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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文學學習是語文學習中重要一環。通過古詩文的學習，有助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和素養，承傳中華文化，培育品德。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報告（2020）指出，

身為中國人應懂得欣賞中華文化和中國文學，並建議從小開始培養學生欣賞中國

文學作品和文言經典。教育局就此成立專責委員會，就中小學課程的不同學習階

段推薦適合學生程度的文言經典作品，小學階段選取音節優美的古詩文，鼓勵學

生多誦讀，感受作品的語言文字和思想內容之美（何燕萍，2021），並期望學校

因應校情，在 2024/25 學年或之前逐步在課程內加入「建議篇章」，豐富學習內

容。荃灣官立小學老師嘗試採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讓學生掌握理解古詩文的方

法，以提升學生閱讀古詩文的興趣和能力。 

 

古詩文學與教的困境 

隨着語言的發展和轉變，文言已不是日常生活的用語。因此，閱讀文言文的困難

主要由於古今漢語的差異，例如：文言詞彙多為單音節詞，而現代漢語則以雙音

節詞為主；文言詞彙多一詞多義，甚或有些詞語古今字義截然不同；再者，文言

的虛詞較多，詞性活用的情況也很普通。同時，常見的文言句式，如省略句、倒

裝句、判斷句和被動句等，往往把句子中的成分省去或次序顛倒，都對學生理解

古詩文造成一定的困難。另外，由於學生對作品的歷史背景、古代的文化風俗和

作者的生平缺乏認識，故此即使學生能解讀古詩文中的字詞，但仍未能完全明白

作者的思想感想和作品中的寄意（劉潔玲、谷屹欣，2017；潘溫文，2016）。由

於學生閱讀古詩文遇到種種的困難，老師在教授古詩文多採用直接講解的方式，

而學生亦傾向依賴老師的講解，課堂因而變得欠缺互動性。 

 

古詩文學與教的主導原則 

在課程指引中（課程發展議會 2014，2017），就古詩文學與教提出了以下的主導

原則： 

 閱讀古詩文前，宜先讓學生對作者生平及作品背景有大概的認識，以便學生

掌握作品的內涵。 

 閱讀文言文，不一定要完全掌握每個字詞的意思，著重對內容大意的整體感



知。 

 避免提供文言語譯，宜引導學生透過實踐掌握文言與白話的對應規律。 

 文言字詞的學習，應結合篇章處理，讓學生透過上文下理，理解字詞在篇章

的意義，引導學生掌握常見的文言字詞和句式，如：一詞多義、一字多音和

文言虛詞。 

 靈活運用富啓發性的教學方法，例如遊戲、誦讀、講故事、匯報、討論、問

答比賽等學習活動，或善用資訊科技，結合不同類型的視聽材料、網站、應

用程式、學習軟件等，引發學生學習經典作品的興趣，領略作品的情意。 

 重視朗讀和適量的背誦，讓學生感受韻律節奏，積累語感，有助聲入心通，

感受作品的情意，並引導學生欣賞古詩文中優美的語言和生動的形象，體會

作品中的思想內涵。 

 有機地連繫各範疇的學習內容，推展跨科協作，讓學生融合各科的知識，提

高學習效益。 

 聯繫學生生活經驗，古為今用，建立正面價值觀。 

 在細讀古詩文後，可提供延伸閱讀，白話或文言作品均可，以加強積累。 

 

校本經驗分享 

 課程規劃方面：荃灣官立小學的老師因應校本單元規劃，以及學生的興趣和

能力，將「建議篇章」有系統地佈置在不同年級的課程中（見表一）。 除了

「建議篇章」外，學校亦會保留部分教科書選用的經典文言作品，以豐富學

習內容。在四年級設文言經典單元，亦會配合單元主題加入相關的篇章，做

到有機結合，自然連繫。例如：在單元「小故事大道理」，增補文言篇章《鷸

蚌相爭》；在單元「春之頌」，加入王安石《泊船瓜洲》，引導學生欣賞詩人筆

下「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春日景致。 

 

表一：「建議篇章」校本縱向課程規劃 

年級 建議篇章 

一 《江南（樂府詩）》、《憫農（其二）》、《蜂》、《元日》、《畫雞》、《詠鵝》 

二 《回鄉偶書》、《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小池》、《守株待兔》、《遊子吟》、

《春曉》、《靜夜思》 

三 《七步詩》、《賦得古原草送別》、《金縷衣》、《詠雪》、《孟母戒子》、《清

明》、《登鸛鵲樓》 



四 《鷸蚌相爭》、《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楓橋夜泊》、《早發白帝城》、 《泊

船瓜洲》、《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石灰吟》 

五 《二子學弈》、《鄭人買履》、《山行》、《江雪》、《出塞》、《涼州詞》 

六 《折箭》、《朱子家訓》、《明日歌》、《客至》、《送元二使安西》、《論語四

則》、《題西林壁》 

 

 古詩教學策略：在教授古詩的過程中，荃灣官立小學的老師靈活結合多種學

與教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古詩的興趣和能力。 

 揭示詩題，識詩體：引領學生理解詩歌的題目，或掌握相關背景資料，

有助學生對詩歌的內容有初步的認識，如：《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詩題

已說明時間、人物、地點和事情；又例如《石灰吟》，學生了解石灰燒製

過程，有助學生理解「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的意思。而

「吟」是詩體的名稱，可連繫初小的選篇《遊子吟》，了解「吟」以抒發

對事物感受為主。另外，可從句數、字數和押韻的規律，簡介詩歌的體

裁。 

 簡介背景，知詩人：學生對詩人的生平背景、相關的文化風俗和山川地

理有基本的認識，有助他們對詩歌內容的理解，體會詩人的思想感情和

寄意。以《早發白帝城》為例，教師簡介李白被稱為「詩仙」，擅長絕句。

關於李白的生平，重點簡述他曾獲皇帝賞識，但後來得罪權貴被流放而

中途獲赦，故此李白有「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輕鬆感覺。同時，簡介白

帝城的地理位置，以便學生理解為何李白會有「朝辭白帝彩雲間」的描

述。 

 多元策略，解詩意：教師靈活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對詩歌的內

容有整體的感知。例如：運用圖像法，在教授《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

中「風光不與四時同」，展示西湖的四季的景色的相片，又以相片展示「接

天蓮葉無窮碧」的景象。古詩的句式與現代漢語不同，教師引導學生意

譯詩句，從而讓學生掌握古漢語語法規律，如《石灰吟》中「粉骨碎身

全不怕」，透過意譯，學生便能掌握文言語句中成分的顛倒。同時，教師

善用資訊科技，播放燒製石灰的短片，讓學生形象化地掌握「千錘萬擊

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的意思，並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細心分析，賞詩境：除了理解詩意，老師重視通過比較不同詩句的表達

方式，引領學生賞析詩歌的遣詞造句。如以「京口瓜洲一水間」和「京

口瓜洲長江間」作比較，引導學生欣賞詩人以「一水」，突出距離之短。



同時，引導學生欣賞和學習詩人所擅長的寫作技巧，例如：杜甫以「用

字精煉，對偶工整」見稱，老師便著重引導學生欣賞《絕句》中豐富的

著色詞，以及工整的對偶句。另外，進行比較閱讀，比較不同詩歌的體

裁、描寫對象和抒發的感受等，培養學生高階思維能力。同時，鼓勵學

生分享喜歡的詩句，從而提升學生的審美能力。為照顧學習多樣性，學

生或以文字闡述原因，或繪畫詩句的意境（見圖一）。 

 

 

 

 

 

 

 

 

 

 

 誦讀詩句，悟詩情：通過朗讀，能讓學生感受韻律節奏，培養語感，有

助聲入心通。首先是「初感」，由師生朗讀或老師帶讀，主要是處理讀音

和停連，讓學生初步感受詩歌的內容。在理解詩句的過程中會「細讀」，

讓學生依老師的示範，掌握詩中的停連、語調和語速的變化。最後，在

理解和分析整首詩歌之後，由學生運用適當的語調朗誦詩歌。除了在課

堂上朗讀，亦鼓勵學生課後朗讀或背誦詩歌，並透過電子學習平台

（google classroom）上傳錄音。老師就學生的朗讀表現，提供適切的回

饋。 

 連繫生活，拓詩意：透過延伸閱讀，加強積累，提升學生閱讀文言文的

能力。如：運用比較閱讀，學生自習《竹石》和《梅花》，再與《石灰吟》

進行比較。另外，引導學生將詩歌內容連繫生活經驗，如在《石灰吟》

一詩中，于謙以石灰言志，表明自己不怕犧牲，無懼艱險的高尚情操。

老師引領學生思考社會上也有不少人同樣具備這種高尚情操。老師以《站

在謝婉雯的銅像前》作延伸閱讀，讓學生了解謝婉雯醫生的犧牲精神。

同時，老師透過新聞採訪片段，分享一位前線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甘

願犧牲與家人相聚的時間，謹守工作崗位，照料病人，這正體現了《石

灰吟》中于謙所表達那份不怕犧牲的精神。 

 

圖一：學生選取最喜歡的詩句，繪畫出詩句的意境。 



 

 文言文教學策略 

以下以簡單表列方式，以《鷸蚌相爭》為例，展示荃灣官立小學的老師教授文言

文的教學步驟和背後理念。 

教學步驟 構思 

 預習觀看《鷸蚌相爭》故事動畫 

 課堂上交代寫作背景，《鷸蚌相爭》出自《戰國

策》，老師透過動畫，讓學生簡單地了解七國互

相征戰不休，當時趙國準備攻打燕國，於是燕國

派遣使者蘇代游說趙王，在他面前說了這個故

事。 

了解寫作背景，有助學生理解

故事的主旨和寓意 

 從題目找出主角和事情，推測故事內容 

 

理解文章題目，有助學生理解

篇章內容 

 老師範讀或師生同讀 通過朗讀，釐清字詞的讀音，

讓學生對文章有初步的理解 

 運用閱讀策略，幫助學生學習文言字詞，理解篇

章內容。主要策略包括： 

 直接對譯，如：「曰」可直接對譯為「說」

的意思 

 從部首推測詞義，如：「曝」從「日」字旁，

可推測為猛烈的陽光 

 上下文推測詞義，「鷸啄其肉」的「其」字

可直接對譯為「牠」的意思，而從上文推測

是指「蚌」 

 配詞，如：「不雨」即「不下雨」意思 

訓練學生運用不同策略閱讀

文言文，逐漸改變學生依賴教

師解釋文言文的習慣，培養學

生獨立閱讀文言文的能力 

 邀請學生口頭對譯文句，甚或全文 對譯的方式不限於紙筆，亦不

限於逐字對譯，鼓勵學生口頭

對譯，講述故事大意，從而掌

握文言句式的特點，以增加學

生學習文言文的信心 

 學生分別扮演鷸和蚌，進行角色扮演，分組朗讀 讓學生熟悉文言文的表達方

式，培養語感，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 



 引導學生分析文章結構，區分起因、經過和結果

部分，以及概括全文主旨 

 

 

學生透過討論，分析文章結

構，深思作者的寫作意圖，以

及故事背後的寓意 

 延伸課業：假若你在事發現場，你會如何調解鷸

和蚌之間的糾紛？ 

 

 

聯繫學生的生活，培養學生的

正面價值觀和解難能力 

 鼓勵學生課後朗誦或背誦《鷸蚌相爭》，透過電

子學習平台 google classroom上傳錄音 

鼓勵學生多朗讀，以感受作品

的韻律節奏，有助聲入心通 

讓學生應用資訊科技展示學

習成果 

 

總結 

 教師反思 

 透過參與課展，我們在課程規劃、教學策略、專業素養等受益匪淺。古

詩文教學內容變得更有系統和豐富，教學方法亦不再流於單向講授，變

得更靈活和多元化，教學信心亦有所提升。「腹有詩書氣自華」，我們期

望透過古詩文，讓學生認識中華文化，培育品德情意，享受學習語文的



樂趣，提升學習效能。 

 學生分享 

 「老師以新穎的方法教授古詩文，我覺得很有趣。學習古詩文使我明白

到古人能運用簡潔精準的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情懷，更讓我進一步認識中

華文化和歷史。」（4A 賴同學） 

 「老師教導我們如何推測文言文的字詞意思、了解詩人背景與詩歌的關

係，又鼓勵我們朗讀古詩，在網上交錄音，我覺得學習古詩文不是想像

中困難，更開始覺得古詩文很有趣和很有用。」（4E 朱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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