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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從文學經典作品學習，認識中華文化，兼顧價值觀教育 

講者：陳頌雯女士（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單淑蘭老師、潘鳳平老師、唐家碧老師、譚潔心老師（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引言 

中國文學和中華文化都是中國語文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語文是重要的交際

工具，同時又是思想、文化的載體，透過中國文學經典作品的學習，讓學生深入

認識中華文化，吸收優秀的養份，進而增進對國家民族的感情，養成良好的國民

素質，承傳民族文化，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同時培育學生的品德和文化修養，

全面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課程發展議會，2017）。 

 

於二零二零年，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提出方向性建議，當中包括：加強課

程內中國文學和文言經典的學習、欣賞經典篇章和名著，由小學開始從小培養學

生欣賞中國文學作品和文言經典等中華文化瑰寶，以利推廣中華文化和吸收作品

內的品德、情意和美感的元素（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2020）。 

 

為了提高初小學生學習古詩文的興趣，加深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並豐富

思想內涵和內化正向思維，以及培養其審美的情趣、態度和能力，路德會梁鉅鏐

小學着力優化校本古詩文課程，透過加強課程整體規劃，優化單元設計，以品德

情意為主軸，選取音節優美的古詩文，讓學生多誦讀；並把讀文教學與古詩文教

學相結合，運用多元化學與教策略，並有機結合學習與評估活動，讓他們有趣味

地學習古詩文，領略作品的情意，深刻地體悟中國傳統美德及文學之美，兼顧品

德培育和文化薰陶，提升語文素養。同時，善用多元化的評估策略，以能更全面

地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作出適切的跟進，持續優化校本課程發展。 

專業發展 

為加強教師的專業能量，支援人員為教師安排專業發展活動，透過提供適切

的支援，並促進教師反思，持續優化校本課程，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在首階段，

支援人員為參與教師安排講座，讓教師更了解古詩文課程規劃的可行發展方向及

策略，加強教師課程規劃的能力；並探討學與教策略及評估設計的原則，以能提

升學生學習古詩文的動機及興趣，且有利適時檢視學生學習表現。此外，透過觀

課，了解學生學習進程，即時檢討學與教成效，並於下一單元教學作教學調整，

促進學習效能。為培養教師的評估素養，善用共同備課會時段，帶領教師透過「實

證為本」(Evidence-based)，蒐集學生的作品、反思等學習顯證，以分析他們的學

習表現，檢討教學成效，並歸納學生的強弱項，就課程規劃、學與教策略等方面

擬訂跟進策略，持續優化教學設計，促進校本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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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中文科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提升學生的品德素養」，「開放

學習材料，重視經典閱讀」為科本策略，期望學生透過閱讀不同文學作品，提高

學習語文的興趣和語文能力；並透過閱讀古詩文，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及正確價值

觀。然而，教師在教授古詩文時發現學生難以體悟古詩文當中藴含的價值和意義，

課堂中欠缺朝氣，學生對學習古詩提不起興趣和動機。為加強古詩文學習效能，

以二年級作為試點，以「策劃—推行—評估」（PIE）循環模式優化校本古詩文課

程，包括課程規劃、發展學與教策略、發展多元化評估設計，以及善用評估資料，

落實評估回饋策劃，持續優化校本古詩文課程。 

 

為加強文學文化的學習，建議學校在課程內可靈活地加入建議篇章，以豐富

學習內容，例如增設文言經典單元，或配合單元主題加入相關篇章（何燕萍，2021）。

因應校情，學校決定加強課程整體規劃，按照單元主題加入相關的古詩文，讓學

生在創設的情境下融會貫通學習，並參考課程發展處「積累與感興」古詩材料及

「二十篇建議篇章」等資源，檢視校本單元課程，與相關主題、品德情意等元素，

有機結合，當中亦考慮學生的能力、需要、心智發展等，選取淺白易明、瑯瑯上

口的詩歌，擬訂各單元古詩學習材料。 

 

表一：課程規劃舉隅 

單元主題 閱讀學習範疇 品德情意 

 

中華文化 文學 

「動物也有

情」 

 

 與動物有

關 

 動物也有

靈性 

 

 分析及評價

篇章角色的

行為 

 理解及分析

篇章寫作目

的 

 感受作品的

情意 

 

 知恩感戴，

關懷顧念 

 尊重生命、

同理心 

 尊重 (配合

教 育 局 十

個 首 要 價

值觀培育) 

 仁愛、良善

(配合學校

品 德 素 養

—— 九 個

聖靈果子) 

 「仁民愛

物」精神 

 「己所不

欲，勿施於

人」中華經

典金句 

 

 《鳥》白居

易 

 

 

何文勝（2012）認為單元教學是一種系統化、科學化的教學體系，它既不同

於單篇教學，也不是將幾篇課文簡單地組合在一起，而是組成單元的文章，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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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知識結構上要有內在的聯繫，使學生獲得有系統的知識與技能。因此，單元

教學有利加強教學的計劃性，體現教學過程的階段性、連續性及循環性，做到從

整體上來考慮安排傳授知識和培養能力的序列。單元是一種有效的課程組織。故

此，在單元規劃中有機連繫各學習範疇學習，滲入文學經典作品學習，教師相信

能有助學生理解作品內容，以及感受古詩文的情意。 

 

校本古詩文單元規劃以寓文化學習於語文學習為原則，着重加強與各學習

範疇緊扣，與語文學習結合，期望在培養學生聆聽、說話、閱讀、寫作等語文

能力時，亦能通過選用有豐富文化內涵的語文學習材料，讓學生在語文學習中

同時認識中華文化。 

 

表二：單元設計理念舉隅 

感受 欣賞 創作 

善用思維工具「特徵列

舉」感受詩人想像 

欣賞詩人的聯想，以及

詩歌中的「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形式美、內

容美 

透過不同學習活動，激

發學生想像，結合寫作

範疇，學生運用聯想、

想像力，創作童詩 

學與教策略 

1. 「誦」、「讀」、「背」兼備 

    誦讀是目視、耳聽、口誦、心惟的過程，是學習語文的重要途徑。通過誦讀，

有助帶領學生感受作品的音節、韻律以至文氣（課程發展處，2017）。因此，教

師在教學過程中的角色，除示範朗讀、糾正學生讀音，亦需要教導學生誦讀技巧，

透過口誦心惟，感受及理解作品。教師在課堂提供多元的朗讀機會，如全班朗讀、

男女對讀、個人朗讀等；通過誦讀，達到聲入心通的果效，有助學生感受文學之

趣、文學之美，進而體會作品呈現的意境和情韻。學習語文必須積累，背誦有助

於熟習語文節奏、加強感受、提高學習效能和積儲學習材料（課程發展處，2017）。

教師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和能力，採取不同形式的背誦，如全篇背誦、片段背誦、

經典金句等，選擇適量的優秀作品，着學生背誦。對於經典的作品，尤其是琅琅

上口的經典詩篇，教師更鼓勵學生背誦，以深化體會，積學儲寶，豐富語感，提

高個人的語文素養。 

 

2. 善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 

    因應古詩中較抽象內容或較難理解的字詞，善用如圖片、短片等多媒體資源，

協助學生理解學習內容。教師選取古詩中的關鍵詞，善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生理

解古詩的內容大意。在小學階段學習古詩文非一字一詞熟讀精思，逐句翻譯成白

話文，小學階段着重理解古詩內容大意，引導學生感受作品的語言文字和思想內

容之美，體悟古詩的情意。因應學校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透過「校本自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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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堂設計框架」，以「自主五環」設計課堂1，當中包括預習的環節，因此善用

資訊科技設計預習任務，內容主要讓學生在課前初步認識古詩、理解詩人的生平、

創作背景等，以讓學生對將學的古詩有初步理解，藉此善用課時，在課堂有效根

據學生預習所得，帶動他們深化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圖一] 

 

 

 

 

 

 

 

 

 

 

 

 

 

 

圖一：配合學校發展學生自學的習慣和能力，設計預習任務，讓學生在課

堂前對古詩有初步認識 

 

3. 着重思維培養，對作品個人體悟 

    配合學校發展，引導學生從不同時序、角色、層次等切入點思考問題，強化

學生多角度思考，多想一步的能力與態度。學校擬定「校本高階思維教學發展框

架」，幫助學生掌握有效的思考方法，從而強化其學習能力，於各級推展高階思

維十三式，協助發展學生高階思維策略 (Higher Order Thinking Strategies)(HOTS)。

古詩文教學設計重視學生對古詩的個人體悟，讓學生領悟作品的情意，感受文學

之趣、文學之美，因此教學設計滲入有關高階思維策略。如緊扣單元篇章，善用

「溫氏圖」引導學生分析單元閱讀材料及《鳥》一詩中動物行為的共通點，從而

理解閱讀材料的深層意義，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同時理解單元「萬物皆有情」

的中心思想，繼而深化學生品德情意，明白「尊重生命」正面價值觀，並認識中

華文化「仁民愛物」精神。[圖二] 

 

 

 

 

 

 

 

                                                      
1 校本「自主五環」課堂包括：1)明確目標、2)課前預習、3)課內展示、4)評點所學，以及 5）

課後延伸。 

二維碼 

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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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善用思維工具，分析閱讀材料共通點，培養學生品德情意 

     

此外，透過「特徵列舉」，讓學生從單元篇章及《詠柳》一詩中，抓住柳樹

的特徵，從而理解作品中具體形象化的描述，激發學生聯想和想像，探索作品背

後的意念、情思，體會作品的意境。[圖三] 

 

 

 

 

 

 

 

 

 

 

 

 

 

 

圖三：善用思維工具，探索作品背後的意念、情思，體會作品的意境 

 

4. 易地而處，加深體會 

    價值觀和態度的培育避免以說教的方式處理，而應重視感知和思辨的過程，

透過古詩中的人物言行、故事情節、名言雋語等，先讓學生在情感上有所感染，

然後營造適當情境，引導學生由感情激發到理性反思，進而自我反省，並在道德

上自覺實踐（課程發展議會，2017）。湯浩堅（2021）指出在語文科推行品德情

意時，建議因應品德情意和中華文化的學習要點選取學習材料發布置情境；而價

值觀教育不宜說教，可以從感性認知切入，通過客觀討論和理性反思幫助學生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以下單元教學設計以角色扮演學與教策略，讓學生扮演

閱讀材料中的人物，使他們代入角色的立場，體會人物的遭遇，加深對閱讀材料

的體會。廖佩莉（2017）認為角色扮演能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設計角色扮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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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應以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為目標。以《鳥》一詩為例，善用「推測後果」策略，

讓學生代入詩歌中母鳥及幼鳥，感受動物的情感，加深體會，理解作品背後的訊

息 [圖四]；並設計學習活動，讓學生代入詩人的角色，勸告傷害小動物的人類，

讓學生在學習活動中更能強化良好的品德，並體現中華文化「仁民愛物」的精神，

有效加強學生的價值觀教育。[圖五] 

 

 

 

 

 

 

 

 

 

 

 

 

 

圖四：提供機會代入詩歌中角色，體會人物遭遇，加深對閱讀材料的體會 

 

 

 

 

 

 

 

 

 

 

 

  

圖五：設計學習活動，營造適當情境，讓學生代入詩人的角色，引導學生

由感情激發到理性反思 

 

5. 古文今讀，與學生生活連繫，領略情意，體會意境 

   藉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引發他們對作品的共鳴，讓他們深入生活，陶冶性

情；同時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認識並體現優秀中華文化（課程發展議會，2017）。

如在有關大自然主題的單元中了解到春天予人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景象，「一

年之計在於春」，刻意設計延展學習活動，連繫學生生活經驗，在學習及態度兩

方面規劃自己的生活，實踐積極的生活，嘗試在個人方面身體力行，能學習自愛

自律、積極進取的態度。在有關動物主題的單元中學生理解到動物如人類一樣愛

護自己的子女，透過延伸活動，引導學生反思家人對自己的愛，以心意卡設計，

讓學生表達對父母的愛，期望傳統美德，以身體力行，體現、繼承及發揚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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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圖六] 

 

 

 

 

 

 

 

 

 

 

 

 

 

圖六：藉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引發他們對作品的共鳴，讓他們深入生活，

陶冶性情 

評估設計與評估數據運用 

    廖佩莉（2009）指出要有效實踐促進學生評估的理念，教師應是學生進行

自主評估的指導者。同時教師也是一個觀察員，原因是語文學習是個很複雜的

過程，教師是要長時期對學生的學習作出觀察，才能訂定具體細緻的評分準則

和表現指標。要觀察學生學習的表現，教師必須改變教師為主導的教學，因為

只有從活動中才能有機會細微地觀察學生的學習。一般以教師講授為主導的課

堂，學生是被動，要觀察和評估他們的表現是較困難的。 

為讓教師更能了解學生在學習上的強弱項，並就學生所需調適課程、改善教

學，以能幫助他們不斷改進。教師在設計評估活動時考慮評估的適切性，能否針

對不同評估重點，準確反映學生的學習表現（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2021）。

除紙筆評估，教師設計多元化評估，如朗讀、繪畫比賽、多方參與評估等，有機

結合學習和評估活動，並對應學習目標設計評估活動，讓學生更積極地連繫學習

與評估。以繪畫比賽為例，設計能加深趣味性，並針對學習重點「理解古詩內容

及想像」設計評估，從活動中讓學生把《詠柳》的內容以書畫形式，配以題字的

方法呈現詩人的想像，理解詩歌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圖七] 

 

 

 

 

 

 

 

 

圖七：以繪晝比賽作為評估活動，以書畫形式，配以題字的方法呈現詩人的

想像，理解詩歌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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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引入如自評及家長評估等多方參與評估，評量表設計對應評估重點，過程

中學生能認識學習目標，參考評估準則以自我監察；並期望透過教師、家長的回

饋，反思個人的學習過程，從而調節學習策略及學習目標，培養學生對學習主動

性及責任感。且配合學校發展自主學習「自主五環」課堂中「明確目標」及「點

評所學」的環節，即訂定目標及反思學習的部分，加入「我的反思」，讓學生多

參與不同類型的評估活動的態度及能力，在教學前先引導學生自訂學習目標，在

課堂學習後進行反思，並為自己訂立改善策略，逐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學生通過自我反思，培養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嘗試以自我監察及反思學習，並擬

訂跟進學習方法及策略，有助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圖八] 

 

 

 

 

 

 

 

 

 

 

 

 

圖八：培養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負責，自訂學習目標、反思學習成效， 

擬訂改善方法 

 

為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支援人員帶領教師適時蒐集不同能力學生的課業及

評估分析他們的表現，以歸納學生的強弱項，並檢討教學設計、成效反思等，善

用評估數據所得，調整學與教策略；又因應學生的學習表現，回饋課程規劃，重

視審視校本古詩文學習材料，持續優化校本古詩文課程，提升學與教效能。 

 

表三：根據學生的學習表現，調整學與教策略舉隅 

檢討及反思 跟進策略 

 因推行時候正值疫情下上網課，

學生朗讀機會不多，發現學生未

能完全掌握朗讀技巧； 

 未能在課堂上檢視學生表現提供

回饋 

 下一單元調整教學策略，加強朗

讀機會； 

 善用電子學習平台，彌補網課不

足，並了解學生學習進展，並跟進

學生朗讀表現，提供回饋； 

 嘗試滲入同儕互評，彌補網課課

堂互動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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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根據學生的學習表現，優化課程規劃舉隅 

檢討及反思 跟進策略 

 學生需要時間理解古詩內容及感

受作品情意； 

 多元化的學與教活動有助提升學

生學習古詩文興趣，但需要更多

教學時間； 

 如選取與學生生活經驗連繫/更具

體的古詩，學生更易理解； 

 部分選取的古詩文內容過於艱

深，學生難以理解 

 課程編排讓學生有充足時間理解

詩意及感受作品情意； 

 重新審視校本古詩文學習材料，

根據學生的能力和需要，選取更

合適的古詩文讓學生誦讀； 

 因應學生連繫單元主題及學習範

疇學習古詩，有效協助學生理解

古詩，繼續以配合單元加入相關

篇章的策略規劃校本古詩文課程 

學生表現 

配合單元學習重點及主題，選取與學生生活經驗有關的詩歌，能提升學

生學習古詩的興趣。古詩教學與讀文教學相結合，不但讓學生多接觸經典文

學作品，拓闊學生的閱讀面，發展其語文能力，亦有助學生了解古詩內容，

體悟詩人所思所想，感受詩中情意。 

 

運用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有效提升學生對古詩學習的興趣，更能培養

他們的良好品德。運用高階思維策略及角色扮演等策略，不但能激發學生的

想像，感受詩歌的韻味，同時又能讓他們發揮創意，對大自然的景物聯想創

作，培養他們欣賞大自然的態度；讓學生代入詩中角色，領悟詩人所思所想，

加深他們對詩歌所要表達的品德情意體悟。 

 

學生學習古詩除豐富知識，亦能把從詩中所習得的道理，運用於生活當

中，讓學生更能領略學習古詩的意義，提升他們學習動機及興趣。學生能從

經典文學中認識中華文化，培養良好品德，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教師反思 

教師認為古詩教學與讀文教學相結合，有助學生了解古詩內容，體悟詩

人所想，感受詩中情意；亦能拓闊學生的閱讀面，發展其聽、說、讀、寫的

能力，還能讓學生從經典文學中認識中華文化，強化品德情意學習，建立正

面的價值觀。 

 

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不但能激發學生的想像，更能讓學生代入其中，

領悟詩人所思所想，加深他們對詩歌所表達的品德情意的體悟。教師亦認為

學習古詩不只着重認知層面，豐富學生知識，也重於實踐，把道理應用於日

常生活當中，與生活連繫，反思自己的學習及態度，讓學生更能深刻體悟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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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意，以及領略學習古詩的意義。 

 

多元化的評估策略，如課堂觀察、錄音、繪畫等，能讓老師更全面地評

估學生的學習成效，從而作出跟進；學習評估不限於紙筆，學生可透過繪畫、

朗誦等展現其學習成果，不但能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也能提高學生學習古詩

的興趣。 

學校的轉變 

學校適時總結是次經驗，持續優化校本古詩文課程，讀文教學與古詩文

教學相結合，以品德情意為主軸，優化及修訂校本小一至小四級的《古詩集》

及小五至小六級的《詩文集》內容；並參考經驗所得，參照小二級古詩教學

單元設計的策略，逐步推展至其他級別，各級揀選一個單元，進行古詩教學

單元設計，發展學與教材料；亦持續審視各級選取的古詩文，加強課程縱向

規劃。 

 

為拓寬學生課堂以外的學習，於學校早會學術分享時段，教授中華經典

名句，並舉辦校內「詩情畫意」古詩書簽設計比賽等延展活動，營造學習古

詩文氛圍；策劃「尋找古代詩人足跡之旅——蘇杭內地遊」境外學習，期望

透過全方位學習，推展古詩文學習。 

結語 

學校把「策劃—推行—評估」循環融入日常教學工作中，透過蒐集學生的學

習表現，作為學習顯證，檢討學與教成效；並善用評估資料所得，適時總結實踐

經驗，嘗試落實評估回饋策劃，反思修訂教學，在課程規劃、學與教策略等方面

探討跟進方法，提升學與教成效；並持續優化是次發展的學習材料，並把良好策

略推廣至其他級別，以促進校本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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