 (聲入心通)

 設計關鍵問題：

引起動機：



講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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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說》

《為學一首示子侄》



學與教：強化學生任務

13預習 (如：閱讀全文、寫下難點)

分組討論與互評



文言文學習：重視語境、隨文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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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一首示子侄》



課業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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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文︰一次XX的經歷和體會

根據學生水平擬題。讓學生聚焦在「敘事」，選取讓自

己有感受的事件來敘述，並表達個人「體會」(領略﹑領會、

領悟)……

習作︰重點討論正反立論、舉例論證。

單元評估︰1.說什麼？ 2.怎樣說？ 3.效果如何？

測驗、考試：問題形式相同/轉換。



教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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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說》難點：

如第三段：「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

「習之中人甚矣哉！」、「君子之學貴慎始」

解決方法：

-提問與跟進，多次嘗試轉換問題形式

-文化內涵輸入



教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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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一首示子侄》難點：

 設計時先教第二段，再回應首段立論；

 術語障礙(XX論證、XX立論)

解決方法：

 先教《最》，後教《為學》，先白後文，

淺入深出

只教一種立論方法、一至二種論證方法



教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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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銜接 (橫向)

 各級銜接 (縱向)

 工作紙設計：

語譯工作紙

段旨工作紙

 銜接高中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