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課程持續更新： 
聚焦、深化、持續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普通話科（小一至中三） 

課程修訂諮詢 

2015年12月12日及 

2016年1月9日 

1 



修訂原因 

 配合學會學習的持續發展方向 

 社會語言環境的轉變 

 學生語言能力的提升 

 教師教學經驗的積累 

 學制改變 

 

2 



關注項目 

 如何提升學生的聽說能力？ 

 聽說讀寫如何互相配合？ 

 怎樣營造更豐富的校園語境？ 

 如何照顧不同學習風格、能力學生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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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 

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 

(2002) 

中國語文教育 

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 

(2016) 

更新課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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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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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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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及實施 

 成立課程發展議會中小學普通話課程專責委

員會，成員包括教師、學者、師資培訓人員 

 建基在原有的課程綱要提出修訂建議 

 諮詢持分者對諮詢稿的意見（諮詢簡介會、

問卷、焦點小組會議等） 

 修訂後的課程指引預計2016年公布，預計

2018 / 19學年實施 

 陸續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援措施（包括學校實

踐示例、研討會、工作坊、學與教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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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不變 

 培養聆聽、說話、朗讀等語言能力，以及

自學能力 

 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以及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 

 提高對本科的學習興趣，培養良好的學習

態度和習慣 

以培養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為主，培養

朗讀能力、拼寫能力及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

言文化知識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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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向 

建基現有優勢，本科的發展方向： 

 加強聽說能力的培養，提升自學能力 

善用課程提供的彈性和課程資源，在朗

讀和拼寫輔助下，加強聆聽和說話能力

的培養，進一步提升自學興趣和能力 

 提供更多實踐的機會 

善用社會日益豐富的語境，透過多元化

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在課內和課外有更

多應用的機會，提升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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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訂 

在學習目標不變的大前提下，主要修訂

有以下幾項： 

(1)  提前聲韻母的學習 

(2)  「譯寫」範疇改名「拼寫」 

(3)  重組聽、說、讀、寫四個範疇的學

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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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訂 (1) 

提前聲韻母的學習（第一學習階段） 

 認識聲調、聲母、韻母、拼音 

 認識拼寫規則 

 拼讀音節、直呼音節 

 正確、端正書寫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 

學生具備一定聽說能力基礎後，學校可彈性安
排學生在小一、小二或小三開始聲韻母的學習 

第二、第三學習階段着重複習、鞏固、運用，
並強化語音難點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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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訂 (2) 

「譯寫」 → 「拼寫」 

 四個學習範疇： 

聆聽、說話、閱讀、拼寫 

 以顯示有關範疇的學習內容除了漢字
拼音互相對照譯寫外，還包括對拼音
的認讀、拼讀等能力 

 重整相關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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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訂 (3) 

 重組聽、說、讀、寫四個範疇的學習重
點 

- 保留原有重點 

- 重組分類 

- 修改文字表述 

- 範疇或學習階段之間作重整 

 所列重點均屬舉例、建議性質 

 學校可靈活調整各級重點的編排 

 對各學習階段的學生應有不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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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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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表述 
- 嘗試邊想邊說 

- 複述、傳達別人
的話 

- 體勢、動作給人
舒服的感覺 

分類 

保留 

修改表述 
- 運用意思完整

的句子回答日
常生活的問題 

- 運用意思完整
的句子提出一
般的問題 



主要修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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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 
閱讀 → 拼寫 



重申課程規劃的主導原則 

 配合學習目標和重點 

 靈活組織學習內容，適時檢視和調整 

 整體規劃，注重連繫與銜接 

 注重實踐和應用 

 設計均衡的課程 

 善用課程資源，激發學習興趣，提升
學習成效 

 拓寬學習空間，連繫其他學科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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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學與教的主導原則 

 以學生為主角，促進自主學習 

 建基現有優勢，掌握學生的能力 

 拓寬語言學習空間，提供豐富多采
的學習經歷 

 合理安排各範疇的學習重點，訂立
清晰目標 

 善用課程資源以促進學與教 

 建立開放的學習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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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評估的主導原則 

 配合學習目標和重點 

 全面、多樣的評估 

 善用評估資料，適時回饋與激勵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多方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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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選取學與教資源的主導原則 

 配合課程精神，體現學習目標和重點 

 內容意識健康，培養正面價值觀 

 貼近學生生活，引起學習動機和興趣 

 整體編排合理 

 重視口語語體 

 詞匯和語法均符合現代漢語的規範 

 多媒體材料的語音清晰準確 

 採用同一套音標系統和詞語連寫規則 
19 



支援措施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如：課程規劃、學與教策略 

 

 學與教資源 
如：拼音教學、朗誦教學 

 

 專業協作 
如：種籽計劃、到校支援 

 

 學校實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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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諮詢稿、問卷、簡報可經由互聯網下載 

 網址：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 

 教育局主頁(edb.gov.hk) → 

課程發展 →  

最新專題 →  

學校課程持續更新 

 

 
21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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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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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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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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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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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細閱有關諮詢稿，請與校長及相關
教師交流意見 

 歡迎填寫意見 

 校長簽署及蓋校印 

 每校交一份問卷 

 於2016年2月15日前寄回本局 

 所有資料保密，只用於課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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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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