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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博觀厚積‧活學經典──「建議篇章」的課程規劃與教學實踐 

經驗分享 

講者： 陳少芳女士（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趙安琪老師、劉珈汶老師、黃凌鳳老師（荃灣潮州公學） 

周慧嫻老師、李文意老師（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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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建議從小開始培養學生欣賞中國文學作品和文言經典。教育局就此成立專責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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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階段選取音節優美的古詩文，

鼓勵學生多誦讀，感受作品的語言文字和思想內容之美（何燕萍，2021），並期望學校因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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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熟讀這些經

典作品，能讓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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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語文

積澱，培養品德情意和提升文化修養，拓寬視野和胸襟。 

 

分享內容摘要 

荃灣潮州公學的老師將古詩學習結合不同學科的學習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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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良局蕭漢森小學的老師則靈活

地將「建議篇章」融入校本文化文學課程，善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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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作學校一：荃灣潮州公學 

一、課程規劃 

  荃灣潮州公學以「孝、禮、勤、誠」為校訓，重視培養學生勤勞的美德。勤勞作為首要培

育的價值觀和態度之一， 學校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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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勤勞和樂於勞動的

美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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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2021）。因此，學校在一年級以「勤勞」為主題，推動跨科

協作，共同規劃課程，在各學科中選取相關的學習材料，讓學生貫通不同科目的學習內容，發

展共通能力，培養正面的價值觀。例如在常識科，教師訓練學生自理能力，並鼓勵學生履行家

庭責任，成為一個勤勞的好學生；在體育科，教師透過不同的體能訓練，提升學生活動能力，

鍛煉體魄。另外，配合小農夫體驗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室，在真實的環境中學習，親身感受農

夫的辛勞，學習施肥、除草和澆水等，身體力行，培養勤勞的美德。 

 

 

 



2 
 

二、教學策略 

配合主題「勤勞」，中文科老師在一年級加入《憫農》一詩，一方面連繫學生體驗活動的

學習經驗，同時運用多元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古詩的興趣和能力。 

    

詩的首兩句「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描寫農夫的辛勞。對於初小學生而言，他們對

農夫工作感到陌生。為了讓學生感受農民在烈日下耕種的辛勞，從而理解詩歌所描繪的情景，

老師特別組織了小農夫體驗活動，讓學生當一天小農夫。 

 

除了讓學生體驗農夫的生活外，老師在課堂內亦運用了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以協助學生理

解詩歌的內容。例如：「禾」字是一個象形字，像一株稻禾，上面掛着沉甸甸的穀穗，是穀類

作物的總稱；通過分析字形結構和圖像法，協助學生理解「鋤」字的意思。教師通過識字教學

策略，協助學生理解詩歌內容，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另外，老師為了引發學生對詩句的思考和學習古詩的興趣，更製作了小動畫──小禾苗誤

以為滴下的是雨水，從而引導學生明白「汗滴禾下土」中描寫了農夫在烈日下耕作的辛勞。滴

下來的原來不是雨水，是農夫的汗水滴落在種植禾苗的土地上。 

 

在古詩教學中，朗讀是很重要的一環。透過朗讀，聲入心通，能讓學生體會作品中的音律

美。在課堂上，學生邊朗讀，邊配合肢體動作，進行律動遊戲，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更有助

學生背誦詩句。在評估方面，老師善用電子學習軟件，在課堂上評估學生對詩中字詞的理解，

鞏固所學，適時提供回饋。課後，鼓勵學生多朗讀古詩，並上傳錄音檔案，以評估學生朗讀古

詩的表現。 

 

此外，教師更將詩歌內容連繫到學生的生活經驗，藉此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透過學習《憫

農》，讓學生明白到食物得來不易，要學會珍惜食物和感激農民的辛勞。老師在課堂上播放相

關的宣傳短片，呼籲學生不要浪費食物，鼓勵學生課後上傳把食物吃光的相片，並在日常生活

中實踐珍惜食物，減少浪費。老師又安排學生製作感謝卡，讓學生關心勞苦大眾，感謝他們對

社會的貢獻。其後，老師把學生製作的小葉子心意卡在壁報上拼砌成小園圃，以展示學生的作

品。 

 

三、總結與反思 

老師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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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喜見學生投入學習活動，表現雀躍。 

 

同時，透過課程統整和全方位學習活動，善用各科優勢，推動跨學科協作，結合古詩學習

及不同科目有關「勤勞」的學習元素，從「知、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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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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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體驗式學習具備四個主要元素：具體經驗、觀察反省、總結經驗和實踐應用

（McLeod, 2013）。老師結合課堂內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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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基於課展經驗，學校在校園內增設「小耕地」，安排學生進行耕作。配合《憫農》的學

習，同學除了在播種日當天化身為小農夫外，在常識科老師安排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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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作學校二：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一、發展校本文化文學課程的目的和緣起 

學校期望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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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學生閱讀文學作品的興趣，感受作品的形式美和內容美，培養審美能力。同

時，協助學生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操，增進學生對國家、

民族的感情。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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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校本文化冊內容和縱向規劃 

根據學生的興趣和能力，老師嘗試選用不同的課程資源，如：《積累與感興》、《中華經典

名句》和《致知達德》，完善校本文化文學課程，從制度、物質和精神層面，增進學生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見表一） 

 

表一：校本文化文學課程的縱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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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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冊中的古詩文部分，結合四十篇建議篇章，靈活地佈置在不同年級，或配合單元主

題，或增設文言經典單元（課程發展處，2020）。例如：配合單元主題，在五年級有關托物言

志的單元加入《石灰吟》，或增設以邊塞詩為主題的學習單元。同時，考慮作品的語言文字和

思想感想，由淺入深，由具體到抽象為原則編排教材，如《二子學弈》和《鷸蚌相爭》故事

性強，篇幅較短，故編排在四年級的課程中。 

 

2） 透過學習「建議篇章」，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學習建議篇章，不單單限於理解內容，老師更希望藉此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例

如：學習《涼州詞》和《出塞》兩首邊塞詩，進而引領學生認識長城的歷史、作用、規模和

重要關口，並通過電子學習素材，讓學生仿如置身其中，感受長城的氣勢。這樣，既能增進

學生對中國名勝古蹟的認識，亦有助學生理解詩中描寫士兵在邊關戍守的情景。另外，透過

「建議篇章」，讓學生從先哲聖賢身上學習傳統美德。例如，配合《論語四則》，以孔子「問

人不問馬」為延伸學習材料，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而這正是儒家思

想的核心，並加入有關「仁愛」的中華經典名句，以豐富學習內容。 

 

3） 通過學習「建議篇章」，培養品德情操，厚植家國情懷 

   除了理解建議篇章的內容，老師希望透過學習經典文學作品，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操，厚植

家國情懷。例如，學習杜牧《清明》到認識清明節的由來和習俗，進而明白祭祖的意義，再

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孝順父母，並盡公民責任，在清明掃墓時注意保護自然環境。通過《出

塞》和《涼州詞》兩首邊塞詩，讓學生明白古時士兵為保衛國家長年戍邊的悲壯心情。此

外，佈置延伸學習活動，安排學生觀看「國家安全你我要知」有聲繪本，引發學生反思在日

常生活中可以如何維護國家安全；作為國家的一分子，如何貢獻社會。老師喜見有學生表示

「會遵守法律，努力讀書和關心國家發展，在將來貢獻社會和國家」。 

 

四、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 

    學校透過擴增實境，呈現文學作品中的場景或景物，以協助學生理解作品內容，增加學

生學習的興趣和互動性。以《石灰吟》為例，在構思教材之前，老師在共備會上研習詩歌的

內容，分析學生的學習難點：學生不大了解石灰的特點和燒製過程，故難以理解詩人透過石

灰表明心志。針對學生的學習難點，老師構思擴增實境教材，配合詩句，以互動方式，讓學

生了解石灰的燒製過程，並對詩歌內容有初步的理解，再由老師引導學生深思作品中如何以

石灰言志，表現出詩人不怕犠性，要以清白示人的心志。 

 

五、總結與反思 

老師認同「建議篇章」屬文質兼美的經典文學作品，當中蘊含豐富的中華文化和品德情

意學習元素。通過閱讀和欣賞這些經典文學作品，為學生創設情境，引發學生討論和反思，

有助學生培養品德情意，豐富文化知識，厚植家國情懷。不過，「建議篇章」不是文學文化學

習的全部內容，老師適切而靈活地將「建議篇章」融入校本文化冊，選輯不同的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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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白話和其他文言經典作品，如《三字經》和《三國演義》，以加強文學和文化學習，並透

過閱讀科普作品，從物質、制度和精神三方面，豐富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培養品德

情意，厚植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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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繪畫面

譜、欣賞及表演粵劇；舉辦聯課活動如書法班、水墨畫班和醒獅隊，以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

和文學的認識，營造文化氛圍。 

 

隨着課程發展的趨勢，豐富的教學資源，老師要學會因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選取教

材，做到有機結合，自然連繫，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結語 

    本文闡述了荃灣潮州公學和保良局蕭漢森小學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配合「建議篇章」優

化課程規劃。教師通過多元化的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古詩文的興趣和能力，並以協助學生

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己任，讓學生通過學習古詩文，培養品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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