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歌漂流瓶：布羅茨基與俄語詩歌傳統》

中文科科主任 江志豪



01
緣起

02
規劃

03
風景

04
反思

05
總結



緣起——
文學漂流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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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 沙田區
• 男女校
• 學生比較乖巧，喜愛閱讀
• 學生在中文科學術表現平穩，

希望課堂以外有更多嘗試和發展



目的：回應優化高中中國語文科的發展方向，
以釋出更多空間照顧學生的多元學習需要，
透過全方位學習，豐富學生的語文學習經歷，
加強對沙田區的歸屬感和喜愛之情。

文學漂流



規劃——
文學漂流的
規劃與設計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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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教師

社區 作家



中四 沙田文學(其他家的作品)[記+景 / 情]

課程規劃

年級 重點
中一 神話、新詩[趣味、文化]
中二 動植物與象徵意義
中三 親情、論說

中五 香港以外的作家及作品一[文化、記+情/ 理]
中六 翻譯作品

各級推行「群文閱讀」的重點

全方位學習三元課程架構

體驗

……

綜合
運用



漂流1——文學對讀

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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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學生為主角，促進自主學習
• 積累語料，培養語感
• 促進理解，引發思考
• 拓寬語文學習
•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 善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與教
• 綜合訓練，一材多用

設計理念



反思

自主
學習



策略

• 配合群文閱讀教學
• 同一景點，不同題材，不同主題，不同

年代，不同作家，不同角度，不同形式
• 著重經歷、感悟、反思
• 走出教室，步入社區

群文
閱讀

多角度
思考

體驗式
學習



導讀

精讀

多元
題材

一材
多用

反思

策略



景點 篇目 文學活動 活動目的

車公廟

瀝源九約

捉神獸 訓練學生的觀察力

瀝源香與香港
香港九約竹枝詞
車公廟建築特色
車公廟對聯的謬誤
〈竈君與財神〉

香港文化
博物館

建築特色

朗讀文學作品
詩配相片

訓練學生的想像力

北京四合院
〈胡同文化〉
館外李小龍銅像
〈剝裂中泛出夕陽的銅光〉（節錄）

沙田公園

中國園林設計原理：
陳從周：《中國文人園林》

朗讀文學作品
親身感受文作品和作

者的思想感情從陳從周理論解讀沙田公園的中式庭園

〈人生‧杜鵑花瓣〉

瀝源邨
與

瀝源橋

〈有河則靈〉

文學街招
訓練學生綜合

運用語文的能力
沙田新市鎮
香港公共屋邨發展歷程



延伸閱讀

多元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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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學生作品



學生作品

樓宇經過時間
的摧殘，已變
得古舊，但磨
滅不了心中的
感情

瀝源邨

一位仁慈卻又有原則
的老人，
他歡迎所有人的參觀，
……
他的態度多麼坦誠，
每時每刻都吸引住別
人。
細味之下才發現他悠
長的歷史，
難道你不想跟這位有
故事的人聊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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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展望——
學生和教師的專業成長



是次活動最吸引的地方是：

• 能走出校園，與同學一起進行活動
• 有機會遊覽和深入了解平日近在咫尺，但

原來有悠久歷史的建築和地方

• 可以走出教室了解沙田的歷史和本地文化
• 同時又有作家帶領，能夠從作家的角度觀

看沙田的樓宇和景物

• 根據詩句拍攝合適的照片，以有趣的方式
引入文學



是次活動對我最有幫助的是：

• 令我學會多觀察日常生活身邊的事物和學
習地區文化

• 以不同的角度仔細觀察身邊的事物

• 加深對文學的認識
• 使我對寫作有很多的啟發
• 更了解沙田的歷史和了解作家的想法

• 寫文章時可以加入自己的經歷，令文章更
生動和更有感情



• 更清晰的了解課程發展的趨勢
• 以學生為主角，促進生本語文發展
• 建基現有優勢，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增強

學生的學習深度
• 善用資源
• 培養課程領導

教師反思



展望

跨科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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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走出課室
• 真實體驗
• 豐富學習經歷
•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 全人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