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 語文教學支援組
(中國語文) (2023/24)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善用學材，一體多面，
在中學中國語文科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

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特別鳴謝創知中學協辦活動



活動程序
時間 內容 講者

13:45-14:00 簽到

14:00-14:15 歡迎辭及頒發感謝狀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14:15-15:00
課堂觀摩 (中二)

《為學》

創知中學

金卓麟老師

15:00-15:15 評課、交流 內地專家教師

15:15-15:30 小休

15:30-16:00

專題分享(一) 

「一語三文四讀法」──

文言文教學策略探究

內地專家教師

16:00-16:20

專題分享(二)

善用資源，優化學校課程，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浸信會永隆中學

蔡仁桂老師、關慧珊老師

16:20-16:40

專題分享(三)

配合學校特色，跨越課程界限──

一次以「非遺」項目

組織跨課程學習的嘗試

鳳溪第一中學

李可老師、符偉殿老師、

鍾德誠老師

16:40-17:00 總結與問答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活動主題

善用學材，一體多面，
在中學中國語文科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



善用學材
學與教資源的種類
「語文的學習資源不僅指教科書、作業，亦包括書籍、實物、視聽資源、網上教材、
電子學習資源甚或自然環境、人力和社區資源，都是寶貴的學與教資源。」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47

「從學生學習的角度運用學與教資源，重視他們學習過程中的體驗，避免學
生過分依賴教師的講解或教科書的說明。例如引導學生親身感受作品的情
思、分析作品的主題思想等，以提升閱讀理解的能力和思考能力。」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51

「學與教資源豐富多采，宜靈活運用，以創設語文實踐的學習情境，開展多
元化、互動的學習活動，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提高學習興趣、發展個
性和特長。」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51

靈活運用

學生的學習角度



一體多面
中國語文課程的學習內容，可概括為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中
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自學九個學習範疇。中國語文課程，以促
進學生這九方面的學習為主要任務。這些學習範疇，是語文學習的一體多
面，彼此相互依存。中國語文的學習，應以讀寫聽說為主導，有機地結合
其他學習範疇，工具性與人文性並重，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6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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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學中國語文科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

共通能力：
中央課程各學習領
域和學科共同培養
的基本能力，幫助
學生學會掌握知識、
建構知識和應用知
識去解決問題。
例如：
溝通能力
慎思明辨能力
創造力
解決問題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自學能力
協作能力……

價值觀：
學生應發展的素質，
是個人行為和判斷
的準則。
態度：
把事情做好所需的
個人特質。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5



課堂學習

探究教學策略

優化學校課程

落實課程倡議

活動內容

課堂觀摩 (中二)

《為學》

創知中學 金卓麟老師

專題分享(一) 

「一語三文四讀法」──

文言文教學策略探究

內地專家教師

齊雅萍老師

專題分享(二)

善用資源，優化學校課程，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浸信會永隆中學

蔡仁桂老師、關慧珊老師

專題分享(三)

配合學校特色，

跨越課程界限──

一次以「非遺」項目

組織跨課程學習的嘗試

鳳溪第一中學

李可老師、符偉殿老師、

鍾德誠老師



「一語三文四讀法」文言文教學策略探究

2024/03/15

內地專家教師 齊雅萍



目 錄

「一語三文四讀法」概念 （是甚麼）

「一語三文四讀法」價值（爲甚麼）

「一語三文四讀法」策略 （怎麼做）



壹 「一語三文」內涵



一
體
四
面
，
相
輔
相
成

「一語三文」內涵

文章

語言

文化

文學

壹

讀音、詞匯、語法

抒情
言志
載道

章法考究
語言錘煉

（多層面）語文
=

語言
+

文章
+

文學
+

文化

《出師表》

《陋室銘》

《爲學》

語言+情、志、道+傳統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民俗風情……

（基礎）

（功能）



貳 「一語三文」價值



「一語三文」價值──落實《課程指引》

1.2 基本理念

1.2.（4）語文是重要的交際工具，同時又是思想、

文化的載體。中國語文教育需均衡兼顧語文的工具

性和人文性，全面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

1.2.（5）透過文學的學習，可以引導學生感受語

言文字和思想內容之美……



「一語三文」價值──彰顯語文味

保證了把語文課上成語文課，而不是非語文或半截子語文課

語言—文章—文學—文化

教學內容要素

活動程序結構

有
機
統
一



「一語三文」價值──有效確立教學目標

《木蘭詩》學習目標

1.借助工具書及注釋，歸類積累「火伴」「市」等詞語，讀準、讀通文章。

（語言）

2.默讀課文，能梳理故事情節，並讀懂文中的詳略安排。（文章、文學）

3.結合具體詞句及修辭方法，從英雄氣概和女兒情懷兩方面讀懂木蘭形象，

學習木蘭孝、忠、勤、智、勇等品質。（文章、文學、文化）

4.有感情朗讀課文，欣賞樂府民歌質樸生動、簡潔精煉的語言風格。

（文學、文化）
沒有文言，我們找不到回家的路。——韓軍
沒有「一語三文」，我們找不到閱讀教學回家的路。



學校課程

學生問題導學法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

三 「一語三文」實施策略

課
堂
教
學

教師提問講授法

四讀法



三「一語三文」實施策略——學校課程（舉隅）

《基於正確價值觀的「一語三文」文言文學校課程
設計（初中）》

《基於正確價值觀的「一語三文」文言文學校課程
（中一年級）》

學
校
課
程



「一語三文」初中文言文學校課程設計（主題）

漁



「一語三文」初中文言文學校課程設計（選篇）

漁

（舉隅）



關於文言文課堂教學的思考

常規

突破

興趣

效率

三「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課堂教學

學生

教師



學校課程

課
堂
教
學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

三 「一語三文」實施策略

學生問題導學法
四讀法

教師提問講授法



四讀法

讀

讀準 讀通

讀懂讀美

讀準字音，
把握節奏

解詞譯句，
讀通大意

理解內容，
探究寫法

讀出情感
誦讀積累

一語

三文

一語

三文



四讀法Ⅰ──讀準（朗讀）

字音 軍帖、可汗、燕山、鞍韉、舊時裳……

節奏

詩 規律：二三、二二三等

散文

句內

句間
初知句意

讀
準



四讀法Ⅱ──讀通（默讀）

字形溯源

助記法
為、安

歸類識記法

詞語

句式

解詞譯句，
讀通大意

重在
積累

讀通



讀通——字形溯源助記法

建房娶妻

安家落戶

安心安置

撫慰，安撫

安身 安穩

使……安定 怎麼，哪裏



四讀法Ⅱ──讀通（默讀）

讀
通

字形溯源助記法

詞

語

常用實虛詞 關山度若飛

通假字 火伴、帖花黃

古今異義 不聞機杼聲/阿爺無大兒

一詞多義 願爲市鞍馬/東市買駿馬

詞類活用 願爲市鞍馬

句

式

歸
類
識
記
法

舉一反三



四讀法Ⅱ──讀通（默讀、朗讀）

讀
通 句

式

判斷句 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
自力者也（《為學》）

省略句 願爲市鞍馬（《木蘭詩》）

倒裝句 問女何所思（《木蘭詩》）

被動句 帝感其誠（《愚公移山》）

詞
語

舉一
反三



順敍法交代事件、詳略取捨

互文、頂真、對偶、排比

擬聲詞、叠詞

所抒情、所言志、所載道（主旨）

讀懂
甚麼

用字精煉，
手法多樣

木蘭形象文化；南北朝時期戰爭、民
俗、民風；樂府民歌、長篇敍事詩

多層面

文章

文化

文學 章法考究、
語言錘煉

讀
懂

理
解
內
容

探
究
寫
法

四讀法Ⅲ ──讀懂（內容）



四讀法Ⅲ ──讀懂（策略1）

讀
懂

問題鏈

比較法

知人論世

《爲學》：長輩的殷殷期望、語重心長

《木蘭詩》：打仗用兵制度

怎麼
讀懂



讀
懂

2.梳理這首敍事詩的故事情節，
看哪些地方敍述得詳細，哪些地
方簡略?這樣處理好在哪裏？

問題舉隅

1.請結合具體詞句賞析木蘭的人
物形象。

實施形式 自主、合作、探究

比較法
（6字訣）

設計

問題鏈

支問題

主
問
題

知人論世

四讀法Ⅲ──讀懂策略2



讀
懂

設計問題鏈

知人論世

關山度若飛比較法
賞析語言
（6字訣）

聯、增、删、
調、改、換

四讀法Ⅲ──讀懂策略3

咬文
嚼字

唧唧復唧唧

細讀文本，提升閱讀深度（《課程指引》）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語調輕、語速緩，讀出憂心忡忡

語氣：問者急切，答者沉穩木
蘭
詩 語速語調逐漸加快加高

重讀：讀出憂慮、擔當、決心、孝心；

四讀法──讀美（舉隅）

沉思 下定決心，語速輕緩
重快，語調高昂

讀出情感，誦讀積累（培養語感）



讀
美

讀出情感 朗讀技巧

語速

語氣

語調

重音

停連

誦讀積累 一語三文

四讀法──讀美

創設語文實踐的學習情境，開展多元化、互動的學習活動，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提高學習興趣……



回 顧

課堂
教學

「一語三文四讀法」
文言文教學架構

「一語三文」
內涵

「一語三文」
價值

一語 語言

三文
文章

文學

文化

學校課程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

教師提問講授法四
讀
法 學生問題導學法



三

引導學生提出問題——尊重學生主體地位
師生共同解决問題——體現教師主導地位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學生問題導學法

《論語》117 /國際競爭力的創造型人才

有難度/國際化教學模式 大連市推行



「問題導學法」怎麼上得更精彩？期待大家實踐探索！

三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學生問題導學法

天空沒有留下鳥的痕迹，但我已飛過。

──泰戈爾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

我相信！行動自有答案！天下事……

待續……



謝
謝
傾
聽

，

攜
手
同

行
我

們
在 路 上

問題導學法

「一語三文」
四讀法



1.王榮生《文言文教學教甚麼》

2.程少堂《程少堂講語文》

3.餘映潮《中學語文古詩詞教學實錄及點

評》

推 薦 書 目



浸信會永隆中學

蔡仁桂老師 (科主任、中國語文教育領域統籌)

關慧珊老師 (副科主任、中二級統籌老師)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

善用資源，優化學校課程，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01
學校簡介



浸信會永隆中學
• 屯門區
• 男女校
• 基督教
• 學生乖巧受教



學校2023-2026 

三年發展計劃

我們的信念和
前行方向



• 發揮潛能
• 共通能力
• 豐富視野和識見

（社會意識及全球化）
• 為投身社會工作作準備
• 良好價值觀
• 品德情意

對 「永隆人」的 期望



02

課程規劃



規劃條件﹕校情+教育局課程倡議+持續優化

回應課程指引 落實課程倡議

課堂教學

跨課程閱讀教學策略探究

優化學校課程 跨課程學習



課程領導與課程更新



契機：轉教科書+9大學習習慣

。教育局課程倡議

。學校關注事項

。對學生的期望

。學生的學習需要

。中華文化

學生知性成長

。視野及知識點間的連繫

。文學性+功能性+實用性

。內涵和深度

社會發展趨勢

。通才 (具寬廣知識的學習者)

。解難、應變能力



本年度課程規劃的理念與實踐﹕

由縱向到橫向



縱向規劃﹕各級學習點的銜接

舉隅﹕
閱讀﹕閱讀策略及能力、提問層階
寫作﹕文體要求、寫作能力
說話﹕應對能力、表達技巧……



縱向規劃﹕讀寫能力 VS 聽說能力
回應「課程優化」及「公開考試的形式修訂」，
昔日卷三的「聽說能力」轉移到SBA 口頭匯報。

我們的信念﹕不能側重讀寫訓練，
須同步建立學生的聽說能力

*初高中銜接+內在省思+生活應用

課時 vs教學內容
==>如何取捨？



橫向規劃﹕九大學習範疇

認識中華文化⇨反思⇨認同

更全面學習、
連繫所學

培養內在素質，
建立良好價值觀



小結

補充
深化

文化
傳承

連繫
生活



實踐示例

03



策略

培養永隆學生的綜合素養

善用資源

多角度思考



初中課程的初步嘗試﹕
以中二級單元為例



設計舉隅

● 單元三借物抒情

○ 課文：《醜石》

○ 發現自己價值，學習欣賞別人



設計舉隅──賈平凹《醜石》

● 工具性：借物抒情

● 活動理念：認識自己，尊重他人

回應永隆人的素質，
培養內在素養

工具性與
人文性
並重



設計舉隅—賈平凹《醜石》

● 設計理念：

○ 培養學生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方面的語文素養

○ 藉活動學習經歷，讓學生從實際情境中學習和運用語文

○ 多樣化的活動類型、內容

⇒配合不同需要，照顧學生多樣性

○ 為學生創設豐富多元的語文學習經歷

○ 為師生創造美好的學習生活



設計舉隅—賈平凹《醜石》

● 跟進活動—「給同學的鼓勵信」

● 目的：學會欣賞別人

● 活動：隨機抽選班中同學的功課作回信
○ 根據同學功課內容及對他的認識回覆

■ 1)表達對同學優點的欣賞
■ 2)鼓勵同學

○ 以私人書信格式書寫
○ 必須為正面內容
○ 可署名或匿名回覆



小結
培養學生的綜合素養——永隆人

善用資源

多角度思考



高中課程的初步嘗試﹕
以中五級單元為例



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的配合﹕

加強推廣中華文化，強調品德情意及價值觀

加入不同學科元素，豐富見聞，
連結日常生活層面

 多元化閱讀，拓寬閱讀面，延伸學習，穿梭古今



總結展望



期望﹕
．具備良好的語文能力
．能綜合運用多元能力
．視野與識見

願景﹕
成就更好的永隆人
穩飛、飛得高、飛得遠



總結與展望

不只學生，老師一同進步，
通過交流實踐，齊心前行。



謝謝！



一次以「非遺」項目
組織

跨課程學習的嘗試

配合學校特色 跨越課程界限

鳳溪第一中學



分享大綱

• 計劃緣起

• 跨課程規劃

• 整合資源

• 課程實施(多元輸入、全方位
學習、相關語文學習活動)

• 後續與前瞻

• 總結



課程發展
• 優先推行價值觀教育

• 為學生創造空間

• 配合課程規劃「學時」，促進
學生的全人發展

• 多元的學習模式，豐富的學習
經歷

• 全面而均衡的語文學習



緣起

１.學校關注事項（節錄）

• 深化自主學習
 訂立適切的教學策略，培養學生的學習擁有感及

提升自我效能感

• 塑造正面品格
 優化公民及德育教育，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及歸屬

感



緣起

２.科組發展方向

 優先推行價值觀教育
 整合課程內容，為學生創造

空間
 配合學校發展，培養學生學

習的擁有感和對學校的歸屬
感

 建構校本特色課程



機遇（發掘與學生

息息相關的學習元素）

１.鳳溪90+慶祝活動
廖氏私塾學生數千
廖氏子弟北區學子
 傳統中華文化：
-- 推己及人
--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國民
身份
認同

承擔
精神

仁愛



機遇（發掘與學生

息息相關的學習元素）

2.上水廖族非遺項目
上水廖氏宗族口述傳說
宗族春秋二祭
傳統中華文化
-- 孝親
-- 慎終追遠

國民
身份
認同

承擔
精神

團結

仁愛

孝親



跨課程學習活動
(中四級)

上水圍村
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育

英文科 中國歷史科

歷史科
公民及

社會發展科

中文科



跨課程學習活動
(中四級)

上水圍村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

中文科

傳統中華
文化特質

中文科：
• 通過對上水廖氏辦學的歷史，認識傳
統儒家文化中「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的「推己及人」情操

• 透過廖族的發展歷史和祭祀儀式，了
解傳統氏族文化和家庭觀念

• 創造情境，讓學生透過閱讀不同類型
文本、人物採訪、撰寫口述歷史、口
頭匯報等語文活動，在真實環境中綜
合應用語文

• 以學生息息相關的學習內容，加強學
生對學習的擁有感，提升學習興趣

跨課程規劃



跨課程學習活動
(中四級)

上水圍村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

中國歷史科

歷史科

社群歷史生活
與文化風俗

口述歷史

氏族在鄉土
社區發展

歷史科：
• 認識本校及其區域社群的歷史生活與文化風俗
• 學習在口述歷史訪問中的提問及訪談技巧
• 加強對本科的學習自信及興趣

中國歷史科:
• 知識方面：透過了解新界五大族，特別是廖族的
發展歷史了解到氏族在鄉土社區發展的角色及貢
獻

• 技能方面：透過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學生學會蒐
集綜合篩選各類型的歷史資料，以及一些田野考
察以及口述歷史的處理技巧。同時，學生在活動
中需發揮協助解難的技巧

• 情意方面：透過了解持續的來由及貢獻了解氏族
對大自然及鄉土的人文情懷，特別是當中他們渴
求認祖歸宗，報效祖國的血濃於水情義，充分表
現民族團結精神

跨課程規劃



跨課程學習活動
(中四級)

上水圍村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

英文科

公民及
社會發展科

文化
多樣性

語文應用

公民及社會發展科：
讓學生了解新界廖族的歷史、傳統、習俗和
價值觀，從而體驗到中華文化的多樣性和獨
特性，促進學生對不同文化的相互尊重和理
解，成為一個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個體。

英文科：
提升整理資料及寫作的能力。同學需要把訪
問所得內容，及將廖氏發展史轉成英文，並
以口頭匯報。

跨課程規劃



跨課程學習活動
(中四級)

上水圍村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

英文科 中國歷史科

歷史科
公民及

社會發展科

社群歷史生活
與文化風俗

文化
多樣性

口述歷史

氏族在鄉土
社區發展

語文應用

文化承傳中文科

傳統中華
文化特質

語文場境



跨課程規劃
• 整合各科學習內容，為學生
創造學習空間

• 共同執行課程，善用課程資
源

• 組織全方位學習，豐富學生
的學習經歷

• 創造應用場境，讓學生通過
在沉浸式學習運用所學



整合課程資源

• 辦學團體
• 校友、舊同事
• 不同科組同事
• 圍村族老
• 教育局
• 大學專家



輸入

• 多元文本閱讀材料
-文化專題文章
-報章專欄
-春祭祝文



輸入

• 口述歷史工作坊
-史料種類
-訪問技巧
-廖氏故事
-鳳溪辦學



輸入

• 採訪技巧入門
-事前預備
-草擬訪問大綱
-擬題技巧
-臨場應變
-……



全方位學習

• 參加廖萬石堂春祭
-了解春祭步驟
-祭品的種類和意義
-認識宗族傳統
-訪問族老



全方位學習

• 明白春祭在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
• 通過沉浸式學習，有效吸收知識
• 進入真實場境，綜合運用所學
• 加強對母校鳳溪的歸屬感



語文訓練

• 實用文寫作
• 口述歷史報告
• 活動後匯報



後續與展望

• 上水圍村文化漫步
• 圍村文化導賞員計劃
• 活動作品集《我和我的鳳溪》
（暫名）



意義

• 跨課程協調
• 文化傳承中的角色
• 建立別具特色的課程



總結

課程領導與課程發展
• 資源運用
• 溝通各方
• 整體規劃



課堂學習

探究 教學策略

優化 學校課程

落實 課程倡議

學生

教師

科組

學校

活動內容總結
語文
教學

本地 內地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