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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效提升語文素養的校本課程，發展課程領導

背景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中提出了以「提升語文素養」為其中一個中

國語文教育的課程發展方向，以達至「全面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以提高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同時兼顧思

想、品德的培育和文化的薰陶」的課程理念。素來重視學生語文能力發展的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中

文科教師團隊檢討過去幾年實施新高中課程的經驗時，發現要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必須進行校本課

程改革。適逢科組中有三位年輕、有幹勁、有願景的新力軍加入，學校推薦三位教師參加語文教學支援組舉

辦的「課程領導專業發展計劃」，藉著擬寫、實施與評鑑校本課程，讓教師更了解課程改革的新方向，發展

課程規劃能力；同時通過發展有效提升語文素養的校本課程，好好裝備學生以切合社會的最新發展。

年級

中四

策略

1. 賦權增能，提升專業

 學校重視教師的培育和發展，也尊重教師個人的發展意願。為開發有效提升語文素養的校本課程，學校

在中文科內建立了以三位年輕教師為核心的課程領導小組，根據各人的強項及發展目標安排擬寫閱讀、

寫作、說話等課程內容，通過校本課程的設計、實施與評鑑，發揮所長、展現潛能、互相學習。林佩旋

（2004）指出賦權增能（empowerment）是「自我充電之旅」，視「充電」為一種開發生命的奇妙之

旅，也是開發潛能活動的學習之旅，是一種「灌能」、「培力」之旅。學校信賴教師的專業，故授權

（empowering）小組成員成為課程發展與設計的主動夥伴（陳美如、郭昭佑，2003），共同制定校本

課程目標。學校重視教師之間的緊密溝通，因此科主任與課程領導小組及任課教師保持緊密交流，通過

課程設計會議、備課會議及單元總結會議，了解課程設計和實施的情況，並檢視課程成效。

2. 評鑑成效，優化課程

 王斌華（2000）指出，校本課程的開發分為環境分析、課程目標設置、課程組織、課程實施和課程評

價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不是直線的，而是一個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過程，前一輪校本課程評價結果

可以作為後一輪校本課程的依據。教師除了是課程的實施者，也是課程的研究者與發展者（張嘉宥，

1999），因此課程小組成員以提升學生語文素養為目標，於每個單元中設置評估工具，檢視學習成

效，以評估數據、學生作品樣本及課堂表現作為修訂課程的依據；小組成員也與任課教師緊密溝通，了

解課程實施的情況和教師、學生面對的挑戰，通過課程的實施、評價、反饋，逐步優化校本課程。

3. 借鑑經驗，促進反思

 除推行校本課程外，學校也著重校內教師之間及學界間的交流，期望通過分享交流，促進教師個人成

長、教學團隊的進步和課程發展。課程領導小組成員均任教中四級，在發展校本過程期間，小組成員通

過中文科大會、中四級會議及共同備課會、開放課堂等，向其他中文科教師分享課程設計的理念和實

施的情況，讓整個中文科組對校本課程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助落實課程。此外，通過教師之間的分享，

小組成員也能收集其他教師對課程的意見，作為優化課程的根據。再者，課程領導小組成員踴躍參與校

外教師交流活動，如開放課堂供其他計劃學校觀摩，同時也通過與校外教師的交流，了解課堂設計的優

劣，對教師專業成長有推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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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語文素養是指學生具備必要的語文知識、豐富的語言積累、熟練的語言技能、良好的學習習慣、深厚的文

化素養及高雅的言談舉止（柯孔標，2004）。要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校本課程必須給予學生豐富、均衡

的語文學習經歷，包括聆聽、說話、閱讀、寫作及其綜合運用；除著重語文的工具性外，也要兼顧其人文

性，因此校本課程必須加強文化的學習，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意、思維能力和自主學習語文的興趣、態度、

習慣和能力（課程發展議會，2017），裝備學生成為具備語文能力、道德操守、文化修養、獨立及創意思

維的未來棟樑。

為配合中國語文教育的發展方向，學校中文科以「品德情意」作為校本課程的核心，配合思維教學與文學

文化知識的輸入，帶動各語文範疇的學習。期望通過加強品德情意的培養及文化的學習，提高學生的道德

操守，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並配合思維能力的培養，連繫讀、寫、聽、說等範疇的學習內容，全

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根據以上課程理念，課程領導小組於2016/17學年起著手設計中三、四級校本課程，並以中四級為重點支

援年級，在科主任及支援人員的引導下，開發及落實課程。中四級課程（2016/17）框架如下：

2016/17中四級校本課程框架（品德情意、文學文化、閱讀及寫作部分）

就以上框架可見，學校中文科中四級課程著重學生性情的陶冶、品德的培養，各單元照顧不同的品德情

意，從個人學習應有的勤奮認真態度，到對家人的關愛，以至對社會、國家的承擔等均有涉獵。各單元均

有清晰的主題和文體重點，而選用的文言、白話或指定文言經典篇章也緊扣單元主題和文體重點，再結合

相關的文學文化知識與名言雋語的輸入，在培養聽、說、讀、寫的語文能力和思維能力外，也通過語文學

習素材引導學生討論、反思，讓學生在培養語文能力的同時，得到品德情意的培育，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

素養。

教學實踐

學校中文課程著重各學習範疇的緊密結合，故在進行單元教學時，教師先教授文言經典學習材料與文學文

化知識，作整個單元的學習基礎，為鑑賞和感悟作品、反思及討論作承托。之後，教師會通過選篇教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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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語文知識，同時結合文化課所學，引導學生思考文章的文化意涵，培養品德情意。以下將以單元二為

例，說明課程如何同時兼顧語文的工具性與人文性，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閱讀輸入：

環
節 學習重點 活動 理念／說明

輸
入
文
化
知
識

 性善、性惡說

 諸子人性論比較

教師講解「性善與性惡說」和

「諸子人性論比較」

單 元 二 的 主 題 是 「 人 生 抉

擇」，教師先教授「性善與性惡

說」和「諸子人性論比較」，從

人性的角度引入學習《魚我所欲

也》取捨的條件。

《魚我所欲也》

 生與義、義與利的抉擇

 價值取捨原則

 講解文言字詞，梳理文意

 分析處境及抉擇條件

 小組討論

- 依據教師提供的資料，

分析孔子和愛因斯坦的

抉擇

 鞏固論證手法

通過《魚我所欲也》跟學生分

析面對生與義、義與利的抉擇

時應思考的取捨原則，打好文

化基礎，以帶動其他部分的討

論。

鞏
固
語
文
知
識

《敬業與樂業》

 議證手法

 議論層次

 梳理文意

 鞏固論證手法

 分析議論層次 

通過教授《敬業與樂業》，讓

學生重溫議論文結構、論證手

法及議論層次，鞏固議論文體

知識，為寫作打好基礎。

融
會
與
應
用
文
化
內
涵 

《陳情表》

 生與義、義與利的抉擇

 價值取捨原則

 議論層次

 情理兼備的游說手法

 講解文言字詞，梳理文意

 分析處境及抉擇條件（見

下圖）

 分析議論層次

 分析情理兼備的游說手法

通過教授《陳情表》，融會文

化課所學的義利之辨，分析李

密面對的兩難處境─親情與

仕途，並掌握作者如何運用情

理兼備的游說手法，層層深入

分析兩個抉擇之間的取捨，培

養捨利取義的品德情意。

教師通過《陳情表》課堂討論表，讓學生討論李密的兩難

處境和抉擇條件

教師運用工作紙，協助學生分析作者如何運用情理兼備

的游說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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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節 學習重點 活動 理念／說明

融

會

與

應

用

文

化

內

涵 

《與妻訣別書》

 生與義、義與利的抉擇

 價值取捨原則

 議論層次

 情理兼備的游說手法

 講解文言字詞，梳理文意

 分析處境及抉擇條件

 分析議論層次

 分析情理兼備的游說手法

通過教授《與妻訣別書》，深

化所學的捨生取義概念，思考

林覺民面對兩難處境─親情

與國家、個人生命與國家命運

時的抉擇。掌握作者如何運用

情理兼備的游說手法，層層深

入分析兩個抉擇之間的取捨，

由捨利取義進深至培養學生捨

生取義的品德情意。

從以上列表可見，閱讀教學過程中連繫不同篇章內容，以相關文化內涵分析不同個案，引領學生融會貫通

應用文化概念，促進思維發展，培養品德情意。在掌握文化概念、文體知識和品德情意後，學生需要在寫

作和說話任務中應用所學。

學與教成果

1.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從學生寫作、說話的內容中，可見學生能消化各單元所學，融會貫通地運用文化文學知識、閱讀篇章、

補充篇章、名言雋語等以豐富文章的內涵。再者，教師通過教授閱讀篇章及編製文體知識筆記，鞏固學

生的文體知識。以下將展示部分學生作品選段以呈現本單元學習成效： 

文章內容 表現說明

學生作品示例一（選段一）

這位學生認為人要生存就必須滿足

現實生活需要，因此，滿足現實生

活需要比追求個人夢想重要，必須

要先滿足現實生活需要，才有追求

個人夢想的基礎。文章以馬斯洛的

需求層次理論作論據，論證現實生

活需要必須先滿足，才能作其他的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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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內容 表現說明

學生作品示例一（選段二）

其次，文章又以殷海光《人生的意

義》人生的層次為論據，說明必須

滿足肉體的需要後，才能追求更高

的價值和理想。從示例一可見，學

生不但能掌握議論文體的要求，也

能靈活運用所學的文化概念和教師

提供的參考材料表達個人看法，做

到文道合一。

學生作品示例二（選段）

這位學生同樣認為滿足現實生活需

要較追求個人夢想重要，文章以

《陳情表》中李密面對的兩難及其

取捨為論據，論證必須先滿足生活

需要，才可追求個人夢想。從示例

二可見，學生融會貫通地運用文化

知識和閱讀篇章內容，以豐富文章

內涵。

2. 提升校本課程的質素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課程領導小組的成員精益求精，在2016/17學年完結後，主動檢視中四級

校本課程，以優化其內容及作為繼續開發其他年級校本課程的楷模。

 單元的主題更具體明確

 更新後的單元主題更清晰具體，以「人生抉擇」單元為例，修訂後的單元主題更強調「責任與情

感」之間的抉擇，緊扣單元選篇中個人情感與社會責任上兩難的處境。通過更具體貼切的主題，讓

教師和學生更容易掌握單元的內容，有助教師備課和學生學習。

 單元的橫向排列更有系統

 課程領導小組重新安排各單元的排序，以「個人─團體─社會」為序，先做好個人本份─孝

親、認真學習；再學習表達自己的情感，與身邊的人和物好好相處；最後要學習肩負社會的重任，

為自己生活的地方作出承擔。這樣的編排，讓學生逐步建立正確的觀念，按部就班地學習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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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材料的編選更配合單元主題和學習重點

 優化後的單元選文均在照顧單元主題、文體知識、文化文學知識、品德情意等範疇上有特定的角

色，教授次序也有規定，如「責任與情感─抉擇的原則」單元中，必須先教授《魚我所欲也》，

以掌握義與利、生與義之間的取捨原則，再教授《人生的意義》和《與青年談中國文化》，通過

掌握人生的意義在於追求真善美及傳統中國文化中的重人精神，深化《魚我所欲也》中捨生取義的

思想。最後，閱讀《陳情表》及《與妻訣別書》，引領學生從李密和林覺民的處境思考其抉擇的原

則。通過各單元層層深入、環環緊扣的學習，不但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也能培養他們成為具有良

好品格的青少年。

3. 課程領導的專業成長

 學校中文科科主任高瞻遠矚，洞察到進行校本課程改革是大勢所趨，與科組成員建立共同願景，並通過

賦權予課程領導小組成員，不但能推動校本課程的發展，同時也能激發課程領導小組成員的潛能，促進

教師的專業成長。

 加強整體課程規劃的意識

 「我漸漸體會到，語文老師在日常教學中的角色和定位大概不只是在於傳授知識、講授課文，畢竟

這些較基本的任務，對於學生的『整體語文學習』未必帶來太大進步得著，更重要的是教師應該要

思考整體課程規劃的意義，並從課堂設計著手，找一個切入點，讓同學有效學習、整理所學知識，

轉化成個人學問及能力，再逐步建立具針對性的教學、評估系統等。這個過程雖然漫長艱辛，但對

於促進教師的個人成長和專業發展等有相當大的裨益。」

【課程領導小組  蔡仁桂老師】

 提升策劃能力

 「一年下來，我認識了一套構思課程的新方式。先掌握中學中文課程的學習重點，再根據不同級別

的學習進度編製恰切的學習內容、品德情意。各個單元內容皆以品德情意串連，結合文體知識，挑

選文體及品德情意皆能扣連的文章，並構思能呼應單元內容及文體知識的寫作及說話題目，整個單

元結構嚴密，學生更能學以致用。」    

【課程領導小組  蔡淑榕老師】

 更重視科組成員間的交流和協作

 「在中文科會中，我們都有向同工展示課程單元，並分享擬寫的理念與方向。我期望來年可與其他

同工合作，擴大校本單元的製作團隊，讓中文科同工都認同並積極參與，使擬定行動方案的成效更

顯著。」                                  

【課程領導小組  曾笥湲老師】

總結

發展課程領導以發展課程為徑，以人─學生與教師─為本。學校以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意為本，著重各

語文學習範疇的綜合運用，並連繫文學、文化、思維的學習，不但為學生打好語文基礎，使他們具備終身

學習的能力，也能提高學生的品德修養、審美情趣及思維能力。同時，課程領導小組的成員通過擬訂課程

目標、設計課程及教學、設置評估、檢視學習成效、優化課程等過程，提升了其策劃能力。三位教師均能

擬寫完整而環環緊扣的中文科課程，並有效運用數據及資料作為修訂課程的根據，推動中文科組的發展，

為學生的未來及學校的持續發展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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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教研力量，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和自主性

背景

面對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的不斷發展和更新，特別是在2018年起在文憑試閱讀卷中加入十二篇指定文言經

典學習材料，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的四位教師組成教研小組，以教研為手段，整全、深入的檢視高中

課程規劃，並探討有效促進學習的學、教、評策略。根據教研小組的觀察，學生普遍較為被動，習慣倚賴

教師的指示和教導，稍欠自我探索的動機和習慣。為此，小組期望在文言學習中加強自主學習元素，促使

學生積極、主動學習，同時提升其學習興趣和表現，為培養學生逐步邁向「自主學習」作好準備。在過程

中，教研小組有效發揮課程領導的角色，在專業上一起進步。

年級

中四、中五

策略

1. 成立教研小組，循環變換角色，合作發展課程

 教研小組由四位中四、五級科任教師組成。各協作教師皆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對課程理念有清晰的掌

握，且願意嘗試教學新事物。於學期初，協作教師共同檢視高中的語文課程，因應學生的能力和需要，

重新編排、整合單元，理順課程脈絡，突出每個單元的教學重點；並重點檢視十二篇文言經典學習材料

的編排組合，使之更切合學生的需要。在教學實踐方面，四位教師按任教年級分成兩組，輪流擔任設計

者和評鑑者的角色。設計一方以學生的學習難點為切入點，仔細討論共備單元的教學重點、教學策略

（例如照顧學習者多樣性的方法）、教材和評估方法；同時通過開放課堂，向其餘組員展示教學理念和

完整的教學設計。評鑑者則通過觀課，以證據為本，評鑑課堂的成效和提出建議，並與設計者共同優化

單元設計，回饋學與教。一個循環之後，設計者與評鑑者互換角色，持續進行專業的交流和對話。

2. 提供有利的課堂環境，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自主性

 大量研究發現，推動自主學習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Perry & Drummond, 2002；Perry & Van de 

Kamp, 2000；Pintrich & De Groot, 1990）。有學者指出，要有效促進學生發展自主學習能力，「課堂環

境」應該包括以下四方面（Lau, 2014; Perry & Drummond, 2002）：

(1) 設計複雜而有意義的課業──包括提供開放、真實和生活化的學習材料、有趣和具意義的課業、以

啟發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為目的。

(2) 為學生提供適量的自主和選擇機會──包括提供選擇、為學生創設協作機會及提高難度。

(3) 為學生提供適切支援，促進同儕學習──包括建立恆常一致的參與模式、指導學生學習和使用解決

問題的策略、引導學生思考和選擇。

(4) 讓學生參與評估的活動──包括關注個人進步、鼓勵學生將錯誤視為學習的機會、讓學生參與制定

評估和自我評估標準。

 協作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特點，從以上四點「課堂環境」入手，積極營造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主動性

的條件，期望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表現，並藉此循序漸進，逐步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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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

教研小組中的「設計者」以學生的學習難點為切入點，擬備單元設計初稿，訂定單元的學習重點、教學策

略、教材和評估方法。在共備會議上，四位協作教師深入討論單元的設計和教學策略，並按學生學習特點

作優化修訂。一改以往由教師主導課堂的方式，協作教師積極營造能促進學生發展自主學習能力的課堂環

境，銳意增加學生參與課堂的機會，包括設計真實、有意義的課業；設計開放性的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

自主和選擇機會，促進同儕合作學習；在教學過程中為學生提供支援，並鼓勵學生參與評估的活動。現以

中四、五級的學習單元為例，進一步說明教師如何運用以上策略設計學習單元。

單元及

精讀篇章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自主課堂

環境元素
理念/策略/說明

中四

單元五

《師說》

 掌握正反

對比論證

的方法

 體會師道

的 重 要

性，從而

培養尊師

重道的精

神

 於課堂前觀看「當『補習天

后』（時尚亮眼的補習社導

師）、遇上『零分教師』（樸

實謙和，曾於會考中考取零分

的學校教師）」片段，初步整

理片段的資料。

 分組討論兩道題目:「你認為

『補習天王/天后』是不是教

師呢？」、「你認為教師應該

具備甚麼條件呢？」，就教師

的「定義」建立初步的想法。

 在完成第一段的教學後，根據

韓愈對教師的「定義」（「師

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

也」），再次討論「『補習天

王/天后』是不是教師？」，

從而鞏固或修正之前的想法，

加深對文本的理解和思考。

 就以下題目討論及𢑥報：「如

果可以選擇，你喜歡『補習天

后』還是『零分教師』成為你

的教師？為甚麼？」

 完成寫作練習：「有人認為現

今各類書籍、網絡資源豐富，

自學也可成材，因此不需要有

教師的存在，亦不需要再抱

持尊師重道的態度。你同意

這種說法嗎？」/「每年九月

十日，香港不少學校都舉行

『敬師日』活動。試以『敬師

日與我』為題，寫出你的所感

所思，以及如何向教師表達心

意。」

設計複雜而

有意義的課

業

 教 師 選 用 大 量 開

放、真實和生活化

的學習材料，並設

計出有趣和具意義

的課業/學習活動，

藉以引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啟發學生

的高階思維能力。

 討論活動貼近學生

生 活 ， 讓 學 生 從

現 實 生 活 層 面 反

思自己需要怎樣的

教師、為何需要教

師；以及從一個嶄

新的角度，重新思

考校內教師的角色

和 對 他 們 的 重 要

性，為他們的學習

帶來豐富、深刻的

意義。

 通過寫作練習，學

生立足文本，反思

生活，對如何/為何

尊師、敬師建構個

人理解，學習既有

趣味，又有意義。



131131131

單元及

精讀篇章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自主課堂

環境元素
理念/策略/說明

中五

單元四

《論孝》

 理解傳統

孝道觀念

 反思在現

實生活中

應如何實

踐「孝」

 閱讀「廿四孝」故事，選出

「最感人」和「最不能接受」

的故事各一則，在課堂上與同

學分享；及後在教師的引導

下，共同探討傳統孝道觀念。

 教師改編一個老父殺子的真實

個案，並設計教材和教學活

動，讓學生探討「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的觀念。

 學生在閱讀材料後，要就「假

如你是死者的弟弟，你目睹爸

爸殺哥哥的經過，你會報警

嗎？」一題自選立場，然後與

立場相同的學生進行討論，再

與立場相反的學生進行辯論。

 完成寫作練習：「假如你是法

官，你會怎樣判刑？試構思

1-2分鐘的判詞。」

為學生提供

適量的自主

和選擇機會

 通過設計開放性的

討論題目，為學生

提供選擇，促使學

生通過同儕合作在

課堂內主動學習，

並共同構建知識。

 辯論活動讓學生深

入思考現實生活中

「孝」在「法」、

「理」、「情」之間

的位置，當「孝」

與「法」、「理」

出現衝突時，應該

如何斟酌取捨；並

在教師的引導下，

思考文本「事父母

幾諫，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勞而不

怨。」在這情況下

的意義；進而延伸

至「父為子隱，子

為父隱」觀念的探

討 ， 拓 闊 學 生 對

「孝」的觀念的認

識，及對如何實踐

「孝」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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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及

精讀篇章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自主課堂

環境元素
理念/策略/說明

中四

單元七

《出師表》

 結合寫作

背景，理

解作者的

思想感情

 學習正反

論述、反

復曉喻的

說理方法

 理解諸葛

亮「鞠躬

盡瘁，死

而後已」

的精神

 教師於學期初介紹文言文的基

礎知識和閱讀策略，指導學生

閱讀文言文的方法。

 課堂上採用「相互教學法」，

將課文分成數個段落，交由各

組學生負責；組內的學生有不

同職責，分別負責「澄清」、

「提問」或「撮要」的工作。

 活動開始前教師先作出示範，

以第一段為例，展示運用「相

互教學法」處理文本的過程和

步驟，讓學生模仿。

 在「提問」環節中，如有組別

未能就文本主要信息設計問題

及回答，可利用教師提供的

「問答錦囊」，幫助找出段落

的主要信息。

 在「提問」環節中，每組可選

擇一道「最佳問題」，邀請其

他組別回答。獲邀的組別可

共同商議，並提出「最佳答

案」。

 當學生遇到全組都不懂解答的

題目時，便可請教教師。

向學生提供

適切支援，

促進同儕學

習

 鑑於學生對閱讀文

言 文 普 遍 信 心 不

足 ， 而 且 未 能 掌

握閱讀文言文的有

效方法，教師於學

期初介紹文言文的

基礎知識和閱讀策

略，讓學生掌握閱

讀文言文的方法。

教師又摒棄逐字逐

句解讀的方法，嘗

試採用不同的教學

策略，例如「相互

教學法」，提升學

生閱讀文言文的能

力和信心。

 在教學的過程中，

教師為學生提供適

切的協助，包括示

範如何運用「相互

教 學 法 」 處 理 文

本、提供「問答錦

囊」、為學生解答

疑難。

 在 「 提 問 」 環 節

中，同儕間互相支

持 ， 爭 取 己 組 表

現。整個閱讀教學

鼓 勵 學 生 通 過 協

作、共學達致共同

進步，形成良好而

互動的學習氛圍，

有助提高學生的學

習興趣和動機。

 其他文言文篇章的

研讀採用相近的做

法，課堂由單向的

教師串講，變成師

生共同建構，讓學

生承擔更多學習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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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及

精讀篇章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自主課堂

環境元素
理念/策略/說明

中五

單元四

《論孝》

 掌握評估

準則，進

行自評和

同儕互評

 在進行辯論活動時，被抽選的

學生在台上作小組辯論，台下

的學生則利用「說話評量表」

評核台上同學的表現（每位學

生負責觀察一位同學），評量

表會於活動後交予相關學生參

考。

 辯論結束後，教師要求參與辯

論的學生自評表現，又邀請其

他學生點評台上同學的表現，

指出表現的亮點及提出優化建

議。

 活動結束前，學生以舉手投票

的方式，選出「同學眼中最佳

表現者」；及後教師評講台上

學生表現，和選出「教師眼中

最佳表現者」，並解釋選擇的

理由，供學生參考；持續進行

自評和互評活動，能有效提高

學生評鑑的能力和信心。

讓學生參與

評估的活動

 教師在設計學習活

動時，加入自我評

估 和 同 儕 互 評 元

素，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和自我效

能感。

 在進行自評和互評

活動前，教師會清

楚 講 解 評 估 的 準

則，一方面讓學生

確立清晰的學習目

標，知悉自己在活

動中應有的表現；

另一方面學習運用

評 估 的 方 法 和 準

則，評量同儕的表

現。

 持續進行自評和互

評活動，能有效提

高學生評鑑的能力

和信心。

學與教成果

1. 教師方面

 在推動校本課程發展的過程中，教研小組對課程理念有更深刻的認識。協作讓教師更了解學生的學習特

點和需要，以此為本，設計切合學生學習需要的校本課程，並於課程中滲入自主學習元素，循序漸進地

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通過協作，教研小組對「自主學習」的理念和實踐方法有更多的認識和

探索，教師更有意識的創造有利推動學生學習主動性的課堂環境，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此外，教師

更有意識、有系統地運用數據，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回饋學與教。通過開放課堂，教師展示他們對

教學內容和學生的詮釋及理解；通過邀請同儕回饋，亦提升校本課程擁有感，促進專業發展。有教師指

出，協作令他們更關注教學的新趨勢，過程中不斷的實踐和反思，為他們的教學注入新動力，並增添他

們回應不斷更新的課程和教學方法的信心。亦有教師表示，協作讓他們有同行的感覺，無論在共備會議

內或外，他們都會主動與協作顆伴交流教學心得。而當開放課堂變成習慣後，教師更能熟練地聚焦觀察

和討論學與教的成效；並且通過觀摩、反思，提升自己的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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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方面

(1) 提升學習主動性

 隨著學習能力的提升，學生對學習的承擔也越來越多。過往學生習慣倚賴教師分析課文，學習被動

且趣味不足。本學年教師採用引導的方式，把學習的責任還給學生，學生要學習如何與同儕共同爬

梳課文、建立個人理解，學習的主動性大大提高。協作教師指出，在與學生交談的過程中，了解到

部分學生更有意識地為自己的學習而努力，包括在遇到學習困難時主動的向同儕或教師尋求協助、

遇到有挑戰性的課業時嘗試付出更多心力或堅持去完成、嘗試運用課堂上學過的學習策略應付課

業，並且主動發掘問題和尋求答案。例如在教授《出師表》時，教師講解寫作背景後，部分學生回

家上網搜尋諸葛亮的生平，並向教師求證資料的真偽，如諸葛亮是否真的能通曉天地、劉備有否三

顧草廬等。學生主動學習，並享受箇中的樂趣，培養了「學會學習」的能力。「主動性」是「自主

學習」的基礎，通過協作，學校已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覺醒和主動性，並擬於下一階段，可進一步發

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2) 提升學習興趣

 協作教師指出，學生普遍抗拒文言篇章，認為它艱澀、乏味，難以提起學習的興趣。本年度的協

作，讓教師聚焦學生的學習難點，設計生活化的教材和教學活動，讓學生體會到學習中文的趣味，

課堂的氣氛更見熾熱、活潑。以《師說》為例，課後的討論活動以「如果可以選擇，你喜歡『補

習天后』還是『零分教師』成為你的教師？為甚麼？」為題。學生的討論非常熱烈，而出乎意料之

外，大部分學生選擇的並非造型亮眼、時尚獨特的「補習天后」，而是平凡典型、循循善誘、曾於

會考中考取零分的「零分教師」。學生還由此兼論校內的教師，指出校內教師較兩位「教師」優勝

的地方，並討論在校內「尊師」的方法。課堂氣氛活潑盎然，充滿生氣。又如《論仁》一文，教

師以敘利亞內戰為素材，設計開放式的討論題目，讓學生思考行仁時的實際考慮。學生代入角色

（留在敘利亞國內的敘利亞平民、黎巴嫩/希臘/匈牙利/德國元首、自己），思考應怎樣做才能體現

「仁」，討論既嚴肅又認真。教學設計將課文內容與世界扣連，學生在學習中連繫生活，令學習更

有意義。

展望

1. 要發展課程，必須發展教師。課程的持續發展和更新是挑戰，同時是發展教師，以至課程領導的機遇。

學校把握機遇，通過協作，發展教師規劃課程、教學、評估等方面的能力和視野，並且取得良好進展；

而彼此間的默契、互信，亦得以建立。科組期望整理、總結有關經驗，並向同級及其他級別，如中三至

中五級推廣，加強課程銜接。此外，科組期望鼓勵更多教師加入協作團隊，通過教研，促進彼此的專業

發展，並令校內的學習社群進一步發展。

2. 推動校本課程的目的在於促進學生學習，要了解推動校本課程發展的成效，必須從多方面蒐集學生的學

習顯證，深入、具體的分析和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探討學生「如何學」、「學如何」。校本課程既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自主性為目標，為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和進展，教師會採用課堂觀察和分析學生

課業的方法，定期在共備會議上交流觀察所得和教學心得。為深入了解學生在自主學習方面的表現，譬

如自我效能感、內在價值、認知策略的運用、自我監控等，協作團隊建議於下階段可通過問卷及學生訪

談，進一步蒐集資料，以全面分析和了解學生的表現，為教研建立更堅實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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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古文歷久常新――課程領導與時並進的教學意識

背景

課程發展處就高中課程選定十二篇指定文言學習材料，目的是希望學生掌握中國文學文化內涵，加強語文

積澱，進一步提升語文素養。然而許多教師產生了疑問與憂慮：這些篇章與自己當年所學或所教有甚麼分

別？應如何排列和組合，形成有效的文言文學習？如何教才能擺脫文言文沉悶又古板的印象？篇章中哪些

內容才是精華部分？各類問題實在不勝枚舉。北角協同中學認為與其讓教師各自摸著石頭過河，不如齊心

協力優化文言文教學，在發展校本課程之餘，亦可同時發展教師成為課程領導，期望同步提升學與教。

年級

中四、中五

策略

1. 拓寬教師課程視野，根據學習需要作整體規劃

 教科書對十二篇指定學習材料的組織和安排能照應一般教學需要，固然有一定參考價值，然而「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的理念，強調學校是課程發展的中心，教師是課程發展的主體。教師如能根據校本情況和

學生特性，做好整體規劃，例如將十二篇作適當排列和組合，形成有效的文言文學習，又或特定的學習

主題和內容，以豐富單元的學習內涵，使指定學習材料更配合校本的學習需要，學習價值和成效將更高

更大。   

2. 協助教師轉移教學範式，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要消除學生對文言文的恐懼和抗拒，教師需摒棄滿堂灌、生怕學生不明白而執著逐字逐句解釋的教學思

維，擺脫餵食式的文言文教學習慣。通過深入備課和引入多元化教學策略，教師在課堂上布置各種的互

動學習，善用資訊科技和小組學習等特點，讓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促進自主學習，提升學習興趣和

效能。

   

3. 引領教師發揮專業精神，學習聯繫生活，教學與時並進

 生活就是語文，語文就是生活，語文學習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這些經典篇章除了文學價值高，更是人

生的教科書，其品德情意歷久不衰，是跨時代的學習材料。教師藉指定學習材料有效進行價值教育，並

著重遷移，聯繫生活應用，使學生認識這些價值觀和品德情意並不落後，亦不脫節，前人的經驗和智

慧，既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亦可成為我們生活的明燈。

教學設計

1. 由於學生學習動機較低，教師抓緊指定篇章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品德情意切入並組合篇章，較易提升學

習動機和興趣。其次，教師關注議論文這學習難點，將指定學習材料中的議論文組合起來，作為學習的

楷模，由淺入深，建構鷹架，讓學生系統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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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教學編排如下：

篇章組合 規劃理念和學習重點 遷移所學的活動

中

四

《出師表》

《陳情表》

1. 兩文均是學習「語境意識」的典

範材料，能鞏固綜合能力訓練，

並學習情理兼備的游說技巧，一

舉兩得。

2. 促進學生反思「忠」、「孝」的

現代意義與體現。

就以下情境運用情理兼備的技巧寫一

篇建議書。「學校將舉行音樂節，卻

規定不能表演搖滾音樂，因校方認為

離經叛道，歌手、樂手打扮嘩眾取

寵，歌詞又鼓吹反叛，煽動年輕人破

壞社會秩序。假如你們想表演搖滾音

樂，應怎樣游說學校呢？」

《始得西山宴遊記》

《醉翁亭記》

1. 組成山水文學，學習經典遊記。

2. 認識貶謫文化，體會社會精英面

對的打擊和挫折，學習如何面對

逆境，自強不息。

單元總結：設想自己是柳宗元，根據

文中「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的心

境，以「我眼中的西山已不是西山，

西山是⋯⋯」為首句，說明是次遊西

山感受及得著。

《廉頗藺相如列傳》

《岳陽樓記》

1. 學習和欣賞兩文在選材和佈局上

的特點。

2. 促進學生探討小我與大我的關

係，思考承擔與愛國的現代意

義。

以「青春，我承擔責任」為題，作文

一篇。

中

五

《六國論》

《敬業與樂業》

1. 兩文議論結構清晰明確，綱目分

明，學生容易掌握議論框架，有

利逐步遷移至寫作。

2. 學習重點：議論的要素（論點、

論據和結論）。

讓學生模仿《六國論》「鳳頭、豬

腹、豹尾」的結構，運用擬寫大綱作

為訓練平台，首尾兩段必須以精鍊文

字概括論點，中間論據只需列點說

明。

《師說》

《勸學》

1. 兩文論點與論據緊密扣連，層層

遞進，舉例貼切，充分展現作者

如何運用論據支持觀點。

2. 組成「學習」為主題的單元內

容。

3. 學習重點：論點與論據關係緊密

的重要。

從寫作大綱檢視論點與論據的關係是

否緊密、論據是否充實和多角度，教

師就大綱提供回饋，學生修改大綱後

才下筆寫作。

《魚我所欲也章》

《論仁、論孝、論君子》

1. 「仁」、「義」是儒家思想核

心，組合兩文能加深認識儒家思

想。

2. 學習重點：學習與欣賞論證過程

和技巧（《魚我所欲也章》）。

以小練筆集中訓練論證過程和方法：

闡述要清楚明確、例證要適切、運用

不同論證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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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轉移教學範式，設計多元的學習活動

教學方法 說明 例子

布置學習活動，促

進學生參與課堂學

習

1. 布置預習和學習任務，交不同

小組準備及堂上彙報，讓學生

積極參與學習。有助學生理解

篇章內容和培養自學能力。

2. 讓學生運用平板電腦及分組比

賽進行字詞和句子解釋，取代

由教師逐字逐句講解的沉悶形

式。

 《師說》背景資料：當時社會風氣、韓愈

的工作身份、甚麼是「文以載道」等（圖

一）。

 分組彙報：柳宗元生平及文學地位、被貶

永州始末、《永州八記》、關於永州及西

山等資料圖片。

設計朗讀 運用範讀、個人讀、分組讀、男女

讀、配樂讀等不同形式，培養學生

語感；通過朗讀促進對內容的理

解；藉朗讀感悟作品感情。

 《師說》第四段較多短句、反問句及感歎

句，運用齊讀能形成錯落有致的節奏和批

判時弊的氣勢。

 《師說》三至五段分兩組誦讀，突出「從

師而學」與「恥於學師」的差異。

多分析和討論 年輕人喜歡邏輯思考，不喜歡死記

硬背，以問促思，引導學生分析和

欣賞，進行深層閱讀。

 「從第一段可見柳宗元『如何』遊山？你

認為他遊山快樂嗎？」

 「先天的資質與後天的學習，到底何者重

要？荀子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你同意

嗎？」

 「失其本心與捨生取義有甚麼關係？」

 就《始得西山宴遊記》、《醉翁亭記》的

描寫手法、宴遊所得、前後心情、排遣方

法和寄意五方面，進行比較閱讀，分組討

論和彙報。

角色扮演或短講 以戲劇、角色扮演或個人短講等總

結或演繹篇章所學。

 設想自己是柳宗元，根據文中「心凝形

釋，與萬化冥合」的心境，以「我眼中的

西山已不是西山，西山是⋯⋯」為首句，

說明是次遊西山感受及得著。

善用資訊科技 1. 網上不乏指定篇章的視訊材

料，都是很好的教學資源，通

過聲音和錄像感悟作者情感和

議論氣勢，亦能從中學習朗讀

技巧。以三國為題材的電影多

不勝數，當中不乏演繹《出師

表》部分，作引起動機、文本

與電影對讀等，能有效引起學

習興趣和效能。

2. 運用電子軟件，著學生整理文

章的旅遊路線和主要景物，歸

納文章結構。

 聆聽何淑惠老先生吟誦《陳情表》。

 觀看初中學生集誦《師說》。

 觀看「劉備託孤」、「請奏北伐」等片

段。

 運用繪製心智圖軟體或Mind ly程式整理

《始得西山宴遊記》、《醉翁亭記》、

《岳陽樓記》所行、所見、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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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學生預習材料

3. 以學習材料的品德情意內容展開價值觀教育

策略 篇章 學習活動

選取生活議題，引

發思考和遷移應用

《魚我所欲也》 提供真實個案資料，討論個案主人翁的選擇能否體現「義」

的表現，藉個案討論培養學生積極進取和仁義之心。個案中

的學生和全身癱瘓的斌仔均主動放棄生命，是否「捨生取

義」的體現？梁蘇記老闆和陳葒校長如何實踐和體現「重義

輕利」？背後的原因是甚麼？

《始得西山宴遊記》

《醉翁亭記》

提供面對多重逆境的真實個案（如夫癱子逝患病的任老太、

半身癱瘓的攀石冠軍黎志偉、失戀喪母的年青人），讓學生

從中學習或為個案主人翁一起尋求面對逆境的方法，藉此培

養學生堅毅的精神。

《出師表》

《陳情表》

探討忠孝的現代意義──忠和「hea」的迷思與影響，通過

討論和反思培養學生責任感和關愛的品格。忠的內涵可包含

甚麼？年青人可以忠於甚麼？啃老族對孝有何影響？現階段

（中學生）可以怎樣表達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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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話交流，探討

價值與意義

今天的年輕人講求獨立思考，價值觀教育亦應以對話交流取代灌輸傳授，教師的責

任是培養學生理性思考、提供檢視價值觀的方法，一起探索不同價值對社會和對

自己的最大意義，通過交流互動的過程，讓學生從中辨析真假、分析利弊、認識醜

惡、感悟美善，經過自己的思考和沉澱，內化成為自己的價值觀。

例如學習《魚我所欲也》一文，「捨生取義」對學生來說也許太遙遠，教師會關注

篇章另一重點「君子能勿喪耳」和「保持善端，勿失本心」，這亦是重要的學習課

題，意義重大。教師借助剛發生的一則小新聞──荃灣一間生果店店主失蹤，附近

居民趁食環署職員前來清理前，紛紛擅取生果，這則新聞誘發網上支持和反對的熱

烈討論。教師讓學生投入情境，就「你若在現場，會否加入撿生果行列？」讓學生

選擇並表達理由，教師又以幾個生活示例，包括大學迎新行為（由色情口號，到三

級遊戲，再到男生宿舍的性暴力欺凌）；營商手法（由小販把貨物魚目混珠，欺騙

顧客，到黑店以「両」當「斤」強迫購買），讓學生歸納共同點，最後談到「溫水

煮蛙」的道理。教師讓學生從不同角度分析行為的漣漪效應，再思考和討論擅取生

果與「保持本心」、「溫水煮蛙」的關係，通過表達和討論讓學生建構自己的識見

和價值看法（圖二）。最後教師讓學生再次選擇「你會否加入撿生果行列？」，從

而了解學生在探討過程中的領悟與思想的變化。

學與教成果

首先，在學習成果方面，學生在課堂上表現主動和投入：彙報預習成果，資料豐富，頭頭是道；用平板電

腦查找字詞和句子解釋，省時高效；用電腦軟件勾畫旅遊路線和景物時加入漫畫和動畫，展現創意；討論

生活個案時積極發言，足見文言文的課堂並不沉悶，亦不低效。

在議論文寫作方面，從首次收集的習作所顯示，學生未能準確把握題目重點，普遍欠明確的個人觀點和反

思，議論意識薄弱；內容亦未能緊扣題目，屬泛泛之談。學生通過逐步訓練後，普遍均有進步，尤其在結

構方面，大部分採用議論三段式結構，段落清晰，一段一論據。其次，部分學生對「提出個人觀點」的意

識增強，提出論點後，循著以不同論據支持觀點的寫作方向逐步闡述，引例說明，清楚明確。儘管部分學

生的文章立意仍有待改善，普遍學生在論證部分亦需多加鍛煉，但整體來說，學生對議論思維的要求和議

論結構這兩方面的掌握令人滿意。

圖二：以生活化議題應用篇章所學（《魚我所欲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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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德情意方面，雖未能準確或客觀地呈現甚麼有效成果，但教師表示，學生樂於在課堂上表達和參與討

論、積極地反問教師並尋求見解、一起思考習以為常的社會價值與行為、探討篇章中品德情意的現代意

義、重新檢視自己的價值判斷。這種反思和探索過程已達到教師初步期望的學習成果，部分學生能在過程

中有所省悟、啟發和行動就更值得欣喜了。

其次，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級統籌在年終的教師反思中表示「以往我設計全年的課程進度時，多依據往

年的課程安排，較注重課文的深淺與堂數的分佈。這一年面對指定文言學習材料的挑戰，卻有了具體的

教學目標，各同工更明白教授的重點，學生亦有了清晰的學習方向。此外，評估及考試均對應單元學習目

標，能有效地評估學習成效。整體而言，整級的中文科發展更見效益。」教師通過整體規劃，擺脫只用教

科書之便，設計更配合學習需要的校本課程，又輪流負責各單元教學設計、開發教材、探索教學策略、觀

摩教學並優化課堂、以學生習作檢視學習成效等，整個過程以團隊形式進行。教師由純粹的教科書使用者

變成校本課程的開發者和執行者，亦由教學單打獨鬥者轉化成專業的學習社群，學校同步發展了人力資源

和科組教學資源，有效地提升了學與教。

反思

課程領導就是與時並進的教師，能掌握教育發展趨勢，配合學生的需要，具清晰理念和發展方向，將在專

業發展課程所學到的知識，按實際的情境運用出來。教師能根據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學習能力，做好課程規

劃，從不同切入點制定和優化校本的文言教學，使學生有效學習，進一步提升語文素養。其次，教師結合

學科和教學法的最新知識，讓「e-世代」的學生不單是從欣賞古董的角度去賞析美文，更善用他們的學習

模式激活課堂，從而促進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最後，在今天多元文化和價值的社會，培養學生正確的

價值觀，是教育的使命。然而價值觀教育不是既定課程，非教師憑知識或權威可以有效傳授，而是生命影

響生命的過程。課程領導應關心社會，回應當代文化，留意時事，在課堂上與學生一起交流探討不同的議

題，並樂於分享自己的看法和選擇，讓學生借鏡參考。教師更要以身作則，言行一致，按實際的情境演繹

傳統美德的現代意義，為學生豎起新的人格價值典範。

總結

十二篇指定學習材料為語文課程注入新氣象，但教師如何運用和施教才是關鍵，若照本宣科或沿用單向式

施教只是舊瓶新酒，並沒有隨著教育改革步伐前進。今日世界發展迅速，有不同的教育倡議配合社會的

發展和步伐，教學亦由個人工作轉化為集體事業，教師必須形成課程領導式團隊，掌握學習需要，群策群

力，一起研究和探索優化教學的方法，使教學工作與時並進。

參考資料

1. You Tube《李密　陳情表　何叔惠老師吟誦》。2017年11月30日擷取自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fGD3eNRYe0E

2. 央視網《品讀經典　師說》。2017年11月30日擷取自http://tv.cntv.cn/video/C22982/d7a532e51dd4

4a3a58bae1979358abaf

3. 課程發展議會（2017）。《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香港：課程發展議

會。

北角協同中學

　支援人員：麥麗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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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新知新法，實施課堂研究以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背景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的中文科組為了促進學與教的發展，引入新的教學法，一方面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加強文本的深度閱讀，從而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另一方面也能藉此機會組織教師共同研習探

究，推動教師專業發展。學校相信，面對社會的急速發展和學習者多樣性，必須讓教學團隊有足夠能力駕

馭課程，包括課程領導的統領能力和整體教師的專業能力，才能在面對不同的學與教處境時，聚焦課程宗

旨，採用靈活的教學策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同時，從知識管理角度而言，科組可以通過對知識的實踐

和推廣，達到管理知識，創造知識的效果。

年級

中一

策略

1. 引進新知新法，拓寬專業視野

 為了讓教師成為能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專業團隊，學校在近年分

別邀請了不同的語文教學專家到學校主講講座和上示範課，拓寬教

師視野，提升專業素養。這些不同的專家學者所關注的，都是當前

教育改革所面對的熱點，如「學思達」的翻轉教學模式、王政忠老

師的「MAPS」教學法、黃國珍老師講閱讀素養、李崇建老師談對

話的力量。學校引進這些不同類型的專業發展活動，能拓寬教師的

眼界，並讓教師對新的教學思維和教學策略有直觀而真切的了解，

也引起了大家見賢思齊，躍躍欲試的衝動。

2. 開展課堂研究，在實踐中提升課程領導和教學團隊的專業能力

 在有了深入的認識和直觀的了解後，中一級教師認為「MAPS」教學法能配合該校學生的學習需要。他

們認為「MAPS」教學法除了能幫助學生深入解讀課文外，還可結合翻轉課堂、電子學習、作為學習的

評估、照顧學習者多樣性等課程發展的方向，同時，也能配合該校活潑自主的學習氛圍。「MAPS」教

學法包含四個核心元素：

 心智繪圖（Mind Mapping）

 提問策略（Asking Questions）

 口說發表（Presentation）

 同儕鷹架（Scaffolding Instruction）

 教師先以暖身題聯結學生學習的新舊經驗，對文章主題及內容進行猜測與想像；再以基礎題引導學生擷

取並理解文章的重要信息，並引導學生建構閱讀策略；最後以挑戰題形成讀者觀點，提升學生的閱讀素

養。通過這些不同功能取向的提問設計，引導學生於課堂上小組共學以及課堂外自學，完成完整的心智

繪圖，包括所見（I see）、所感（I feel）和所想（I think）。學生必須進行口說發表及評論，以證明並精

熟閱讀理解程度。同時，通過異質分組的合作學習策略設計，促進同儕搭建學習鷹架，以確保各種程度

的學生都能有效學習與提升學習動機（王政忠，2016）。教研小組取得共識後，便選定教學單元，共

同探索和嘗試，讓教師在實際操作中學習新的教學法，同時評估教學法的運用是否適合該校學生。而在

王政忠老師上「MAPS」示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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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實踐過程中，級聯絡人也從統籌研究、帶領討論以及示範實踐中，發展其課程領導能力。

3.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提升學習興趣

 為了配合新的教學法，教研小組運用了多元的教學策略，設計了多項教學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如自製教學短片，結合不同的視訊材料，在課前給予學生足夠的醞釀和準備，讓學生有足夠的背景知識

去解讀課文。同時，又用上不同的行動應用程式，讓學生可以在家中共同繪畫心智繪圖，促進生生之間

的互動，共同建構知識，加強學習成效。此外，在課上又給予學生極大的空間發表自己的意見，學生能

在一個被尊重的環境下進行個性化的學習。

教學實踐

年級：DS4（中一）

課題：精讀課《背影》

學習重點： 1. 提取及整理課文重點；

 2. 掌握課文結構；

 3. 掌握作者抒發的感情。

課節 內容 作用 提問單

課前 預習：

看短片做網上選擇題

@翻轉拍片（親情短

劇及歌曲《單車》欣

賞）

 引起學習動機

 認識親情主題

 Google表單即

時回饋

暖身題（聯結學生學習的新舊經驗）： 

1. 在這個單元中，我們學習過《年夜飯》這篇課文，

作者除了記敘現實中一次吃年夜飯的經歷外，還記

敘了甚麼事情？作者想借此抒發甚麼情感？ 

2. 承上題，作者對母親製作煎鯪魚的畫面印象特別深

刻，並從中感受母親對家人的愛。在你和父母的日

常相處中，有哪個畫面既令你印象特別深刻，又令

你感受到父母對你的愛？ 

3. 補充材料顯示了朱自清在不同時期的重要經歷，部

分經歷曾在《背影》一文中出現，試把這些經歷用

熒光筆劃出來。

課前 預習：

完成預習工作紙

 看短片預習課文

@翻轉拍片（作 

者、背景、字詞

解釋）

 認識作者

 理解寫作背景

 處理字詞解釋

 聯繫學習經驗

 聯繫生活經驗

 學生在網上提點未完成工作的組員。 學生以小組合作學習。



144144144

 閱 讀 補 充 材 料

（作者經歷）

 暖身題*1-4

4. 根據背頁的補充材料，試用幾句說話總括一下朱自

清在不同時期與父親的關係是怎樣的。

基礎題（引導建構「應知」、「須知」，以完成心智繪

圖）：

1. 課文記述了朱自清與父親相處的事情，當中夾雜着

回憶和作者寫作當刻正在發生的事，試根據課文的

內容完成下表，把課文分為現在和回憶兩個部分。

內容 現在 回憶

第幾段 / 第幾句

2. 承上題，在回憶部分的第一段第三句起至第二段，

記敘了朱自清20歲時的家庭狀況。課文中哪兩個

詞語可以準確形容當時朱自清的家庭狀況？朱自清

當時有甚麼感受，你從他哪個反應得知？ 

3. 承上題，在回憶部分的第三至五段主要記敘了哪一

件事情？ 

4. 根據課文的第三至四段，父親在火車站為朱自清做

了不少事情，請嘗試用一個詞語來概括這些事情。

朱自清在課文中用哪個字來形容他對父親有關行為

的想法？根據這個字，你認為朱自清當時對父親有

甚麼感受？ 

5. 根據課文的第五段，朱自清第一次提起父親的背影

是在哪個場景？朱自清仔細地以「青布棉袍、黑布

馬褂、肥胖、蹣跚、慢慢、攀、縮、微傾、努力」

等字詞加以形容父親的背影，可見朱自清當時有甚

麼感受？朱自清的哪個反應反映了他這種感受？ 

6. 根據課文的第五段，朱自清第二次提起父親的背影

是在哪個場景？你認為當時朱自清有甚麼感受？他

的哪個反應反映了他這種感受？ 

7. 在課文的第六段，朱自清從八年前的回憶返回現

實，試根據他對父親近況的一些描述，以及父親給

朱自清寫的一封信，用一兩個詞語形容父親的近

況。我們可知道朱自清當時對父親有甚麼想法和感

受？你從朱自清的哪個反應得知？ 

8. 作者在現在的部分也先後兩次提起父親的背影，請

問是哪兩次？你認為這背影是指父親的哪個背影？ 

9. 根據課文的第四段，朱自清八年後回憶當時對父親

的想法時，曾兩次提到自己是聰明過分，可見，朱

自清當時是怎樣想的？後來他怎樣看待當時的自

己？他明白了些甚麼？

挑戰題（超越學生「已知」，形成讀者觀點）：

1. 在《背影》一文中，朱自清總共四次提到了父親的

背影，請嘗試整理一下這四次描寫父親背影的場景

及作者所表達情感。

1  核對預習和分享

答案（暖身題）

 以 應 用 程 式

Ka h o o t !挑戰及

比賽（範圍：短

片、補充材料內

容）

 基礎題 *第 1題

（分組活動、問

答）

 引起學習動機

 檢測自學成果

 鞏固背景知識

 掌握課文結構

2-3  課堂活動：基礎

題*第2-8題（分

組活動）

- 細讀課文

- 問答、點撥、

聯繫生活經驗

 家課：

 分組以應用程式

Coggle繪畫《背

影》心智繪圖

 提取及整理課

文重點

 掌握課文結構

4-5  課堂活動：

- 基礎題*第9

題 （ 分 組 活

動）

- 抽樣檢視心智

繪圖及問答點

撥

- 心智繪圖小組

以平板電腦應

用程式Explain 

Everyth ing做

報告

- 抽樣觀看及回

饋報告

- 挑戰題*1-3

（小組討論活

動）

 家課：

- 課後工作紙

- 小組報告互評

 提取及整理課

文重點

 掌握課文結構

 掌握課文主旨

 掌握作者抒發

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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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學過「象徵」這種修辭手法，是以具體的事物

或形象來間接表現比較抽象的觀念。在《背影》這

一篇課文中，父親的背影對朱自清來說其實象徵甚

麼？ 

3. 父親送兒子到火車站的一幕發生在朱自清20歲的

時候，當時朱自清暗笑父親的「迂」；到後來看到

父親的背影，流下了眼淚。到朱自清28歲時，他

在讀父親的信時再次流淚，並寫下《背影》一文。

你認為朱自清在20歲和28歲時，對於父愛，反應

和感受有甚麼不同？朱自清如何看待當時的自己？

學與教成果

1. 提高閱讀深度，促進學生個性化閱讀

 教師為了讓學生能進行自主閱讀，補充了不少的學習材料。如在教授《背影》一文時，教師除了以提問

單作閱讀的引導外，還針對文章末段的理解難點，提供了作者朱自清和父親之間的補充閱讀材料，以讓

學生對作者父子二人關係的轉變有所了解。同時，教師還以繪本、視頻等材料，豐富學生的學習內容。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能在尊重已有資料的前提下進行個性化的閱讀。從他們的心智繪圖所見，學生除了

能掌握表層的閱讀（所見）外，還能對文章有所感和有所想，足見學生的閱讀深度得以提高。

學生講解他們在解讀《背影》一文時的心智繪圖。

2. 學習動機得以提高

 教師設計了多元的學習活動配合推行「MAPS」教學法，學生成為了學習過程中的主人。在異質分組

下，通過不同的角色設定和差異化得分設計，增加小組內的互相扶持和互動學習。學習能力稍遜的學

生，往往能在小組同學扶持下自信地展示他的學習成果，而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則能在扮演教練的角

色中得到學習的成功感。學生在高展示和高參與的學習中十分投入。同時，教師又引入電子學習元素，

學生在課堂內外都能互動學習，互相提點，學習的興趣和動機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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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展示他們對《背影》一文中現實與回憶的解讀。

3. 各司其職，推動教師團隊的專業成長

 是項教研活動引入了最新的教學資訊和方法，教研小組在不同的工作崗位各司其職，各盡所能，既提升

了學生的學習效能，更發展了教師的專業及課程領導帶領教學革新的能力：

 科主任全程參與教研工作，在教研活動中提供行政協調，發揮課程領導應有的管理和溝通能力；

 級聯絡人則主力帶領教研，協助各科任教師研習文本，設計提問單、蒐集學習顯證—發揮課程領

導應有的發展學科教學的能力；

 其他組員則一同檢討教學成效，增加了教學內容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對學科知

識及教學方法都能充分掌握。

 教研小組通過緊密的協作交流，以共同備課、觀課、評課等完整的優化課堂流程，有效匯聚了不同教師

的能量，改變了中文科團隊的專業素養：

 通過深入驗證教學新知，反復探索學生的學習情況，讓教師反思日常的教學狀況，持續提升個人的

教學能力；

 有系統而對焦的教研活動為教師蒐集豐富的學習顯證，並由此而設計了學、教、評的策略。教師在

過程中通過知識的引入、了解和實踐，再經過分析、交流、梳理和轉化，使外來的知識成為了科組

自身的知識，有效營造了學校的教研氛圍；

 整項教研計劃創設了學校交流的平台，既優化了中文科組管理及溝通機制，同時強化了科組管理策

略，讓課程領導專業持續發展，也讓科組茁壯成長。

 在這次共同構建專業知識的過程中，教師不斷反思求進，成就團隊，提升學與教的成效。以下是參與教

師個人反思：

謝荻苓老師（DS4級任教老師）：

看到王政忠老師運用「MAPS」教學法教學瀟灑自然，學生投入課堂，思考活躍，表達流暢，令人

驚歎！但在自己課堂嘗試實踐時，才發現「MAPS」教學法易學難精。幸好有同路人一起備課議

課，互相支持鼓勵，自己才能慢慢進步。我不認為「MAPS」是最好的教學方法，但「MAPS」一定

是老師在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時一種值得參考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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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婷婷老師（DS4級任教老師）：

透過同工的互相提點，共同備課，交流心得，發現提問單的設計、心智繪圖的繪畫均為基礎，如何

因應學生的需求，在基礎之上設計不同的課堂活動，扣連語文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以學生為本，優

化課堂，才是「MAPS」教學的精神所在。

黃海維老師（DS4級聯絡人）：

如何通過提問使學生能畫出完整的心智繪圖，正是「MAPS」提問單的魅力所在。問題的設計不但

要針對文本，有層次逐步深入，且要讓學生易於回答，原來這一切並不簡單。在共同備課的過程

中，老師們在討論提問的字眼、次序和問法時的執著與認真，是最值得我欣賞和學習。與老師們互

相備課、觀課、評課、交流，不但能促使個人專業成長，也能讓我體驗一個學習社群的驚人力量，

感激各位老師的無私奉獻。

謝敬老師（中文科主任）：

本年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教學法，擴寬老師眼界，再通過詳細的討論，從而選擇合適的教學法在課堂

中實踐，使教學效能有所提升。在研習MAPS 教學法的過程中，老師有機會仔細討論學習目標、教

學步驟、問題設計，這些討論使老師對文本有更深入的認識，也更能以學生的能力去設計課堂。另

外，在觀課議課的過程中，老師可以驗證課室設計的成效，及時作出調節，優化課堂。最後，本次

研究最重要的是老師共同協作、互相支援，形成專業的學習社群，促進專業成長。

總結

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面對千種百樣的學習需要，教師需要不斷改進、不斷發展的課程。同時，學校也需

要一批不斷學習、不斷反思、具備專業素養的課程領導。然而，成功的課程領導，不是要成為高人一等、

技勝一籌的教學高手，而是要與科組團隊共同訂定發展方向和目標，提高團隊的專業素養，引領團隊發展

專業。真道書院便通過引入新的教學法，刺激教師自省自強、見賢思齊的學習動機，讓教師在實際操作中

建立專業學習社群，提升專業水平，並通過知識的管理和轉化，推動科組和學校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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