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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推動中華文化的學習——以圖書教學及文言文教學為例 

講者： 曹美玲女士（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黃藹晶老師、蘇靖敏老師(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曹盈瑋老師、陳淑雯老師(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一)背景 

中華文化是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的九個學習範疇之一，中華文化範疇的學習目標是增進

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提高學習語文的興趣和語文能力；讓學生對中華文化進行反思，並

了解其對現代世界的意義，從而認同優秀的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並在生活

中體現優秀的中華文化(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 

小學教育更新的七個學習宗旨的首項是「透過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認識國家和中華文化，

培養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22)。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建議學校透

過課堂內外的多元學習經歷和活動，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從而欣賞傳統價值觀，珍

視中華文化。 

《價值觀教育課程及架構》(試行版) 中亦提到，與中華文化和中國傳統道德有關的核心價

值（例如關愛生命、堅毅精神、尊重他人、同理心、包容別人、責任感、家庭價值、孝順、

仁慈）十分值得學習，價值觀教育應以中華文化作為主幹(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21)。 

文化是語文的重要構成部分，認識文化有利溝通，也有利於文化承傳。語文學習材料蘊含

豐富的文化元素，文化學習和語文學習可以同時進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中文科教

師一向積極透過課程和各類語文活動，豐富學生的文化知識，讓他們積累文化素養，例如在

課堂上學習經典名篇，積澱語感，提高語文素養；在課堂外，學生透過不同的活動，例如中

華文化日、參觀活動或瀏覽文化網站的材料等，汲取中華文化知識。 

2021/22學年，樂善堂梁銶琚學校的教師以中國節日為主題，發展二年級圖書教學課程，

加深學生對傳統節日、習俗、禮儀的認識；而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五、六年級的文言文

課程，除了能幫助學生克服學習文言文的難點，還可以讓他們通過學習文言經典體悟中華文

化，學習傳統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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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圖書教學學習中華文化 

1. 圖書課程 

傳統節日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載體，樂善堂梁銶琚學校的教師以認識中華文化，提

升學生閱讀興趣及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為圖書教學設計理念，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節日的

故事和習俗。教師就中秋節、重陽節、春節、元宵節、清明節及端午節挑選適合學生閱讀的

圖書。選書原則包括故事生動有趣，能吸引學生閱讀興趣；文字簡潔流暢，適合初小學生閱

讀；圖畫精美，能幫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等。 

支援人員與教師配合中文科課程訂定單元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包括閱讀、寫作、

聆聽、說話、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及自學能力。教師根據學習目標和重點設計

了六套教材，每套教材包括教學單元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教案、教學簡報及工作紙。在課

堂內外，教師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及自主學習能力，如在閱讀過程中

加入圖書閱讀策略，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設計語文學習遊戲，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運

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加入預習、延伸學習及自評元素，提升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等。 

2. 學習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範疇的學習內容 

中華文化範疇的學習內容包括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個方面。「物質」是指人類創造的各種事

物，例如飲食、器皿、服飾、建築、科技科學技術、名勝古蹟等；「制度」就是社會中的各種

制度和規範，例如民族、禮儀、姓氏、交通、經濟、政治、軍事等；價值觀念、宗教信仰、

是非對錯、審美判斷、學說理論等是「精神」部分，是人的心靈活動的結晶，最突出的表現

就是價值觀念。價值觀念有很多類，例如道德價值、審美價值、文學昇華感情的價值、歷史

鑒古知今的價值等等，所以哲學、宗教、倫理道德、教育、文學、藝術等都屬於「精神」範

疇(鄭宗義，2020)。 

物質、制度方面 

學生在閱讀中國傳統節日圖書時，不但認識了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玉兔搗藥、吳剛伐桂、

年獸、桓景登高等有趣的故事，也學會了不同節日的習俗和禮儀，例如春節時大掃除、貼春

聯、吃團年飯、守歲、壓歲錢、拜年、舞獅舞龍、說賀詞、燒炮竹等習俗；元宵節賞花燈、

猜燈謎、吃湯圓；清明節掃墓祭祖、踏青郊遊；端午節扒龍舟、放紙龍、掛艾草、浸龍舟水、

吃粽子和五黃等；中秋節與家人團聚賞月、玩花燈，共享月餅、芋頭、菱角等不同的美食；

古時民間在重陽節有登高祈福、秋遊賞菊、佩插茱萸、拜神祭祖及飲宴求壽等習俗。圖書閱

讀提升了學生對中國傳統節日「物質」、「制度」方面的認知。 

精神方面 

每個節日都有不同的意義，例如在清明節掃墓祭祀、緬懷祖先，不僅有利於弘揚孝道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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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家族共同記憶，還可促進家族成員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中秋節以月之圓比人之

團圓，寄託思念故鄉，思念親人之情，並祈盼豐收、幸福；在傳統觀念中，雙九有生命長久、

健康長壽的意思，重陽節除了有拜神祭祖、登高避禍的意義，又添加了敬老的內涵，所以人

們於重陽之日享宴高會，感恩敬老。這些都是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 

價值觀教育 

此外，教師更善用圖書教學加強價值觀教育。閱讀春節圖書時正因疫情停課，教師請學生

寫賀卡送給他關心的人，並向對方親口說出春節賀詞，拍攝短片上載網站，為對方送上祝賀；

閱讀清明節圖書時，教師請學生寫一張感謝卡送給關心他的人，感謝他對自己的關懷和照

顧，學懂感謝別人對自己的關愛；閱讀端午節圖書時，學生向屈原說出鼓勵的說話，並製作

龍舟玩具，寫上鼓勵話語，送給同學，讓學生學會遇到困難時要冷靜面對，學會正面思維；

閱讀重陽節圖書時，學生看到在艱苦的環境下，桓景仍然能成為一個勤奮、勇敢、堅毅的人，

教師請學生自我反思，以「我是一個(性格詞語)的人，因為……。」造句，嘗試描述自己的

性格強項，上載學校網上平台分享，讓學生學會互相欣賞，互相學習，培養良好的品格。             

學生學習成效 

傳統節日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環，起著豐富精神文化生活、繼承和傳播傳統文化的

重要作用，傳遞著團圓、忠孝、和諧、仁愛、誠信、愛國等精神理念，有利於增強學生對國

家民族的情感認同和文化感知。圖書教學課程能夠加深學生對傳統節日的認識，透過節日故

事、習俗、禮儀和人物故事等題材，學生了解並體會中國傳統風俗習慣和生活智慧，明白要

愛護承傳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學生通過朗讀比賽、資料搜集、心意卡製作等學習活動，在

圖書閱讀過程中提升語文能力，認識中華文化，培養品德。教師讓學生聯繫生活經驗進行反

思，使學生認同傳統文化，並懂得在生活中體現優秀的中華文化，對學生的價值觀培養起積

極的作用。   

 

(三) 透過文言文教學學習中華文化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 建議學校在高小中國語文科課程增加音節優美、琅琅上口的短淺

古詩文，讓學生多接觸文言作品，引導學生多誦讀，感受作品的情意。教育局於 2021年為學

校提供了第一至第四學習階段的古詩及文言文建議篇章篇目，鼓勵學校於 2024/25學年或以

前，在課程內逐步加入建議的文言文作品，幫助學生認識中華文化、豐富思想內涵和內化正

向思維。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的教師在上學年開始設計五、六年級的文言文課程，提升學生理

解文言篇章的能力，讓學生欣賞優秀的語言文字，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學習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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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言文課程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 建議學校教師初學文言文的學生選擇篇幅較短、故事性較強、容

易理解和能聯繫學生生活經驗的文言篇章作為學習材料，並結合篇章特點，幫助學生掌握文

言字詞和句式，提升學生理解文言篇章的能力。 

支援人員與教師檢視教科書現有的教學單元，選取能配合單元學習重點的文言篇章(或節錄

篇章部份內容)設計教材。以五年級為例，支援人員與教師配合單元一品德情意學習重點，選

取《折箭》為文言文延伸閱讀篇章。學生在學習課文《生動的一課》後，已明白篇章主旨「團

結」的重要性，在學習《折箭》時便容易理解故事道理。 

選材時，支援人員與教師參考了教育局的「建議篇章」，最後選取了第二學習階段的《鄭人

買履》、《折箭》和《朱子家訓》作為文言文課程的部份教材，教材包括歷史故事、人物傳記、

神話故事及景物描寫等。這些都是篇幅較短、故事性較強、容易理解和能聯繫學生生活經驗

的文言篇章。 

五、六年級各設四套文言文教材，每套教材包括教學小冊子、教學簡報及教案。支援人員

與教師依中文科的九大學習範疇，參考單元學習重點及學生已有知識擬定文言文篇章的學習

重點。 

賴曉璐(2018)建議教師運用支架式教學理論幫助學生學習文言文，例如提供文言詞彙支

架、背景知識支架、文化支架、文體知識支架等，讓學生掌握學習策略。王翠(2021)則提出

學習遷移理論，認為必須先完善學生文言知識的認知結構，為學習新知奠定基礎。此外，教

師期望加入自主學習元素，如設多方參與評估，提升學生學習文言文的興趣及動機。教師設

計了「樂學文言四步曲」四個教學步驟，教學步驟目標及內容詳見表一。  

表一：「樂學文言四步曲」  

 目標 教材內容/活動 

讀 讀準字音、正確斷句，初步理解文章內

容 

作者簡介、自學粵普讀音、依照斷句朗

讀篇章等 

想 運用策略掌握字音、字義及句意 文言語法練習、查字典、解字六法等 

問 運用不同層次提問理解文意，分析文章

結構或寫作方法 

問答、畫概念圖、填表、填圖等 

誦 背誦時注意節奏、語氣 不同形式的誦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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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中華文化 

以下將以五年級的《折箭》和《朱子家訓》及六年級的《夸父追日》為例子說明。 

《折箭》 

中華文化在學與教中其中一個作用是學習先賢的智慧(鄭宗義，2020)。《折箭》選自《魏書》

卷一零一，《列傳》第八十九《吐谷渾傳》，記載了南北朝時期吐谷渾國王阿豺臨終前對兒子

的囑咐。故事的描述非常生動，在生離死別之際，阿豺面對弟弟和兒子，並沒有逐個訓誡，

而是採用「折箭」這樣具體的事情來說明「單者易折，眾則難摧」。「團結就是力量」這個的

道理，透過「折箭」這個故事，充份地得到說明。 

明白了故事的含義後，教師激發學生思維，請學生構思另一個讓兒子明白道理的方法。接

著，教師讓學生聯繫生活，請學生舉出生活中一個「團結就是力量」的例子與同學分享。從

古老的文言文到現今的生活，從認識到反思，教師設計有趣的活動讓學生體味優秀傳統文化

的精神價值。 

《朱子家訓》(節錄) 

《朱子家訓》是一部治家規範書，清代學者朱柏廬以儒家的「修身」、「齊家」為宗旨，教

人立身處世、治家教子的人情道理，從中可以探尋傳統的家庭禮教文化，並了解傳統士人的

做人處世、修身養心之道。 

教師重視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的培養。閱讀《朱子家訓》時，教師請學生分析作者在篇

章中提出了什麼治家處世的訓誡，並反思那些道理至今仍然適用。透過篇章學習，學生明白

到要安分守己、勤儉持家、杜絕浪費，亦須講究衞生、注意飲食，由生活出發，認真對待每

個生活細節，以儉樸作為做人處世、修身養性的基本。接著，教師再請學生反思那一項訓誡

最重要，並為自己定下生活訓誡。 

圖一：以提問引導學生反思、自省 

 

《夸父追日》 

《夸父追日》是神話故事，講述了黃帝時期的夸父族首領夸父追逐太陽最終渴死化成世間

實物的故事。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及閱讀策略，協助學生理解文意，分

析文章結構及人物性格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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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運用概念圖分析文章內容、結構及人物性格 

 

《夸父追日》表現了夸父無比的英雄氣概和為後人造福的精神，反映了古代人民探索、征

服大自然的強烈願望和頑強意志，肯定他為人類造福的大無畏精神，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批

評或嘲諷夸父不懂得量力而為，《夸父追日》的故事後來還成為一句成語，喻人行事不自量力。

在教學過程中，也有學生認為夸父的行為十分愚昧，教師善用學生對夸父的不同意見，引導

讓學生討論、反思，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的能力。最後，教師還請學生用現代人的視角給夸

父一些建議，並改編故事的結局。學生學會從不同角度思考，他們欣賞夸父的勇敢、堅毅及

犧牲精神，但不認同夸父盲目追日的行為。學生結合生活知識進行創作，寫出有趣的故事。 

圖三：故事創作 

 

 

學生學習成效 

觀察學生課業及課堂表現，學生樂於學習文言文，並能掌握文言文的學習策略，例如運用

朗讀及自學策略初步理解篇章內容，運用查字典或六種策略去理解字詞，運用高層次提問深

化學習，最後用背誦遊戲加深記憶，加上自評及家長評語，均有助學生學習文言文。 

閱讀活動要與真實世界聯繫。教師把文言作品連繫學生的日常生活，促進學生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及反思。文言文課程不但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能力，還能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讓學生體味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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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總結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的圖書課程以認識中華文化為主要學習目標，教師透過傳統節日、習俗、

禮儀及人物故事等題材，讓學生了解、體會中國傳統風俗習慣和生活智慧，學習故事中人物

的正面態度。教師設計課程時更兼顧中文科其他學習範疇，在課堂內外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

略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及自主學習能力。學生在真實的情景中運用

語文，學習過程充滿樂趣。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的教師發展文言文課程，協助學生銜接中一課程的學習。教師配

合單元主題或學習重點選取文言短篇，訂立清晰而具體的學習目標，並「授之以漁」，讓學生

掌握閱讀文言文的方法。學生在充滿活力的文言課堂上學習經典名篇，積澱語感，汲取中華

文化知識，積累文化素養。 

兩所學校的教師因應校情，以「有機結合」、「自然連繫」及「多元策略」的方式設計圖書

及文言文課程，透過課堂內外的多元學習經歷和活動，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讓他們

學習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價值，並嘗試在生活中體現優秀的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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