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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導如何推動中華文化的學習 

胡志洪 

課程領導，若從源頭說起，自然是設計課程的有關當局。但若只從一所學校

去考量，我們可以從學校層面、學科層面、班級層面三方面去看這個問題。第一

個層面，是由校長、副校長等領導，經學校課程發展小組、其他相關學科科主任、

圖書館主任、課外活動組等參與配合，以制訂政策，讓各科組按指示推行。第二

個層面，是由本科科主任領導，經全體科任老師商議籌劃，再按擬好的課程規劃

貫徹執行。第三個層面，則是由本科各級召集人領導，經有關科任老師一起編定

施行細則，以落實科務會議的決定。 

中國語文科除了聽、說、讀、寫、文學、品德、思維、自學能力等之外，中

華文化亦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教學目標，更是學生終身學習其中一個重要課題。身

為中國人，生長在中國的土地上，雖然天天都在接觸中華文化，但在東西文化交

匯的香港，年輕人所認識的中華文化往往比較片面，或者只是一知半解，在科技

新知不斷衝擊下，傳統文化所標榜的價值，更讓不少年輕一輩的香港學生感到迷

惑、徬徨。由此觀之，加強中華文化教學，加深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更是海

內外中國人當務之急。現在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文組，編印《郁文華章─中華文

化學與教資源套》，給予老師在教學上直接的支援與啟發，可謂意義深遠。我們

深信學習經典作品，有助學生認識傳統文化的精髓。而經常接觸優秀的中華文

化，更有助學生養成高尚的品格、通達的思想，而這亦是中國人生活價值之所繫。 

要推動中華文化的學習，首先要給「中華文化」定位，在中國語文科眾多的

教學目標中，中華文化的涵蓋面最廣，聽、說、讀、寫、思維、自學等都是以能

力為主，都可借品德、文學、文化等為載體來施教；而品德、文學也可以歸入傳

統文化之中，所以有時按需要用文化來統攝其他教學目標亦無不可。此外，語文

與生活和社會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講中華文化也不能不緊扣現實生活。有了上

述的共識，在推動文化學習時，知所本末，自然可以左右逢源，得心應手了。 

踏入廿一世紀，現代的課程領導觀已不再是由上而下，僅由一兩個人統領大

局的了。尤其中國語文科是個核心課程，學習時間長達六年，教學目標繁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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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階段都有具體而微的要求，真可謂千頭萬緒、錯縱複雜。加上，這是實施「三

三四」後的新課程，若非集思廣益，同心同德，分工合作，也難以有效推行。筆

者以為較為有效的課程領導，就是通過教師發展與行動研究去推行。同時，最好

是邀請一名教學顧問（可以是有相關經驗的大學講師、友好學校的科主任或退休

的資深語文科老師等），定期來校從旁提供意見，鼓勵教師開展同級備課與同儕

觀課，以協助科主任帶動全體科任老師，通過探索與學習，一起建立屬於自己學

生的校本課程。 

至於從學科層面推動學生認真學習中華文化，到底可以怎樣做呢？中華文化

並非額外的教學內容，而是中國語文科課程的一部分，坊間的課本也必然有此環

節，甚至在初中階段，每級更另闢「文化」單元，供學校使用。教師們若認為有

必要認真看待，只要仔細審視課程和課本，必然找到一個適合本校學生的切入

點，以推動中華化的教與學。 

筆者在此姑且舉一實例，談談某校的一些做法。筆者想介紹的是一所位於新

界區的中文中學，老師們認為學生多點學習中國文化，將有助改善他們的品德修

養，於是在新高中的課程選擇了「文化專題探討」作為全級的選修單元。老師們

為了讓學生學得更好，特別抽時間集體備課，並各自提供相關的短片、歌曲、文

章等作為教材庫，供大家使用；在學期中，又邀請了筆者前往觀課，並與老師們

一起探討各項教學問題，例如談談他們的教學重點、教學設計與教學理念，在施

教期間所遇到的困難，學生的反應，以及他們即時的教學反思等。在觀課期間，

沒有課的同級老師都來參與觀課，課後又參與討論。 

這次不涉考評的觀課，筆者看到不少新的教學設計，也看到老師們各有獨特

的教學風格，有些教得精彩的老師，我鄭重向其他沒觀課的老師推薦其教學法，

有些經驗較淺的老師在施教時手法或嫌稚嫩，但教學的熱誠與學生的投入還是可

以感受到的，藉此筆者也表示欣賞。期間，科主任都有參與觀課與討論，相信這

對該校的科主任與老師們日後推動科務發展都是有好處的。 

總之，筆者所主張的「課程領導」，就是由學校有關負責人帶領教師建構校

本課程的過程。而由規劃至落實課程期間，老師們難免要成立工作小組，召開或

大或小的會議，而最重要是建立團隊精神，給教師提供互相觀摩學習的平台，鼓

勵教師在本科甚或跨科合作，讓教師共同建構一個切合本校學生的校本課程。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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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課程領導之要訣在「催生」而非「指揮」，故此筆者以為下列幾點是值得

注意的： 

一、在規劃課程時，要經醞釀，要懂借鑑，要有試驗，要取共識。 

二、在組織課程時，要知取捨，要分輕重，要有分工，要講優次。 

三、在推展課程時，要有對話，要定計劃，要有檢討，要給支援。 

四、在實施課程時，要有準備，要有彈性，要重默契，要講成效。 

在此還需要補充的是，邀請教學顧問的作用。在香港，科主任雖說統領學科

的發展和管理等工作，但擔當此職的老師也要兼顧繁重的教學工作，要時刻抽身

去關顧所有細節，難免掛一漏萬；同時，科主任與其他老師都是「局中人」，若

在評比、檢討或同儕觀課時，有「外人」居中給予意見，無疑可起緩衝作用。另

一方面，教學顧問也可以因應學科的需要，協助推動教師發展的工作，讓教師在

發展新試驗計劃時，對相關的問題有多點認識與反思，而團隊的協作互助，也可

減輕老師的壓力。以往，要發展校本課程，通常只是申請「學校發展津貼」，聘

請教學助理，以減輕相關老師的教學負擔，或者協助本科蒐集教學資料與設計課

業；而在落實課程方面，因缺乏支援，以及缺少互動和互勉，以致功虧一簣，這

是很可惜的。 

推動中華文化固然有很多好處，但若學校在本科的課程發展方面已另有安

排，也沒有必要為此再加重教師的負擔。所謂殊途同歸，最重要還是前線老師對

中華文化教學應有足夠的重視，語文是生活的一部分，語文教材俯拾皆是，學生

若對生活沒有失去興趣，只要老師善加引導，他們也應該對學習中華文化有興

趣。語文、生活、文化，三者的關係密不可分。有時為使教學對焦，突出重點，

老師在教學時誠然不宜事事兼顧；但語文教學本來就是一體多貌，若教師沒有給

學生適時提點的警覺，往往就會令學生們錯失了學習文化、文學或思維的大好時

機，這就有如給課本（或教師們所自訂的課程）「畫地自限」，撕裂了一個全人的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