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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規劃「穿越古詩文」校本課程，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1.訂立清晰目標，確立具體學習內容

2.援引校外支援及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

3.運用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習趣味

4.聯繫生活經驗，結合品德情意、中華文化學習

(二) 初小建議篇章教學經驗分享：《詠鵝》(一年級) 

(三) 善用教育局、多方資源，營造文學、文化學習環境及氛圍

1. 舉辦全校性活動或比賽，如：中華文化週

2. 創設「中華經典名句」校本自學課程、節日自學課業

3. 創設「粵劇查篤撐」校本教材，承傳中華文化

本校分享的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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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穿越古詩文」校本課程，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 參考教大的「看動畫‧讀名篇‧識古文」學習計劃，配
合不同主題，各級增設古詩文教材，組織「穿越古詩文」
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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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訂立清晰目標，確立具體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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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 (形式美及內容美)

b. 感受經典文學閱讀的愉快經驗
c. 積澱語感
d. 加強中華文化的學習
e. 價值觀教育
f. 提升聽說讀寫的語文能力
g. 增進語文基礎知識/閱讀策略



1. 訂立清晰目標，確立具體學習內容

6

a.文學賞析

b.詩文小學堂

c.中華文化知多少

d.品德情意 (聯繫生活經驗)

e.動畫輔助教學 (還原情境，代入體驗)

「穿越古詩文」校本課程及教材設計



2. 援引校外支援及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

a. 參加「教大『看動畫‧讀名篇‧識古文』學習計劃」(試教學校)

b. 參考教育局資源，如《積累與感興》

及《積累感興》初小及高小

c.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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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lassic.eduhk.modernedu.hk/



當「穿越古詩文」校本課程 遇上
教大「看動畫‧讀名篇‧識古文」學習計劃

https://classic.eduhk.modernedu.h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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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者 詩文內容 主題

1 佚名

《山村》
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寫景

2 駱賓王 《詠鵝》(建議篇章) 愛護動物

3 孟浩然 《春曉》(建議篇章) 熱愛大自然

4 唐寅 《畫雞》(建議篇章) 愛護動物

5 《論語》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熱愛學習

6 鄭燮 《詠雪》(建議篇章) 熱愛大自然

7 佚名 《江南》(建議篇章) 寫景

8 楊萬里 《小池》(建議篇章) 寫景

一年級「穿越古詩文」校本課程教材的選取 (小一為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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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識字量不多

2. 字詞艱深（古詩多是單音節詞）

3. 欠缺生活經驗

4. 對詩歌背景沒有認知

（詩人背景、時代歷史的背景）

• 難以理解詩歌內容

• 難理解詩文的文化
意韻、象徵意義或
情意

預計教授初小學生古詩文的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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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識字量不多
 篇章編排可由淺入深

➢ 先教授文字較顯淺的篇章，如《山村》、《詠鵝》
➢ 輔以圖像幫助理解內容

例一：《山村》

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學習重點：數量詞及名詞

例二：《詠鵝》

學習重點：動物的外形及習性

針對相關學習難點設計對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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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詞艱深

 在「詩文小學堂」加入文言知識庫，提供文言
字詞的解釋

 或指導學生用「增」字訣，將單音節詞增字成
為雙音節詞，如：歌 → 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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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欠缺生活經驗

1. 對風景、自然景象認識不多，如《詠雪》、《山村》

2. 沒親眼見過動物，如《詠鵝》的鵝、《畫雞》的雞

 引入動畫《小魚的古文時光機》
 善用不同的視聽材料
 還原情境，代入體驗

13



四、對詩歌背景沒有認知

 在教學中補充詩人、時代背景

➢ 引入動畫《小魚的古文時光機》

➢ 製作校本工作紙，認識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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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教大提供資源設計校本古詩文教材的學習內容

15

a. 文學賞析

b. 詩文小學堂

c.中華文化知多少

d. 品德情意 (聯繫生活經驗)

e. 動畫輔助教學 (還原情境，代入體驗)

「穿越古詩文」校本課程及教材設計



資料來源：張永德博士「悅學古詩文」研討會 (2023年11年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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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多元策略，提升學習古詩文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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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多元策略，提升學習古詩文趣味

資料來源：張永德博士「悅學古詩文」研討會 (2023年11年11日)



a . 培養中國傳統美德、加強價值觀教育

如：《詠鵝》愛護動物；《折箭》 團結

b . 學習中國人的知慧

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c. 承傳中華文化

如：《二子學奕》中國圍棋藝術;《清明》慎終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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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聯繫生活經驗，結合品德情意、中華文化學習



(二)  初小建議篇章教學經驗分享

《詠鵝》(一年級) 

駱賓王

19



學習目標

閲 讀：理解《詠鵝》的內容大意

語文知識：辨別顏色詞

品德情意：認識對待小動物的正確態度

文 學：

➢ 感受創作的趣味

➢ 培養審美意識

寫 作：仿作《詠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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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流程及學習活動

一、引入

➢ 學生前一天搜集最愛的動物照片回校

➢ 簡單分享：動物名稱及喜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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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德情意培育（愛護及尊重小動物）

• 引入《詠鵝》動畫（分段播放）

• 着學生留意影片中的人物如何看待小動物（品德情意）

➢ 透過不同的提問，帶出動物有不同習性、外貌與行為，我們應學習尊
重與愛護不同的動物，如：

➢ 培養學生遇見小動物或飼養小動物時正確的行為與態度。

1. 在動畫中基叔是如何對待小動物？（細心照顧動物、了解動
物的生活習慣、餵變色龍食物等等）

2. 為何基叔會養這麼多動物？（因為動物被遺棄，失去主人）
3. 從基叔以上的行為反映他有什麼品格？（有愛心）

學與教流程及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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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流程及學習活動

三、理解詩歌內容

• 指導學生理解鵝的外形特徵，游泳的姿態，着學生留意

影片內容，圈出重點。（閱讀技巧）

➢ 透過提問幫助學生梳理動畫內容，並完成工作紙。

1. 動畫中貓貓老師指《詠鵝》中的「詠」是什麼意思？
（歌詠、歌頌、讚美的意思）

2.《詠鵝》的作者是誰？（駱賓王）

➢ 帶出駱賓王透過觀察白鵝，創作了一首讚美白鵝的詩歌。 23



學與教流程及學習活動

三、理解詩歌內容

➢先播放影片

➢學生跟着動畫朗讀《詠鵝》

➢隨文釋詞，如：曲項、紅掌、清波

➢分辨鵝的身體部分

➢說出鵝的動作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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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詩歌創作(延伸)作準備

➢ 播放影片

➢ 對比《詠鵝》與《詠貓》先找出顏色詞，

再找出兩首詩歌相似之處

學與教流程及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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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詩歌創作(延伸)

已有知識：動物擬聲詞／顏色詞／明喻

➢着學生取出之前準備的動物照

➢二人一組，討論以下問題：

1. 動物的叫聲

2. 動物的動作/姿態

3. 外貌特徵與聯想

學與教流程及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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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詩歌創作(延伸)

➢ 抽一位學生進行詩歌仿作

學與教流程及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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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有創意，創作有童趣



六、展示成果

➢ 將詩歌上傳至電子學習平台

➢ 投票選出最佳作品

➢ 邀請學生朗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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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善用教育局、多方資源，營造文學、

文化學習環境及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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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華文化週活動 醒獅、穿華服

b.「穿越古詩文」詩歌朗誦欣賞/比賽

c.「詩情畫意」繪畫欣賞 / 比賽

d. 硬筆書法欣賞/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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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營造文學文化氛圍：舉辦全校性活動或比賽



➢ 善用教育局中華經典名句網上資源

➢ 配合香港教育大學：民族傳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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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造文學文化氛圍：創設「中華經典名句」校本自學課程

目 標：
1)期望透過精選「中華經典名句」及配合中國民俗故事，讓學生
認識中華文化精萃，吸收傳統經典智慧，培養良好品德情操。

2) 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及習慣。



「中華經典名句」校本自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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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攤位遊戲作為評估活動

➢ 鼓勵學生自學經典名句：參加
網上自學平台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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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名句小學堂



➢ 配合中國傳統節日，如：春節、清明節，設計有趣中華文
化的自學課業，提高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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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造文學文化氛圍：設計配合節日主題的自學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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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造文學文化氛圍：設計「粵劇查篤撐」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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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配合國家安全教育，透過粵劇提升學生對華夏文化、
粵廣文化及語言認識、欣賞，並體驗粵劇獨特之處。

2) 培養學生審美的能力。



中華經典文化：粵劇查篤撐

小一至小六 學習內容及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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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學影片資源庫

2. 網上活動及遊戲資源

3. 主題書展

4. 粵劇廣播欣賞(小息)

5. 「小不點學粵劇」講座

6. 戲曲中心觀看原創新編粵劇 《獅子山下紅梅艷》

➢ 配合粵劇查篤撐的語文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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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基福小學

電話：2387 1121

電郵：info@keifoo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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