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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優化課程規劃，認識中國著名人物 

曹美玲女士（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楊嘉茵老師、盧詠恩老師、何詠欣老師、王樂文老師(塘尾道官立小學)       

 

背景 

 課程發展議會在《小學教育課程指引》指出，學校課程應與時並進，希望學校能深化和

持續過往已取得的成果，聚焦課程更新重點，並按照中央課程架構，因應本身的情況和優勢

規劃課程，協助學生達至七個學習宗旨。繼往開來，小學課程可循三大方向――「立德樹人」、

「創造空間」及「學生學習為中心」持續更新(課程發展議會，2024)。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建議學生透過學習豐富的中華文化項

目，認識、認同自己國家的文化，建立文化自信，例如透過學習名人傳記，像孔子、岳飛、

詹天佑等，認識中國名人的成就及貢獻，從他們的事蹟中學習堅毅不屈的精神及發奮上進的

人生態度(教育局，2021)。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中列出優化學校整體課程規劃的主導原則，包括：根據課程架構，

提供寛廣而均衡的整體課程；因應校情、學生需要和最新教育趨勢，以七個學習宗旨作為「規

劃－實施－評鑑」循環的反思點；提供豐富多元的學習經歷，培養學生的媒體和資訊素養及

自主學習能力；運用多元化策略，規劃以學生為本的學校整體課程；善用學時與不同的資源，

提升學習效益(課程發展議會，2024)。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也提出學與教的主導原則：

培養學生興趣、態度和習慣，促進自主學習；有機連繫不同範疇的學習，一材多用；重視閱

讀，豐富積儲；充分準備，靈活施教；引發思考，深度學習；拓寬語文學習空間，照顧學生

多樣性，及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課程發展議會，2023)。 

 塘尾道官立小學教師與支援人員協作，一起按中國語文科課程架構、學校及學生發展需

要和最新教育趨勢，檢視四年級中國語文科課程規劃。人物描寫是上下學期學習重點之一，

學生從單元學習記述人物事蹟、分析人物性格、評價人物行為及人物描寫的方法。上學期設

圖書教學，讓學生初步認識經典名著《西遊記》，理解故事內容大意。語文學習重點是課程的

基礎，在此之上，支援人員與教師認為可進一步培養學生的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加深學生

對國家的認識，所以在課程規劃中讓學生多學習國家著名人物的事蹟及貢獻(例如玄奘)，加

強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厚植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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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課程規劃，認識中國著名人物 

1. 《西遊記》圖書教學 

上學期，支援人員與教師協作，從下列兩個方向優化課程： 

⚫ 加強《西遊記》圖書教學與單元學習的連繫，讓學生運用從單元學習過的知識(記事結構、

分析人物性格、評價人物行為及人物描寫等方法)去理解圖書內容及其寫作方法； 

⚫ 在閱讀圖書後，讓學生自學玄奘的成就及貢獻，並以多元化的形式展示學習成果。 

圖書教學的學習重點包括九個學習範疇，目的是鞏固學生在閱讀、寫作、聆聽、說話、

文學及中華文化的學習，例如認識小說鋪排情節和刻畫人物的方法；分析人物性格特點，對

人物作出具體評價；享受閱讀小說的樂趣，提升閱讀興趣等。教師亦重視加強學生在自學能

力和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的培養，例如學習小說人物的堅毅、責任感、誠信、仁愛、勤勞、團

結和承擔精神等。 

教師因應學生的興趣、需要和學習多樣性，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設計學習活動，並

善用學時與不同的資源，提升學習效益，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及態度。以下為學與教策略

簡介： 

⚫ 聯繫已有的知識，提升閱讀深度 

教師讓學生運用在閱讀課上學習過的知識，如記事結構、從人物行為看人物性格、人物

描寫方法等，引導學生了解故事內容及寫作方法，並對人物作出具體評價，提升閱讀深度。

例如在《唐三藏收了新徒弟》及《三打白骨精》兩個章節，教師與學生一同閱讀故事內容，

並討論人物性格。開始時，教師列舉人物行為，請同學分析人物性格特質。後來，學生已能

自行從故事中找出人物說話或行為，對人物作出評價。四年級學生認識簡單的記事結構(起

因、經過及結果)，我們善用《三打白骨精》這個章節，讓學生認識故事經過可以有不同情節

的寫作方法。 

 完成《西遊記》圖書教學後，學生認識了作品中到天竺取經的唐僧，接著，教師再引導

學生認識故事的人物原型—歷史人物玄奘。學生大量閱讀不同的學習材料，然後分析及評價

人物，深入了解玄奘的生平事蹟及其在佛教方面的成就及貢獻。從學習文學作品，到學習歷

史人物，課程設計聯繫了學生的已有的知識，亦提升了閱讀的深度。 

⚫ 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教師提供閱讀篇章、教學短片等自學材料，指導學生通過網上學習平台，進行課前預習

或自學，培養預習習慣和自學能力。例如學生在家中自行觀看《西遊記》故事影片，然後分

析分析孫悟空、唐僧等人物的性格；又或觀看《玄奘西行》短片，然後完成「玄奘性格行為

分析」電子表格等。創作劇本前，學生從圖書或網上搜集不同的學習資源及材料，與同學分

享；完成劇本創作後，教師又提供機會，讓學生在網上學習平台以廣播劇方式展示學習成果。 

 

 



3 

 

⚫ 運用多元化策略，照顧學生多樣性 

教師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例如閱讀《西遊記》的章節後，

請學生以圖畫形式表達故事情節；為角色加入說話，加強故事的感染力；進行小組討論，然

後分組報告；分享故事內容，然後互評；進行角色扮演，說出為角色創作的對話；以廣播劇

方式說故事等。多元化教學策略可以照顧不同能力及學習風格的學生，讓每個學生都投入學

習，並能以不同方式展現學習成果。 

⚫ 善用學時與不同的資源，提升學習效益 

完成圖書教學後，我們請學生創作劇本，介紹玄奘的事蹟及其成就和貢獻。創作劇本前，

學生要自行搜集不同的學習資源及材料，例如視聽資訊和閱讀篇章，然後互相分享，讓自己

及同學都了解玄奘的生平事蹟。教師亦會善用預習，讓學生為課堂分享及評價活動作好準備，

提升學習效益。 

⚫ 從「認知」、「情感」、「實踐」培養正確價值觀及態度 

在課堂上，教師請學生比較小說中的唐僧及歷史人物玄奘的形象，學生從玄奘少年到晚

年的事蹟中，看見他永不輕言放棄的堅強意志，以及為弘揚佛學的奉獻精神，讓學生對玄奘

有較深入的「認知」。 

在「學生心聲」中，學生讚賞小說人物，例如沙和尚不偷懶，孫悟空的負責任，也欣賞

玄奘的不屈不撓等；在「玄奘我欣賞您」中，學生看到玄奘的好學和堅毅，同時也欣賞他的

處事冷靜、能深思熟慮及治學態度嚴謹等。學生不但「喜歡」和「欣賞」有正面確價值觀及

態度的角色及歷史人物，還從玄奘的事蹟中學習到堅毅不屈的精神及發奮上進的人生態度，

對他產生「敬佩」之情。 

 

學生心聲 

 
 

圖一：「學生心聲」和「玄奘我欣賞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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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教師鼓勵學生面對自身困難，請學生定下個人的目標，並思考改善方法，努力克

服困難，從「實踐」中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 

  

圖二：定目標、定計劃 

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能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現學習成果，例如在他們創作的劇本中，可以看見學生運用「語

言描寫」和「具體事例」去展現玄奘的性格特點；學生又會以小組形式製作粵語或普通話的

廣播劇，上載至網上學習平台供同學欣賞；進行聯課活動時，各班學生還表演了自己創作的

話劇。教師最後選出最佳劇本，製作短片，參加了 23/24學年「心繫家國」中國傑出歷史人

物面面觀—專題研習系列活動，介紹玄奘的成就和貢獻。 

《西遊記》圖書教學和劇本創作的學習活動能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他們主動閱讀小說，

認識經典名著，提升了閱讀深度及自主學習能力。課程設計能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學生從《西遊記》人物角色和歷史人物玄奘身上學習到堅毅、負責任、誠信、仁愛、勤勞、

團結和承擔精神等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並嘗試於生活中實踐，勇敢面對自身問題，並克服困

難。優化後的課程讓學生從學習文學作品，到學習歷史人物，加強了語文、文學、中華文化

及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的學習，能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2.自主學習中國航天名人 

「加強跨課程學習和閱讀，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是課程更新重點之一(課程發展議會，

2024)。在下學期，數學科和常識科進行跨學科專題研習「翱翔天際」，支援人員抓緊契機，

鼓勵教師配合跨學科專題研習優化中國語文科課程規劃，一同探討能深化上學期學習人物描

寫的方法，讓學生多學習國家著名人物。 

支援人員與教師以「從閱讀中學習」及「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為優化課程規劃的主

要方向。教師教授單元八「人物放大鏡」後，便引導學生搜集中國航天著名人物的資料，並

整理資料向同學報告。完成分享及討論後，學生運用自學及同學分享的資料寫作記敘文，通

過描寫人物的外貌、語言和行為介紹其中一位航天名人的事蹟及貢獻。教師期望在培養學生

的自學能力、寫作能力和興趣時，還能讓學生多認識國家的航天名人，以及欣賞國家在航天

科技發展上的貢獻。 

教師在教學前作好充分準備，細閱資料，並預計學生的學習難點，配合學習目標、學習

重點和學生的興趣布置教學，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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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準備，靈活施教 

教師期望學生從被動地學習知識，轉為主動地去追尋知識之間的聯繫，並加以應用。所

以教師在教學前做好充分準備，搜集中國航天著名人物的資料，如短片、文章等，並製作課

前預習及教材。而學生同樣要自學中國航天著名人物，搜集並整理資料向同學報告。教師引

導學生搜集不同的類型的學習材料，包括人物故事、網上文章、新聞報導和視訊等。 

教師靈活施教，學習材料及活動能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並誘發他們的求知欲，如觀看

短片，進行預習；在課堂上與學生用時間線列出航天人物，了解航天發展；進行分享及報告

活動等。教師讓學生運用已有知識和能力理解學習內容，並遷移至寫作。教師先讓學生進行

分組活動，分析資料中的人物性格及描寫方法，然後再進行小組寫作。 

⚫ 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教師在網上學習平台發放預習材料，安排預習活動；學生亦會搜集自學材料，供同學參

考。此外，教師還設計了「我最喜愛的中國航天名人」選舉，讓學生進行網上投票，並解釋

投票原因，從而引導學生總結所學，對人物作出評價。 

⚫ 從閱讀中學習，加強價值觀教育 

學生閱讀了大量由自己、同學和教師搜集及整理的資料，認識了多位中國航天名人，以

及促進他們成功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圖書館亦配合學生學習，舉辦「認識中國歷史人物」

主題書展。學生自由閱讀展覽的圖書或觀賞網上短片，再選出最喜歡的歷史人物，推動從閱

讀中學習，並加強價值觀教育。 

學生學習成效 

在學與教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學生喜歡閱讀，積極運用自學及師生共學的資料進行寫作。

學生在寫作課業中運用「外貌描寫」、「具體事例」和「語言描寫」讓人物形象活靈活現，學

生的寫作能力都提升了。 

例如學生描寫航天人物王亞平的外貌：「那長長的馬尾辮，襯托着端莊秀麗的瓜子臉。紅

潤的雙唇微微笑着，露出整齊的、像白玉般的牙齒，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在長長的睫毛下閃

爍着青春的光彩。」學生的描寫能突顯王亞平好媽媽、親切的「太空老師」的形象。 

另一位學生記述馮如(中國最早從事飛機研製及設計的人)駕駛「馮如一號」試飛失敗後，

沒有放棄，重新努力去研製飛機，期間經歷過墜機、工廠火災等等重重的困難，最終駕駛著

「馮如二號」成功飛行，飛行距離紀錄還是當時萊特兄弟的三倍多，被稱為「東方萊特」。

馮如為了國家安全，曾說：「我發誓要用畢生的精力為國家研製飛機。苟無成，毋寧死！」

而且在他遇上空難彌留之際，仍然對助手說：「我死後，你們千萬不要失去了進取之心！」

在文章中，學生運用了「具體事例」和「語言描寫」的方法生動地、具體地呈現馮如的積極

進取、堅毅及他的愛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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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我最喜愛的中國航天名人」選舉，我們了解到學生喜歡人物的原因。最多學生喜

歡信守承諾、盡責，又愛護家人的航天員王亞平。第二名是萬戶，雖然他的飛行工具在現代

看來既粗疏又危險，但同學卻欣賞他勇於嘗試，有夢想，有犧牲精神。學生還欣賞馮如努力

不懈，熱愛祖國；佩服飛行員劉曉蓮能在飛機出現事故時保持冷靜，保住機組人員的性命；

敬佩錢學森為中國的付出，是「人類航太科技的開創者」；喜歡中國第一個登上宇宙的航天員

楊利偉，欣賞他的目光遠大，意志堅定、愛國等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學期末，我們請學生總結學習感受。除了在課堂上學習過的玄奘及航天名人外，通過自

學，他們也關注其他有成就，以及對中國有貢獻的人，例如魯迅和李白。而且，學生在學習

這些人物時，也了解國家在學術、科技或文化發展等各方面的成就，並因此而感到驕傲。是

次優化課程規劃，能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也能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厚植家

國情懷。 

 

 

 

 

 

圖三：學生心聲 

 

總結 

總的來說 ，支援人員與教師嘗試從「立德樹人」、「創造空間」及「學生學習為中心」三

大方向優化課程。支援人員與教師通過名人事蹟讓學生學習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培養家國情

懷；善用預習、網上學習平台及聯課活動創造學習空間；並運用多元化學與教策略和學習材

料，教學設計及活動亦切合不同學生的興趣和需要，能培養他們的自學能力。 

下學年，小學人文科及科學科正式在一年級及四年級推行。在本年度，學校教師繼續優

化課程，共同設計了四年級「STREAM」跨學科課程──「中國航天科技：月球探測車」，連

繫小學人文科、小學科學科、中國語文科及其他科目的學習。課程將在 5 月開展，在中文課

堂上，學生會繼續寫作記敘文，介紹一位航天名人的事蹟及貢獻，教師還會請同學以説話形

式上載片段，分享他們對國家航天科技人員及航天科技發展的感想，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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