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高中中國文學課程 

 

問與答 

 

 

1. 新高中中國文學課程與中國文學科(中四至中五)及中六中國文學課程有何

分別？ 

‧ 新高中中國文學課程是中國文學科(中四至中五)及中六中國文學課程的

重新整合。中四、中五的中國文學課程包括文學賞析和文學常識兩方面

的學習；而中六、中七的中國文學課程則包括文學賞析、文學創作和文

學基礎知識三方面的學習。 

‧ 新高中中國文學課程因承中六中國文學課程的改革構思而來。新課程分

「必修」及「選修」兩部分。「必修部分」體現課程的基礎性，貫徹中

六中國文學課程的精神，採納該課程的設計模式，學習內容以「文學賞

析與評論」、「文學創作」為主，「文學基礎知識」為輔。 

‧ 新高中中國文學課程與兩個中國文學課程的最大分別是加入「選修部

分」，這部分是「必修部分」的延伸和發展，體現課程的選擇性，讓學

生按興趣和能力，有選擇地就必修部分的某些課題作深入的研習，與必

修部分的學習，互相促進，互相補足。 

‧ 新高中中國文學課程雖參照中六中國文學課程的模式而設計，但是因應

新高中四至中六學生的水平而設計，與該課程的要求有所不同。有任教

中六中國文學課程經驗的教師，宜調適學習內容、學與教的策略和評估

的方式，以及課業的要求等，以規畫適合學生程度的校本課程。 

 

2. 為何選修部分只開設「戲劇文學評賞」這文類的單元，而沒有其他文類的選

修單元？ 

‧ 「戲劇文學評賞」主要是必修部分「文學賞析與評論」的延伸，與一般

文類的評賞較為不同之處，是戲劇文學評賞可以透過比較原著及演繹這

些原著作品的戲劇表演，了解戲劇文學的特色，提升學生賞析、評論戲

劇文學作品的能力。這與一般在必修部分經常接觸的文類評賞較為不

同，故擬設單元，並提供示例，讓教師有更多不同的選擇。 

‧ 至於其他文類的研習，可以在「文學專題」及「學校自擬」兩個選修單

元進行。 

 

3.  如何保障選修部分的教學素質，尤其是自擬單元？ 

‧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訂定課程的學習目標，

並說明選修單元的設計原則。 

‧ 每個建議選修單元均列明學習目標、建議學習重點、學習成果、學習評

估建議。 



‧ 設計選修單元示例，供教師參考，而教師亦可參考本課程提供的建議選

修單元示例，務使自擬單元與建議選修單元的質量和水平要求相若。 

‧ 提供充足教師專業發展機會。 

 

4.  學校如何在初中階段加強文學教育，為學生建立文學學習的基礎和培養對文

學的興趣？ 

文學是中國語文課程九個學習範疇（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中華

文化、品德情意、思維、語文自學）之一。學校在規畫基礎階段中國語文課

程時，不能忽略學生在此範疇的學習，而應着力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例如

在中國語文的教學中，選用文質兼美的文學作品為學習材料，透過誦讀，讓

學生感受當中的語言文字和思想內容之美，培養審美情趣和能力；又可舉辦

如「文學散步」、戶外實景創作等活動，提高學生學習文學的趣味。學生在

初中階段打好文學的基礎，有助將來高中的語文科和文學科的學習。 

 

5.  如何在學校營造文學的氛圍，以提高學生學習中國文學科的興趣？ 

教師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在校園營造文學的氛圍，讓學生在多采多姿的校園

生活中汲取文學的養份。例如舉辦午間文學作品誦讀會、書展、聯校文學創

作比賽等，藉此增加學生接觸文學的機會，激發他們內在的學習動機。學校

也可就中國文學科開設的選修單元，舉辦相關的全校活動，如就某選修單元

邀請專家、學者來校舉行座談會、在校園內舉行與選修單元有關的專題展

覽、組織跨科的參觀和考察活動等，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拓寬學習空間，豐

富學習經歷，提高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和文學素養。 

 

6. 如何透過誦讀提升中國文學科的學習效能？ 

欣賞文學作品以直覺的感受為先，誦讀則是感受音節、韻律和文氣的直接途

徑，是重要的學習策略。優美的文學作品，大多聲情並茂，教師宜引導學生

誦讀吟詠，藉作品的音樂性和節奏感，聲入心通，體會當中的意境情韻，提

升學習的效能。至於具典範性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詩詞或某些琅琅上口的散

文，教師可因應學生的能力和作品的特點，選取片段或全篇鼓勵學生作適量

的背誦，以助深入體會，豐富積儲。 

 

7.  在中國文學課程中，如何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要從了解學生的需要、能力、性向發展和學習方式入手，

利用課程的彈性，創設選擇和發展的空間，採取靈活而多樣的教學策略，提

供多元化的學習途徑，讓學生各展所長，在原有的基礎上得到全面和個性化

的發展。例如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提問、辯論、比賽、角色扮演等，讓

學生從互動中積極和主動地學習，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此外，教師也要照顧



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差異，在課程和教學上作調適，使學習表現稍遜的學生及

早改進和提升水平，能力較佳的學生則精益求精。例如在規畫課程時，可在

各單元設置可供剪裁和延伸學習的部份，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此外，

教師也可安排學習表現較佳的學生參加校內或校外舉辦的資優學生培訓課

程、創作班、文學交流營等。至於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則可透過特別的教

學安排，如協作教學、個別輔導、小組教學等，為他們提供額外支援。 

為提供更大的空間，讓教師能更有效地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文學根基或進一

步提升文學素養，由 2013/14 年度起，學校可按需要開設二至四個選修單元，

靈活調撥課時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8.  如何在中國文學課程中設計「促進學習的評估」，以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中國文學科設置校本評核，能提高整體評核的信度和效度，全面評估學生的

學習表現。學校在規畫校內評估時，須配合課程目標和內容、實際的學習進

度、學生的能力、性向、興趣、態度和習慣，並運用多元化的策略和評估模

式，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給予適當的回饋，從而發掘學生的潛能，

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能力。中國文學科的校內評估活動除紙筆測試外，也

可包括其他不同的評估方式，例如：作品評論，讓學生以論文或短答題的方

式，表達個人對文學作品的看法或研習心得，從而評估學生鑒賞文學作品的

能力；文學創作，讓學生運用不同的藝術手法，創作不同文類的作品，表達

思想感情，以評估學生的創作能力；撰寫劄記，讓學生整理有關指定文學作

品的資料，建構知識，從而評估學生學習文學的能力、態度、興趣和習慣。 

 

9.  課程發展處對教師提供甚麼配套資源和支援措施？ 

課程發展處提供的課程配套資源和支援，包括： 

‧ 必修部分和選修部分學習單元設計示例 

‧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 專題工作坊(如「文學名著欣賞」、「朗誦訓練」) 

‧ 專題研討會/講座(如「香港文學」、「選修單元教學經驗分享」) 

‧ 學與教資源(如「中學中國文學指定作品參考資料選編」、「中學中國文學

名著選讀簡介」、「課程備忘錄—中學中國文學課程研討會」、課程備忘

錄—中學中國文學課程研討會」、「詩文朗誦教材系列」（一至四）、「走

進香港文學風景」) 

為拓寬學生學習的空間，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課程發展處聯繫了不同的

機構或單位，包括大學、劇社、作家等，合辦文學活動予學生參加(如「作

家對談講座」、「名家創作經驗談講座」、「戲劇演出學生專場」)。 

上述課程配套資源及教師培訓課程詳細資料，可參閱教育局中國語文教育

http://cd.edb.gov.hk/chi/resource/
http://cd.edb.gov.hk/chi/resource/clit_select/select_clit.htm
http://cd.edb.gov.hk/chi/resource/clit_select/select_clit.htm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004&langno=2#curr_memo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004&langno=2#curr_memo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004&langno=2#curr_memo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004&langno=2#curr_memo


網頁或培訓行事曆。 

 

10.  新高中的中國文學課程「選修部分」是新增的部分，教育局會否為每一個選

修單元設計示例？可以在網上下載嗎？ 

課程發展處已發展各個選修單元設計示例，目前，每個選修單元已有三個示

例上載在本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網頁。我們會繼續發展選修單元的

示例，上載至教育局網頁，供教師參考。 

 

11.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文學科試卷一（文學創作）將於 2014年開始取消「片

段寫作」。為甚麼要取消「片段寫作」的考核？是否表示中國文學課程不重

視「片段寫作」？  

‧ 試卷一（文學創作）的設計，旨在評核學生文學創作的能力。現時試卷

一包括「文章寫作」和「片段寫作」兩部分。「片段寫作」主要考核學

生的基本寫作能力，包括審題、構思、選材、組織和用字遣詞等能力。

為減輕學生的考試負擔，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於 2014年開始取消「片段

寫作」而只保留「文章寫作」，也能達到試卷一評核學生文學創作能力

的目標。 

‧ 在日常的教學中，教師仍可通過「改寫」或「處境寫作」等方式，讓學

生進行「片段寫作」的練習，以培養學生的基本寫作能力。 

 

12.  新高中中國文學課程提供甚麼師資培訓？內容包括甚麼？ 

‧ 新高中中國文學課程為教師提供一系列的專業發展課程，內容包括：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1. 課程詮釋 

2. 學習評估 

3. 課程知識增益、學與教策略 (選修單元) 

 專題工作坊 

 專題研討會及經驗分享會 

‧ 課程發展處於 2006年 11月及 2007 年 2月開始分別舉辦「課程詮釋」

及「學習評估」課程；而各個選修單元的培訓課程，亦於 2007 年 12 月

開始舉辦。 

 

 

中國語文教育組 

更新日期:2013 年 6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