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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

•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報告（2020）指出，身為中國人應懂得欣賞

中華文化和中國文學，建議從小開始培養學生欣賞中國文學作品和

文言經典。

• 就中小學課程的不同學習階段推薦適合學生程度的文言經典作品。

• 小學階段主要選取音節優美的古詩文，讓學生多誦讀，感受作品的

語言文字和思想內容之美。

• 掌握篇中文學、文化內涵，有助豐富語文積澱，培養品德情意和提

升文化修養，也有助拓寬視野和胸襟。



建議篇章
• 期望學校因應校情，在 2024/25 學年或之前逐步在課程內

加入「建議篇章」，豐富學習內容。



話說……

且聽下回分解……



分享學校 內容概要

荃灣潮州公學 將古詩《憫農》結合不同學習範疇的內
容，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具體
地感受詩中表達的情感，培養學生關愛
和惜物的美德。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靈活地將「建議篇章」融入校本文化文
學課程，並善用擴增實境(AR)，豐富學
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文言經典的學習，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和興趣。

分享重點 博觀厚積 活學經典



• 教育學生從小勤奮學習、動手動腦、體驗實踐、
出力流汗，體諒和尊重勞動階層，讓他們藉勞
動及服務鍛煉體魄、磨煉意志，培養學生勤奮
和樂於勞動的美德。

• 鼓勵學生要透過生活，切實將所學付諸行動；
藉親身感受，身體力行，培養勤勞的美德。

• 培養學生成為有生活自理能力、勤奮向上、有
責任感及堅毅精神等質素的新一代，對家庭、
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

孝禮勤誠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21)。《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



以「勤勞」為主題，各學習領域選取相關的學習內容，透過跨科協作，共同規劃
課程，有助學生貫通不同領域的學習，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課程規劃圖



小農夫體驗活動：讓學生在真實的環境中學習，
體驗農夫的工作，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施肥 除雜草 澆水

藉親身感受，身體力行，培養勤勞的美德

活動相片
活動相片 活動相片 活動相片



小農夫體驗活動片段



連繫生活經驗
理解詩歌內容

教學策略

認識農耕活動，理解詩歌所描繪的情景，
感受農民在烈日下耕種的辛勞。

鋤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課堂教學相片 課堂教學相片



教學策略

運用多元化的識字教學策略：字形演變、字形結構和
圖像法等，提升學生閱讀能力。

課堂教學簡報



運用多媒體教材輔助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這是雨水嗎？

這是誰人的
汗水？

在烈日當空的正午，農夫
在田裡勤勞地工作，一滴
滴的汗水，滴落在種植禾
苗的土地上。

教學策略

農夫耕作
動畫

禾苗
動畫



教學策略

以朗讀為主，聲入心通，讓學生體會作品中的音律美；
加入肢體律動遊戲，引發他們對學習經典作品的興趣。

課堂教學相片

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肢體律動遊戲



多元化的評估

內容理解

朗讀詩歌

善用資訊科技，評估學習表現，適時提供回饋。

課堂教學相片

運用電子學習軟
件，評估學生對
詩中主要字詞的
理解

學生課業



明白糧食得來不易，懂得尊重農民，
珍惜食物。

聯繫生活經驗，古為今用，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

鋤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知(認知)

行(實踐)情(情感)

課堂教學相片
課堂教學相片



培育學生關心勞苦大眾，
感謝他們的貢獻。

知(認知)

行(實踐)情(情感)

學生課業

感謝卡

學生課業

學生把感謝卡內容
寫在「小葉子」上

校內壁報

展示學生的「小葉子」



珍惜食物

我做得到：食物得來不易，你會怎樣減少浪費食物？

聯繫生活經驗，古為今用，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

知(認知)

行(實踐)情(情感)

課堂教學照片



總結與反思

活學經典
通過生活化和互動學習活動，能提升學生學習經典文學作
品的興趣和能力。不論是小農夫體驗活動或朗讀詩歌，我
們喜見學生投入學習活動，表現雀躍。

跨學科協作
透過課程統整和全方位學習活動，善用各科優勢，結合古
詩學習及不同科目有關勤勞的學習元素，從「知、情、行」
三方面，推展價值觀教育，讓學生貫通不同領域的學習，
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總結與反思

體驗式學習
結合課堂內外，安排學生到農莊進行體驗活動，並於課堂
上透過學習古詩《憫農》，引導學生反思和總結學習經驗，
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從課堂內外培育學生正面價
值觀和態度。

McLeod, S. A. (2013). Kolb - Learning Styles



總結與反思
持續優化
在校園增設「小耕地」，安排學生在校園農地耕作。配合
《憫農》的學習，同學除了在播種日當天化身為小農夫外，
其後亦會在常識科老師安排下，定時澆水及觀察植物生長，
使學生明白成果非一朝一夕所得，「勤勞」是要持之以恒，
讓學生體會農夫的辛勞。

照片

校園「小耕地」



分享重點 博觀厚積 活學經典

分享學校 內容概要

荃灣潮州公學 將古詩《憫農》結合不同學習範疇的內
容，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具體
地感受詩中表達的情感，培養學生關愛
和惜物的美德。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靈活地將「建議篇章」融入校本文化文
學課程，並善用擴增實境(AR)，豐富學
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文言經典的學習，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和興趣。



一、發展校本文化文學課程的目的和緣起

•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古典和現代經典文學作品，拓寬學
生的閱讀面，增加閱讀量。

• 引發文學閱讀的興趣，感受作品的形式美和內容美，培養
審美能力。

• 協助學生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培養品德情
操，增進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 讓學生在高小廣泛閱讀不同類型的經典文學作品，打穩根
基，以銜接中學中國語文科的學習。



運用不同課程資源，完善校本中華文化和文學課程

舊版

文化冊內容縱向規劃



不斷更新，持續優化

• 古詩文 (「建議篇章」)、詞

• 古今小說選讀

• 典籍選讀及中華經典名句

• 歷史人物(賢者德行)

• 傳統節日及二十四節氣

• 名勝古蹟

• 語言文字

• 文化藝術

• 詩、詞、古文

• 小說

• 三字經

• 成語

• 人物

• 節日

• 名勝古蹟

文化

制度

精神物質

舊版 更新版



二、校本文化冊內容和縱向規劃

古今小說選讀

典籍選讀及中華經典名句

歷史人物(賢者德行)

傳統節日和二十四節氣

名勝古蹟

語言文字 文化藝術

中小銜接

古詩文 (「建議篇章」)



三、校本中華文化和文學課程與「建議篇章」

1)  靈活地將「建議篇章」融入課程，或配合單元主題，或增設學習單元

年級 建議篇章 年級 建議篇章

一 憫農、元日、畫雞、春曉、詠鵝、
詠雪、江南

四 泊船瓜洲、絕句、江雪、曉出淨慈
寺送林子方、鷸蚌相爭、二子學弈

二 清明、小池、回鄉偶書、遊子吟、
靜夜思、登鸛鵲樓、守株待兔

五 涼州詞、出塞、早發白帝城 、
石灰吟、楓橋夜泊、論語四則、
鄭人買履、折箭

三 七步詩、金縷衣、九月九日憶山
東兄弟、賦得古原草送別、蜂、
孟母戒子

六 客至、山行、送元二使安西
題西林壁、明日歌、
朱子家訓 (節錄) 

配合不同年級
教科書的選材 語言文字

思想感情 篇幅



2)透過學習「建議篇章」，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名勝古蹟

校本文化冊
課題：長城

課業舉隅

有關長城的教學資源和課業舉隅

• 網上資源「雲遊長城」

• 《我的家在中國 ‧北京》



加深學生對作者
生平的認識

年級 建議篇章 歷史人物‧賢者德行

四年級 杜甫《絶句》 杜甫 心繫家國

五年級 《論語四則》 孔子 關懷顧念

六年級 蘇軾《題西林壁》蘇軾 曠達坦蕩

2)透過學習「建議篇章」，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培養品德情操

歷史人物

香港教育大學

「看動畫‧學歷史」

杜甫



由《論語四則》到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

哲學
倫理道德仁愛

孔子「問人不問馬」

課業舉隅



由杜牧《清明》到認識清明節的由來和傳統習俗 中國傳統節日

杜牧《清明》

課業舉隅

清明節的由來和傳統習俗

課業舉隅



孝親3)通過學習「建議篇章」，培養品德情操，厚植家國情懷

杜牧《清明》

課業舉隅

學生列舉對父母表達孝順行為

課業舉隅



3)通過學習「建議篇章」，培養品德情操，厚植家國情懷



3)通過學習「建議篇章」，培養品德情操，厚植家國情懷

作為國家的一分子，我們有甚麼責任呢？現在應該怎樣裝備自己，在將來貢獻
社會和國家呢？

學生課業舉隅



四、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簡稱AR）特點：

• 把虛擬物與景象，直接投射在真實的世界中

• 即時互動

• 三維(3D)標記

Ronald T. Azuma(1997). A Survey of Augmented Reality



教學應用：呈現出文學作品中的場景或景物，有助學生理解作
品內容，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和互動性。

配合詩句內容，呈現
石灰開採燒製過程

詩人的意志和品格

針對學生學習難點

課堂片段



1)「建議篇章」不是文化文學學習的全部內容
• 選用不同的學習材料，包括白話和其他文言經典作品

現當代小說選讀

古典小說
《三國演義》
《西遊記》

宋詞《滿江紅》

《蘭亭集序》

年
級

建議篇章 年級 建議篇章

一 憫農、元日、畫雞、春
曉、詠鵝、詠雪、江南

四 泊船瓜洲、絕句、江雪、
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鷸蚌
相爭、二子學弈

二 清明、小池、回鄉偶書
遊子吟、靜夜思、登鸛
鵲樓 守株待兔

五 涼州詞、出塞、早發白帝城
石灰吟、楓橋夜泊、折箭
論語四則、鄭人買履

三 七步詩、金縷衣、九月
九日憶山東兄弟、賦得
古原草送別、蜂 孟母
戒子

六 客至、山行、送元二使安西
題西林壁、明日歌、朱子家
訓 (節錄) 《三字經》

總結與反思



總結與反思

2) 通過學習經典文學作品，培養品德情意，豐富文化知識，
厚植家國情懷

《草船借箭》《遊子吟》 《石灰吟》

課業舉隅



總結與反思

3)除了學習「建議篇章」和文化冊的內容，學校舉辦不同
類型的學習活動，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和文學的認識，營
造文化氛圍。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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