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善用「學時」發展學校課程

善用學時創造空間，
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和態度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2022)

立德樹人重啟迪 創造空間育全人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23)

以中華傳統文化為主軸

價值觀教育



價值觀教育

十二個正確的價值觀和正
面積極的生活態度，包括
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
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
誠信、仁愛、守法、同理
心、勤勞、孝親和團結等

教育局通函第183/2023號：
豐富《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內容——
優化「首要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教育是學生確立正確人生觀的重要基石，透過價值觀教育，幫助學生持
守正面的價值觀，去理解、辨析、釐清和判斷所接收的資訊的真偽或涉及的隱
蔽立場，並作出理性和負責任的決定和行為……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P.5



價值觀教育的推行策略（舉隅）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P.7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P.48



以中華傳統文化為主軸

透過不同學科的課堂內外的學習

生活化

全方位學習

知、情、行並重
善用
學時

注重反思和實踐

價值觀教育的推行策略（舉隅）



如何善用「學時」發展學校課程

整合中普課程
的古詩文內容

教師

課程
學生
學習

課堂
時間

校外
時間

課餘
時間

善用「三時」

整體
課程規劃

善用「學時」
豐富學習經歷



如何善用「學時」優化學校課程——

以古詩文課程規劃為例

內地專家教師 陳丹妮



建議篇章



中文科、普通話科教材相關內容梳理（舉隅）
年級 中文科教科書 普通話科教科書

P.1
1.一下一:4《詠鵝》 2.一下一:4《畫雞》 3.一下一:4《鳥》★

4. 一下二:8《村居》 5.一下二:8《幽州士風·吟太平鼓》
無

P.2
1.二下一:4《春曉》 2. 二下一：4《春宵》

3.二下一:4《絕句》★ 4.二下二：8《元日》

1. 二下：《三字經》節選

2. 二下：《畫》

P.3
1. 三下一:4《詠柳》 2. 三下一：4《小雨》

3. 三下一:4《花影》★
1.三上：《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P.4
1. 四下一:7《登樂遊原》 2. 四下一:8《登鸛鵲樓》

3. 四下一:自讀《山行》★ 4.四下二：8《清明》

1. 四上：《望廬山瀑布》

2. 四下：《四時田園雜興》

P.5

1.五上一：4《望廬山瀑布》 2.五上一：4《題西林壁》

3.五上一：4《登飛來峯》★ 4.五下一：4《鷸蚌相爭》

5.五下一：4《自相矛盾》 6.五下一《揠苗助長》★

1. 五上：《竹枝詞》

2. 五上：《秋夕》

3. 五下：《山行》

P.6

1.六上一：4《賦得古原草送別》2.六上一：4《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3.六上一：4《贈汪倫》★

4.六下一:4《後羿射日》 5.六下二:《精衞填海》

6.六下二:《夸父追日》★

1. 六下：《明日歌》

2. 六下：《有志》

3. 六下：《惜時》



價值觀教育
（以中華傳統文化為主軸）



「建議篇章」梳理結果

主 題

階段
四時美景 詠物/言志 節日節慶 思鄉懷古 哲理幽思 邊塞生活 古文啟蒙 臨別依依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1.江南

2.春曉

3.小池

1.早發白帝城

2.客至

3.絕句

4.江雪

5.山行

1.詠鵝

2.畫雞

3.蜂

4.詠雪

1. 石灰吟

1.九月九日憶

山東兄弟

2.清明

3.元日

1.回鄉偶書

4.靜夜思

3.遊子吟

1.楓橋夜泊

2.泊船瓜洲

1.七步詩

2.登鸛雀樓

3.憫農

4.金縷衣

1.題西林壁

2.明日歌

1.涼州詞

2.出塞

1.守株待兔

2.孟母戒子

1.論語四則

2.二子學弈

3.鄭人買履

4.鷸蚌相爭

5.折箭

6.朱子家訓

1.賦得古原草

送別

1.送元二使

安西

2.曉出淨慈寺

送林子方

國民身份認同 國家安全 責任感 承擔精神

以價值觀教育作為主軸



以「建議篇章」為基準的比對結果
主 題

階 段

四時

美景

詠物/

言志

節日

節慶

思鄉

懷古

哲理

幽思

邊塞

生活

古文

啟蒙

臨別

依依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1.江南

2.春曉（二下四單元

中文科教材）

3.小池

1.早發白帝城

2.客至

3.絕句（二下四單元

中文科教材）

4.江雪

5.山行（四下中文科、

五下普通話科教材）

1.詠鵝（二下四

單元中文科教材）

2.畫雞（二下四單

元中文科教材）

3.蜂

4.詠雪

1. 石灰吟

1.九月九日

憶山東兄弟
（三上普通話科

教材）

2.清明

3.元日（二下

八單元中文科教

材）

1.回鄉偶書

4.靜夜思

3.遊子吟

1.楓橋夜泊

2.泊船瓜洲

1.七步詩

2.登鸛雀樓
（四下四單元中

文科教材）

3.憫農

4.金縷衣

1.題西林壁
（五下四單元中

文科教材）

2.明日歌（六

下普通話科教材）

1.涼州詞

2.出塞

1.守株待兔

2.孟母戒子

1.論語四則

2.二子學弈

3.鄭人買履

4.鷸蚌相爭
（五上四單元中文

科教材）

5.折箭

6.朱子家訓

1.賦得古原草

送別（六上四單

元中文科教材）

1.送元二使安

西

2.曉出淨慈寺

送林子方

1.12篇建議篇章已編入教材。

2.同一篇章在不同年級不同學科重複出現。

3.有3篇建議學習階段與教材出現的階段不匹配。



價值觀教育

（以中華傳統文化為主軸）

普通話科

建議篇章

中文科



(一)課程聯通，中普聯動，精準發力



以「建議篇章」為基準的比對結果

1.未編入教材的28篇建議篇章甚麼時候教授？怎樣教授？為甚麼？

2.同一篇章重複出現，怎樣使用？

3.學習階段不匹配，怎樣調適？



策略

循 調

已編入教材的古詩文遵循

教材編排意圖,將重複出現的篇

目合併或減少學時，以釋放空

間。

與建議階段衝突的3篇詩

文以相關文件為依據，調整教

學順序。

其餘28篇建議篇章根據與

課文的內容和單元學習重點的

聯結，恰當增補，大致平衡。

補



(二)前後連接，上下觀照，恰當平衡



循

補
調



二下1單元

暖暖一家人

〈媽媽為甚麼哭〉、〈我和爸爸的第一次〉

把內容化成圖像

二下8單元

同賀新春

戲劇教學法

付諸實行，孝順父母

配合節慶 聯合各個學科

課外主題融合活動

〈齊來大掃除〉、〈除夕夜〉、〈看煙花〉

自然連繫
課堂內外

孝親 國民身份認同

詩文擷取自《積累感興(初小)》：https://cd1.edb.hkedcity.net/cd/languagesupport/index_chi.html



如何善用「學時」發展學校課程

整體
課程規劃

善用「學時」
豐富學習經歷

整合中普課程
的古詩文內容

教師

課程 學生
學習

課程聯通，中普聯動，精準發力 前後連接，上下觀照，恰當調適

循 調 補



如何善用「學時」發展學校課程

整合中普課程
的古詩文內容

教師

課程
學生
學習

課堂
時間

校外
時間

課餘
時間

善用「三時」

整體
課程規劃

善用「學時」
豐富學習經歷



善用三時
導、拓、融

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

內地專家教師 周惠娥老師

如何善用「學時」發展學校課程



三時

課堂時間 課餘時間 校外時間

拓 融導

學與教的策略 教師專業成長



三時

課堂時間 課餘時間 校外時間

拓 融導

學與教的策略 教師專業成長

早會 課間……

主題線



課餘時間——主題線



課堂時間 課餘時間 校外時間

導 拓 融

三時

學與教的策略 教師專業成長

早會 課間……

主題線 成長線



課餘時間——成長線

學生聽故事→師生同台講故事→學生講故事

聽——讀——說——創



課堂時間 課餘時間 校外時間

導 拓 融

三時

學與教的策略 教師專業成長

早會 課間……

主題線 成長線

雙線並進

時間線

課前讀 課間聽 課餘做



課間聽

聽二十四節氣古詩音樂

小息

課前讀

讀二十四節氣古詩

午膳

課餘時間——時間線

課餘做

二十四節氣古詩學習成果

黑板展示

電子平台展示



課堂時間 課餘時間 校外時間

導 拓 融

三時

學與教的策略 教師專業成長

早會 課間……

主題線 成長線 時間線

課前讀 課間聽 課餘做雙線並進



例：

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

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

總把新桃換舊符。

主題：告別過去的一年，

迎接嶄新的自己

校外時間——融



說

拍視頻，送祝福

寫

新計劃，新氣象

悟

樂享會，說知行

讀

查資料，知習俗

做

包紅包，做燈籠

校外時間——融



課堂時間 課餘時間 校外時間

導 拓 融

三時

學與教的策略 教師專業成長

早會 課間……

主題線 成長線 時間線

課前讀 課間聽 課餘做

讀 做 說 寫 悟……

雙線並進



課堂時間 課餘時間 校外時間

導 拓 融

三時

學與教的策略 教師專業成長 主題線 成長線 時間線

課前讀 課間聽 課餘做

讀 做 說 寫 悟……

雙線並進



善用學時 發展學校課程

知——情——行

（認知）（情感）（實踐）

有機結合 自然連繫 多元策略 互相配合 課堂內外 全校參與

課程整體規劃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