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中國語文教學中滲入品德情意教育（小五） 

 

李詩敏女士(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羅思韵老師、黃子彤老師、梁寶心老師、黃宛婷老師、余麗婷老師

（上水東莞學校） 

 

背景及理念 

 

  在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上，品德情意一直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學

習範疇。誠如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2017，頁 17 )中所強調： 

 

  「語文是思想感情的載體，而思想感情是語文的內容。中國

語文的學習除了培養讀寫聽說的能力和思維能力外，也包括性情

的陶冶、品德的培養。」 

 

語文作為表達思想情感的重要載體，語文教學自然離不開所載的重要

內容，是以在教學上滲入品德情意教育，讓學生在語文學習的過程中，

重視性情的陶冶、品德的培養，讓學生從感性的體會，以至作理性的

反思與自省，並重視道德上的實踐，可說是很自然的事。 

 

    在有關品德情意的學習重點上，《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

引(小一至小六)》(課程發展議會，2004)提出大約可分成「個人」、「親

屬•師友」及「團體•國家•世界」三個層面，藉以體現出傳統人倫

關係由親及疏、推己及人的觀念。 

 

   同時，要有效在中國語文教學中滲入品德教育，當注意教學原則

和策略運用的適切配合。總的來說，宜注意如下數點： 

 

適切取材，引發共鳴 

  要在中國語文教學上推動品德情意教育，在學習材料的選材上，

宜配合學生的程度和生活經歷，藉以讓學生能較容易理解到作品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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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及作者所流露的思想感情 (周漢光，2000)，繼而能激發起學生

的共鳴，鼓勵學生就學習材料中與品德情意相關的內容作具體的討論、

交流，讓學生在語文學習的過程中，作品德情意的培育。 

 

創設情境，激發情感 

  在學與教的過程中，老師可因應學習需要，以及學習材料的特點

和性質，運用靈活多變的教學方式，創設情境，營造氣氛，藉以激發

學生的情感，促進師生與生生之間有關品德情意的互動與交流。 

 

    老師可配合音樂、影像、圖畫、多媒體網絡再現情境，渲染氣氛；

或借助老師的語言描述、個人經驗分享，帶領學生代入與語文作品或

現實生活中相類似的情境；或透過角色扮演、情境模擬、兩難困境討

論等活動(課程發展議會，2017)，讓學生能代入作品或情境的角色和

立場，嘗試易地而處，從而加深體會，過程中不但能讓學生對學習內

容有更深刻的體會和感受，亦能進而激發學生內在的情感，鼓勵師生

於教學活動中共同探索，彼此分享，讓學生在愉悅、開放、互信的學

習氣氛下，在品德情意上得到培育與薰陶。 

 

重視思辨，鼓勵探究 

 要讓學生能真切體會到品德情意與自身的關係，在教學上當重視

思辨的過程，鼓勵探究。老師宜營造正面積極的課堂環境，善用語文

學習材料中與品德情意相關的素材，透過多方的引導和啟發，為學生

提供機會、創設條件(楊洲，2000 )，鼓勵學生就與品德情意相關的議

題作互動思考，表達意見，抒發感受，讓學生在互動探究的過程中，

能作多角度的思考和分析，甚或能進而聯繫個人的生活經驗，或是對

現實生活的體察，不斷反思，自我修正，讓學生從感性的體會，發展

至理性的分析與自省。在學習過程中，老師亦應予以適時的點撥與回

饋，從而培養學生建立良好的價值觀。與此同時，品德情意教育亦應

重視與現實生活作結合，讓學生能把道德認知在生活上付諸實踐，體

現不同層面的品德情意的可貴素質。 

 

分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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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東莞學校的老師相信，要有效推動品德情意教育，在中國語

文教學上亦宜兼顧到品德情意的不同層面，並重視教學原則和策略運

用的適切配合，從而讓學生建立良好的品格。 

 

  在是次分享會上，上水東莞學校的老師會舉出不同的教學例子，

分享如何在中國語文教學中滲入品德情意教育，配合上述相應的原則

和策略，讓小五學生中國語文教學的薰陶下，美化人格，自親及疏，

推己及人，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現舉出當中的例子如下： 

   

個人層面 

 

  就個人層面而言，老師明白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或是在人生的

成長道路上，難免會遇到不少的困難和挑戰。要讓學生敢於去面對和

克服難點，邁步向前，當要培養學生建立堅定的信心和積極的態度。 

 

    老師希望藉著讓學生細讀一些與享受學習過程相關的語文作品，

讓學生體會到學習需要具信心、耐性和技巧，並從中感受到學習過程

的樂趣，體會當中所帶來的滿足感。老師進而讓學生聯繫日常的生活

體驗，反思個人在學習或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如何面對困難，克服挑

戰，並能享受當中的過程，從而培養學生建立勤奮堅毅、專心致志和

積極進取的態度，美化人格。 

 

  在學與教的過程中，為加強學生對於作品內容的理解和掌握，以

及引發學生進而作出個人反思，老師透過讓學生自擬問題、多層次的

課堂提問、小組討論、段落補寫、心靈加油站等方式，讓學生不但能

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內容，亦能體會到作者的感受，明白箇中的道理，

並能進而讓學生聯繫個人的生活經驗，藉以抒發內心的感受和體會。 

 

家庭層面 

     

    就家庭層面而言，老師考慮到學生自青春期開始，在身心各方面

都經歷不同的變化，不免為學生帶來了壓力和困擾，甚至與父母之間

的相處，亦出現了不少的矛盾。然而，從正面的角度看，這正好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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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一個寶貴的成長機會。學生能藉著面對不同的挑戰，進一步認識

和理解自己，並於過程中反思自己與父母之間的相處。 

 

    老師透過設計校本教材篇章、成長回憶日誌等，配合相關的歌曲、

音樂、圖畫、短片，並藉著課堂的討論、交流與分享，引導學生反思

自己與父母之間的相處，學習面對和化解當中所出現的矛盾，藉以培

養學生既能以冷靜、平和的態度面對生活上的挑戰，亦能以愛和關懷

的心去溶化彼此的矛盾，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社會層面 

     

    就社會層面而言，要讓學生能夠推己及人，從關心親友，至社會

人群，當可讓學生從認識時事，感受社會上的美善開始。 

 

  老師在設計校本教材時，嘗試結合社會時事或其他相關議題作素

材，讓學生透過角色扮演、以辯論方式作兩難困境思考等活動，代入

情境的角色和立場，學習易地而處，從而加深體會。老師繼而透過進

一步的討論、交流，讓學生探討事件人物值得欣賞之處，並讓學生思

考在面對有關情境時，所作出的個人抉擇。 

 

  在教學過程中，老師著意營造正面積極的課堂環境，以開放、互

相尊重和接納的氣氛下，讓學生能自由表達看法、抒發感受，並透過

師生的互動與交流，以及老師適時的引導和回饋，讓學生能真切地欣

賞別人無私的善行、高尚的情操，感受到社會上的美善，從而學習關

心周遭的人和事，身體力行，關心社會，推己及人。 

 

 

反思 

 透過在中國語文教學中滲入品德情意教育，能讓學生在培養語文

能力的過程中，重視性情的陶冶、品德的培養，並能鼓勵學生抒

發內心的感受和體會，以及引發學生的個人反思與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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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習材料的選材上，宜配合學生的程度和生活經歷，藉以引起

學生的共鳴，促進彼此的討論、交流。如有需要，老師更可結合

社會時事或其他相關議題，設計相應的校本教材和其他學習材料，

以便貼合學生的能力、興趣和需要。 

 

 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老師可因應教學目標和學習重點，以不同

的方式作品德情意的滲透，如把若干品德情意的項目與語文學習

重點作結合，或以隨機滲透的方式作靈活施教，老師宜按需要作

適切而靈活的教學安排。 

 

 老師宜營造正面、開放的課堂環境，在教學上重視思辨的過程，

鼓勵探究，讓學生能就品德情意相關的議題作互動思考，而老師

亦應予以適時的點撥和引導，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價值觀和態度。 

 

 老師本身就是學生的楷模，品德情意的培育，除了要配合適切的

課程設計、選材與教學外，老師身教言教的潛移默化，對於學生

亦有重要的影響；老師可透過日常的語文教學，以及平日與學生

的接觸，讓學生受到品德情意的薰陶，培育品德，美化人格。 

 

結語 

   

    在中國語文教學中滲入品德情意教育，有其極重要的價值，藉以

讓語文學習與人的價值與意義，作出自然的結合，讓學生在語文學習

的同時，受到品德情意的薰陶，培養道德認知，從而促進反思與自省，

培養建立良好的品格與情操。 

 

  教育之路可謂任重而道遠，而品德情意的培育，亦需要持之以恆

的感染與薰陶。但我們深信，憑藉老師適切的引導和啟發，以及身教

言教的潛移默化，學生定能在品德情意上得到感染，從而學習建立正

面而積極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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