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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慈幼中文科校本課程發展的軌跡：



我們的一小步：

思維教學：

創意解難、

邏輯謬誤

男生閱讀：

活用圖像組織、

由議論到辯論

明辨性思維：

科普閱讀

探討跨科組合作：

中文X生涯規劃＝？



二、 文獻啟迪：



（一）「生涯規劃教育」緣起：

OECD, “BRIDGING 
THE GAP”(2004)

行政長官

《施政報告》
( 2014)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2017)

《學校課程檢討

專責小組──最後

報告》(2020)

於高小和初中
階段盡早開展
生涯規劃教育

（並非等同就
業輔導）

開辦高中級別的
公營學校獲得相
等於一名學位教
師職級薪金的額
外經常津貼，加
強生涯規劃教育
元素

報告列出生涯規劃育策略
(七選三)：

1. 促進自我認識的
評估工具
2. 多元的教育活動
和課程
3. 多元出路及職業
體驗活動

專章〈分冊9︰生涯規劃
──多元出路 邁向卓越〉:

討論「多元出路
下中學課程中的
生涯規劃」、
「學生在不同階
段的自我規劃」



（二）甚麼是「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是指：

「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讓人能整全地規
劃一生，包括生命中重要的範疇，如工作、
學習、人際關係和閒暇。這過程也要求人
在其社會環境中按步驟積極地實施所定的
計劃。」

（《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指引》，2014）



生涯規劃的三個要素：

• 「自我認識及發展」、

• 「職業探索」及

• 「生涯規劃與管理」

（《學校生涯規劃教育推行策略大綱便覽》，2014；「生涯規劃」資訊網頁，2020）



一點思考：

「自我認識及發展」與「職業探索」
之間的相互關係？



戴蒙教授：找到人生意義的三個必要條件：

「意義深刻的召喚」！

1. 自我探索：對自己的能力有真實的了解

2. 與他人的連結：知道這些能力可以從甚麼角度來服務世界的需要，能夠
帶給他人幸福

3. 深度的喜悅：運用自己能力服務世界的時候，即使面臨挑戰和困難，也
會感到深度的喜悅，而不祇是表面、浮淺、短暫的快樂

（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2008；何琦瑜，2014）



自我探索 連結他人／世界

深度喜悅

尋找意義



（三）如何探索自我，促進學生從多角度思考對自己的認識？──
「周哈里窗戶理論」（Johari Window）

出處：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q=%E5%91%A8%E5%93%88%E9%87%8C%E7%AA%97%E6%88%B6%E7%90%86%E8%AB%96&sxsrf=ALeKk00CQwBGHtx7Ovnlew_9yoboZ6tFEQ

:1602555535240&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coqTLwLDsAhWGwpQKHWcbAaEQ_AUoAXoECAwQAw&biw=1203&bih=681#imgrc=MmFAee6r0jZPhM



如何借助「中文 X生涯規劃」實踐？

Open

大眾我

Blind

盲目我

Hidden

隱藏我

Unknown

未知我

自我探索 連結他人／世界

深度喜悅

尋找意義



三、 當「人物描寫」結合「人物專訪」

（一） 由檢視到設計：



檢視現況：

中三中文科

「人物描寫」

單元

中三生涯規劃

「認識記者」

行業



（二） 思考： 如何搭建一條色彩豐富的橋樑以貫通兩者？

中三中文科
「人物描寫」

單元

中三跨科閱讀
「人物專訪」



中三跨科閱讀「人物專訪」學習目標：

• 同學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

• 同學可以更深入地認識傳媒的工作

• 同學可以理解傳媒工作者的核心價值──良知

• 同學可以更深刻地描寫記者

• 為中四的選修單元(新聞與報導) 作鋪墊



跨學科閱讀教學流程

步驟 內容 詳情
引入 人物專訪的介紹 筆記：人物專訪筆記

影片：「豆腐」參加幪面超人變身比賽

輸入 篇章輸入 篇章：
1. 丘成桐

- 人物專訪的特點
- 深度閱讀 (細閱)

2. 趙麗如

- 記者的特點
- 深度閱讀 (細閱)

輸出 寫作 一篇關於自己的人物專訪
一篇人物描寫的作文 (與記者有關)



由增潤閱讀篇章開始：

• 〈爸爸的花兒落了〉  〈丘成桐感性＋理性＝數學詩人〉

• 增選原因：

—兩位主人翁幼年喪父的經歷相近；

—新增的文章既是人物專訪的示例，亦可以扣連反思傳媒行業生態，
由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趙麗如撰寫的文章：〈海外採訪的癲狂歲月〉



（三） 提問設計舉隅：

—細讀專訪，由題目開始：

• 文章題為「感性＋理性＝數學詩人」，當中的「感性」和「理性」
分別是甚麼？

• 你認為標題改為「感性和理性結合的數學詩人──丘成桐」，會
比較好嗎？



深挖人物經歷……

• 父親在丘成桐心目中有哪兩種形象？為什麼呢？

• 文中寫道「安身，立命，各有軌迹，把他人生這幾條支線連接起
來的，是數學」，當中的「安身」和「立命」是什麼意思？

• 綜合全文，可見丘成桐的人物性格為何？（具有什麼特點？）

• 這篇「人物專訪」呈現出的數學家有甚麼特別之處？

對你有甚麼啟發？



夫子自道──「認識記者」行業的辛酸……

• 文中提到記者「工作量大」，「即時發放新聞的競爭越趨激烈」，
你同意嗎？你所知的能夠「即時發放新聞」的媒體有哪些？試舉
出其中三家。

• 文中所提到有記者「鬥扑咪」，他們的用意何在？

• 這篇文章主要向我們表述甚麼主題信息？

• 這篇文章讓你對新聞採訪行業，有甚麼跟以往不同的了解和反思？



生涯規劃組的配合



生涯規劃組的工作目的

•讓同學可以在課後時間，接觸到有關的資訊

•提供更多的資訊

•引起同學對傳媒的興趣和反思



記者相關書籍展覽



出版有關記者的專訪

• 為甚麼你會選擇讀傳理系？

• 其實記者工時長、人工低，你有
想過畢業後不做記者，做別的工
作嗎？

• 你認為我們為甚麼需要記者？

• 你遇過甚麼困難或挑戰嗎？

• 你有甚麼話想跟你的師弟說？



生涯規劃早會課

•播放有關傳媒的影片

•同學觀看影片後回答有關的提問

•加深同學對傳媒的認識



（四） 由「職業探索」到
「自我認識」



1. 兩篇跟專訪有關的文章均設學生「自我檢視」小工具：



2. 課業、評估的新嘗試：

•鼓勵學生運用所學採訪的技巧，自擬提問，擬寫一篇有關自己的
人物專訪；

•為突破單一角度，促進多角度思考，學生需要訪問三位或以上的
同學或教師；

•課業提交的方式多元： 除了文字篇章，亦可以附上合適照片，
或以拍片代替；



同學自己
的課業





課業目標

•同學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

•同學可以藉其他人對自己的觀感反思自己



面對限制與困難

•疫情底下，課業二未可順利完成，未知同學有否更認識記者

•同學仍未習慣老師不斷地追問；而同學的看法大多流於表面，或
純屬主觀意見，未有支持自己的文本理據



四、 經驗小結與初步反思



（一） 學生表現：

• 對自我的挖掘尚處剛剛起步的階段，正由「表層」開始，可以更進一
步地發展

• 對自己作了正面／負面評價之後，如何追問「為甚麼？」

• 或從過去或「未來視野」的角度續問，例如：「你曾經做過甚麼，以
致你作出這些評價？」或「你作出這些評價之後，然後你會做甚麼？」

• 又或參考戴蒙教授就「人生目的」向青少年提問的三個問題：
「我對甚麼有興趣？」、「我最擅長甚麼？」、「這世界需要甚麼？」
等



（二） 教學策略檢視：

1. 融入及結合的方式可取（中文 X 生涯規劃）

2. 貼近生活的重要性（選材是否適合學生；教學方面，例如設題如何
引導學生從丘成桐的身上，思考與自己生活有關的元素）

3. 指引及示範（協助學生掌握）

4. 多元化輸入與輸出（多媒體的輸入；不限於紙筆的輸出）

5. 電子學習的技能（網上學與教的需要）



（三） 課程規劃：

• 中文 X 生涯規劃之後  學、教、評的視野打開新天地，可供
未來繼續探索

• 一字記之曰：「變」

• 學：可以在課外不同的場合，加深對課題的認識

• 教：以短片作輸入；閱讀的材料跟學生的生活更貼近

• 評：改變只以字筆為評估，嘗試以短片形式作評估



（四） 「過來人」給業界同工的一點分享：

• 例如： 釐清「生涯規劃」教育的迷思──不單單是找工作、糊
口，而是可以有價值意義層面的追求（配合上文戴蒙教授所說的
「意義的深刻召喚」）

• 提供不同的資訊，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要
(興趣、能力等)



（五） 結語：「生涯彩虹圖」

•人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角色，
倘藉中文 X 生涯規劃之後，
可以讓學生對自己的生命
有更長遠、寬廣、整全的
視野，這可能是教學生涯
的另一收穫……

出處：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7%94%9F%E6%B6%AF%E5%BD%A9%E8%99%B9%E5%9C%96&rlz=1C1GCEU_zh-

TWHK859HK859&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iM69mDyq7sAhXVy4sBHXQVAdMQ_AUoAXoECAwQAw&biw=1920&bih=968#imgrc=TUl135JVSKbjZM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7%94%9F%E6%B6%AF%E5%BD%A9%E8%99%B9%E5%9C%96&rlz=1C1GCEU_zh-TWHK859HK859&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iM69mDyq7sAhXVy4sBHXQVAdMQ_AUoAXoECAwQAw&biw=1920&bih=968#imgrc=TUl135JVSKbjZ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