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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銜接主流的課程：為了讓初中學生逐步銜接主流高中，學校規劃初中文言閱讀；2020/21 

開設初中「非華語學生中文科文憑試調適班」。

2. 優化文言閱讀的學與教：因為近年中二、中三學生的閱讀學習受疫情影響，進度未如理想，

所以學校需要優化這兩個年級的文言閱讀教學，希望學生能夠提升閱讀能力和認識中華文化，

為升讀高中主流課程打好基礎。

(一)學校非華語學生中文科的發展和需要



(二) 非華語學生學習文言的關注點

• 學生缺乏閱讀文言文的基礎，教師如何規劃文言課程，促進課程銜接？

• 學生的識字水平不足，教師如何提升學生閱讀文言的能力？

• 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顯著，教師如何照顧語文學習的多元需要？

• 學生文化背景不同，教師如何引導學生認識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促進

全人發展？



教學目標

為非華語學生規劃文言篇章的學習，以

多元策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拓闊學生

的語文和中華文化學習，讓學生銜接主

流，促進全人發展。

銜接主流、全人發展

多元學與

教策略

學習中華

文化和

價值觀

文言篇章

閱讀



(1) 規劃不同階段的閱讀課程，讓學生拾級而上

(三) 學與教的實踐策略

2021/22

中一

文言故事 *《賣油翁》歐陽修

成語故事 刻舟求劍 畫蛇添足
揠苗助長 井底之蛙

古詩 *《憫農(其二)》李紳

*《客至》杜甫

中二

文言故事 *《燕詩》白居易

古詩 《賣炭翁》白居易

學生經過2021/22的學習，他們能夠

• 認識一般常用的文言字詞

• 大致理解文言內容

• 流暢地朗讀古詩

• 簡單評價人物行為

• 指出內容題旨、寓意

* 建議篇章篇目(文言經典部分)



2022/23

中二 (吳詠儀老師)

文言故事 《宋定伯捉鬼》干寶

《陳太丘與友期行》劉義慶

古詩 *《燕詩》白居易

中三 (任巧恩老師)

文言故事 《宋定伯捉鬼》干寶

*《桃花源記》陶淵明

文言文 *《愛蓮說》周敦頤

 建基中一、中二古詩文學習的積累，在中二、

中三加以鞏固、深化

鞏固：建基所學、穩固基礎、增加知識

 中二 、 中三共同選材：《宋定伯捉鬼》干寶

深化：遷移運用、提升水平

 中二選材：《陳太丘與友期行》劉義慶

 中三選材：《桃花源記》陶淵明

* 第三學習階段 建議篇章篇目(文言經典部分)



鞏固基礎

第二學習階段

NLR(3.1)2 能概略分析閱讀材料的內容要點

NLR(3.2-4.2)6 能欣賞作品中生動活潑的描寫

NLR(4.1)1 能指出閱讀材料的主旨

NLR(4.1)2 能就主題，評價閱讀材料中的內容和人物角色的行為

銜接主流

第三學習階段

NLR(5.1)2 能概括段落大意以掌握作品的中心思想

NLR(5.1)3 能概略分析閱讀材料主要運用的寫作方法（如記敍）

NLR(6.1)4 能對閱讀材料的觀點提出個人見解，並舉例說明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閱讀能力學習成果

文言篇章閱讀預期學習成果



認識

欣賞探究

學習重點

文言知識 生動活潑的
描寫

中國傳統的
價值觀

• 字詞解釋
• 文言句式
• 基礎語法

• 生動的人
物形象

• 想像豐富
的情節

• 守信
• 有禮
• 儒家的大

同世界
閱讀文言文

認識中國傳
統的價值觀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文言閱讀法寶 1

掌握文言知識

文言閱讀法寶 2

掌握記敍六要素

文言閱讀法寶 3          
代入情境和角色

文言閱讀法寶 4  

運用預測策略

文言閱讀法寶 5   

運用推論策略

閱讀法寶 3 – 5
*理解內容

*拓闊想像和思維

閱讀法寶 1 – 2
*學習字詞、句式和語法

*分析結構

(2) 運用文言閱讀策略：

通過閱讀策略促進學生理解

和思考篇章內容

(三) 學與教的實踐策略



文言知識 課業示例

字詞解釋、詞性

古今異義

文言閱讀法寶 1：掌握文言知識，理解內容大意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字、詞、句解碼 — 明白古人的語言



文言知識 課業示例

「之」的用法

文言句式：疑問句、否定句

主語省略



語譯故事內容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掌握古人的行為和故事情節

學生圈出原文的動詞，語譯動詞及原文，
掌握人物的行為。

學生語譯人物對話，掌握故事的情節。



篇章 課業示例 篇章 課業示例

宋定伯捉鬼 陳太丘與友期行

桃花源記

文言閱讀法寶 2：以記敍六要素提取故事要點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掌握故事的綱領

NLR(5.1)3 能概略分析閱讀材料主要

運用的寫作方法（如記敍）



文言閱讀法寶 3：代入故事情境和角色

《宋定伯捉鬼》

引導學生理解「客觀情境」、「感受」和「行為」之間的關係

解說客觀情境讓我們
產生不同的感受，因
此出現不同的行為反
應。

引導學生想像假如遇
到鬼怪，感受如何？
學生會問鬼怪甚麼問
題？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鋪墊心理、聯繫生活經驗



朗讀的好處：培養語感，代入故事情境，加深對內容的體會
學生反覆誦讀，讀出學習文言文的信心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讀出感悟、鋪墊心理

朗讀的要求：讀得正確、流暢、鏗鏘

朗讀的形式：指讀、認讀、朗讀故事的白話譯文

朗讀課文



運用想像設計角色對白

《陳太丘與友期行》 《桃花源記》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學生運用想像進入故事情境和演繹角色



文言閱讀法寶 4：運用預測策略，啟發學生對內容的想像

從第一段內容推測宋定伯在路上會怎樣做
和第二段的發展

推測陳元方教訓友人，最後故事的結局如何？

推測漁人看見桃花源的景物和村民的生活，
漁人會怎樣做？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聯繫上文下理和個人生活經驗，預測故事發展或結局

從第二段內容推測宋定伯行為背後的原因
和第三段的發展



文言閱讀法寶 5：運用推論策略，啟發學生思考故事的發展

《宋定伯捉鬼》

《陳太丘與友期行》

《桃花源記》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由感悟出發，推論古人的心情和想法，

加深對內容的理解



NLR(4.1)1 能指出閱讀材料的主旨NLR(3.1)2 能概略分析閱讀材料的內容要點

《陳太丘與友期行》

分析宋定伯
和鬼的行為

《宋定伯捉鬼》

《桃花源記》

分析桃花源
是一個怎樣
的社會，那
裏跟作者身
處的社會有
何不同。

通過「文言閱讀法寶」促進學生理解和分析，掌握篇章的中心思想



NLR(5.1)2 能概括段落大意以掌握作品

的中心思想

歸納《桃花源記》的段落大意

NLR(4.1)2 能就主題，評價閱讀材料中的內

容和人物角色的行為



(三) 學與教的實踐策略

(3) 調適學材和設計多元活動，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文言篇章 自學材料 課堂學材 學習活動

原文調適版 預習 課堂簡報
以不同顏色、字型
大小突顯學習重點

找朋友 –字詞學習
活動

配合繪本閱讀 朗讀二維碼 工作紙
填充、填表、填圖、
選擇題、內容排序、
問答題

聲演動畫

創作新的情節

以延伸討論探討中
國傳統的價值觀

延伸寫作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調適原文的內容，讓不同文化
背景和能力的學生也能夠進入
文言的領域

調適原文內容，刪剪文字和情節

《宋定伯捉鬼》第二段 調適版本 說明

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

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

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

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

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

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

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

聽之，了然無聲音。定伯自渡，漕漼作聲。

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

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

何如？」定伯曰：「大善。」鬼言：「卿太重，

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

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

答言：「惟不喜人唾。」

調適版本刪剪了宋定伯

與鬼渡河的情節，內容

篇幅更簡短。內容保留

了宋定伯問鬼最害怕甚

麼的對話，讓學生能由

此展開推測，思考故事

的發展和結局。

紅字為節錄內容



《桃花源記》原文 調適版本 說明

晉 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
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
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
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
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
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
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
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
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
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
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
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
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 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
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忽逢桃花林，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
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
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

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
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
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
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
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
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
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
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
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
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
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
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調適版本精簡故事內容，

讓學生更容易掌握漁人經

歷的重要部分和桃花源中

人的生活。結尾仍保留未

能再找到桃花源，啟發學

生無限的想像。

紅字為節錄內容



預習：掌握篇章梗概

1. 從篇名找出：

*人物角色 / 關係

*篇章體裁

*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

2. 認識體裁特色：記事、對話

《宋定伯捉鬼》

《陳太丘與友期行》

《桃花源記》

圖片 圖片 圖片



篇章朗讀二維碼

以不同顏色、字型
大小突顯學習重點

圈出重點字詞，以填充方式完成語譯

《宋定伯捉鬼》



選擇題 – 辨析內容重點

排序 – 理順故事的脈絡

填圖 – 加深對內容的理解

《桃花源記》《陳太丘與友期行》

《宋定伯捉鬼》

圖片 圖片 圖片

圖片 圖片 圖片



聲演《陳太丘與友期行》動畫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學生進入故事情境和代入角色，演繹對白

教學步驟

1.先讓學生理解原文，掌握內容大要。

2.引導學生理解人物情感，與學生共同構

思對白。

3.指導學生運用清晰的口語和恰當的感情，

唸出對白。

4.學生看著故事動畫片，配合畫面聲演人物

角色。

為《宋定伯捉鬼》創作新的情節

題目：宋定伯過河的時候，發出很大的聲音，鬼開始

懷疑宋定伯。試試為這一段創作新的情節。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學生連繫現實生活的經驗，為古人想出應變的方法

師生共同建構故事新的情節和人物對白，學生進行角色扮演

NLR(3.2-4.2)6 能欣賞作品中生動活潑的描寫



問答題 – 思考「守信」和「有禮」的含義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學生連繫現實生活的體會，學習正確的價值觀

NLR(6.1)4 能對閱讀材料的觀點提出個

人見解，並舉例說明

根據《陳太丘與友期行》第二段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

對子罵父，則是無禮。」



延伸寫作 – 啟發學生的想像和思維，鞏固所學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學生連繫現實生活的體會，評價人物行為

題目：以鬼的身份寫一封信給宋定伯

課業分析

學生一方面能夠代入古代角色的身份，另一方面能

夠結合生活體會，以現代人的思維想像古人(鬼)的

感受。學生在信中表達了對別人信任卻被欺騙的失

望，並告誡宋定伯不要再犯錯，否則會被上天懲罰。

NLR(4.1)2 能就主題，評價閱讀材料中的內容

和人物角色的行為



《桃花源記》繪本閱讀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通過原文與繪本的互相補充，讓學生走進古人生活
的場境

教學步驟

1.先讓學生理解原文，掌握內容大要。

2.配合原文內容的不同層次，選讀繪本內容。

3.引導學生觀察繪本，說出所見圖畫的內容，

鞏固對原文的理解。例如：想像漁人發現桃花源的

經過和感受、描述桃花源中人的生活

4.以提問引導學生思考，探索原文的內容。例如：

分析漁人的做法

原文

描述

繪本

圖畫

發現桃花

源的美



延伸討論 – 認識中國傳統的價值觀

《大同與小康》（節錄）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矜、
寡、孤、獨、廢皆有所養；
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
是謂『大同』。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人們追求哪些快樂和原因，
班中投票選出最重要的三項。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學生認識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跟現代人
的理想是相通的

延伸篇章



課業分析

學生在文中提到快樂來自家庭、友情和個人內心的

愉悅，內容具備中國文化以人為本的元素。

題目：我對快樂的看法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學生從所學內容得到啟發，連繫現實生活的
體會，抒發所想

NLR(6.1)4 能對閱讀材料的觀點提出個

人見解，並舉例說明

延伸寫作 – 啟發學生的想像和思維，鞏固所學



NLR(6.1)4 能對閱讀材料的觀點提出個

人見解，並舉例說明

課業分析

學生以儒家「大同」世界說明自己心中的理想

社會，那裏人人平等、互相幫助、以禮相待，

沒有爭執和戰爭。

與古代對接，跟古人溝通
學生從所學內容得到啟發，連繫現實生活
的體會，抒發所想



(五) 教師感言

想一想：
哪些今天分享的策略有助發展貴校非華
語學生的文言閱讀？如何實踐和發展？

學與教的破框思考

• 學習不封頂

• 化不可能為可能

• 有限的識字量不影響認知和思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