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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建議篇章的規劃與實踐加強
中華文化、品德情意的學習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主辦

小學中國語文科新任科主任導引：課程領導的角色、職能及權責(修訂) 工作坊



校本文學及中華文化課程發展的緣起和歷程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教師主導 教師主導

➢ 目標：增加學生接觸古典和現代文學的機會，提
升學生的閱讀量，拓寬閱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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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標：學習優良的傳統文化，促進自省，培養道
德情操

➢ 每年於元宵節前後舉行中華文化週，期間不同級
別同學進行不同的中華文化學習活動

➢ 由小一開始設計古詩文冊(由中文科及普通話科
教授)

➢ 先設計五、六年級課程，製作文化及文學專冊，
編入進度，再延伸至一至四年級

➢ 低年級古詩文冊，試後或假期前後教授
➢ 小六升中銜接古文冊 (參考《積累與感興》)

➢ 各級老師自發製作校本文化及文學教材，再由科
主任統整六級課程，納入教學進度

➢ 逐步接觸古典及現代文學，銜接中學中文科學習

➢ 各年級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單元主題、德育及公
民教育主題、加入《致知達德》的學習內容

➢ 通過文學的學習，感受語文的美感
➢ 提高學習語文的興趣，培養審美的情趣
➢ 加強文學和中華文化的學習，建構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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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校本課程遇上「建議篇章」

• 2021年教育局提供40篇「建議篇章」，2024-25年全面實
施，這些詩文與學校的校本文學及中華文化課程出現較
多重疊，該怎麼辦？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recommended-passages.html (中國語文課程：建議篇章) 3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html


建議篇章第一學習階段(20篇) 第二學習階段(20篇) 

守株待兔 韓非子
孟母戒子 韓嬰
江南 佚名
七步詩 曹植
詠鵝 駱賓王
回鄉偶書 賀知章
登鸛鵲樓 王之渙
春曉 孟浩然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靜夜思 李白
賦得古原草送別 白居易
遊子吟 孟郊
憫農(其二)                        李紳
金縷衣 杜秋娘
清明 杜牧
蜂 羅隱
元日 王安石
小池 楊萬里
畫雞 唐寅
詠雪 鄭燮

論語四則 論語
二子學弈 孟子
鄭人買履 韓非子
鷸蚌相爭 戰國策
折箭 魏收
涼州詞 王翰
出塞 王昌齡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早發白帝城 李白
客至 杜甫
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     杜甫
楓橋夜泊 張繼
江雪 柳宗元
山行 杜牧
泊船瓜洲 王安石
題西林壁 蘇軾
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 楊萬里
石灰吟 于謙
明日歌 錢福
朱子家訓(節錄)                 朱柏廬 4



• 按學習階段重編課程，
修訂原有校本教材篇
目，加入建議篇章

• 可保留校本特色，配
合學生的能力

• 可以自編文言單元
• 教師要有空間編寫教

學設計

調整校本教材

• 簡單、容易操作
• 欠校本特色
• 未必配合學生需要

直接使用教科書作教材
➢ 沿用校本教材教授,以教科書補充部

分建議篇章未有涵蓋的課題
➢ 可保留校本特色，配合學生的能力
➢ 但要遷就教科書編排，同樣需要修訂

校本課程

校本教材＋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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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的規劃及修訂



文言經典建議篇章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

➢配合教科書單元 + 建議篇章 + 校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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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課本單元 建議篇章 校本單元

一年級
來學常用字 江南、詠雪

齊學弟子規小小觀察家 詠鵝、畫雞

可愛的春天 春曉

二年級

寓言有道理 守株待兔、孟母戒子、金縷衣

古詩細細讀
新年喜洋洋 元日

古詩的美景 小池、蜂

延伸：我愛大自然 賦得古原草送別、登鸛鵲樓

三年級

用心去感受 憫農（其二） 三字經‧齊齊唸

古詩見真情
七步詩、回鄉偶書、遊子吟、九月九
日憶山東兄弟、清明、靜夜思

贈汪倫、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增潤：快樂詩中尋

初小



年級 課本單元 建議篇章 校本單元

四年級

古詩話神州
早發白帝城、題西林壁、絕句、
山行、楓橋夜泊、江雪、
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

古人讀的書 二子學弈
三字經──人之初 ‧人之初
弟子規──冬則溫 ‧冬則溫

五年級

古詩的啟示 明日歌 松‧延伸閱讀

增潤-語言的寶藏 論語四則

古文的瑰寶 鄭人買履、鷸蚌相爭、折箭

六年級

古詩家國情 泊船瓜洲、石灰吟、涼州詞 、出塞 古文拾趣

古文的道理 朱子家訓、客至

告別小時候 送元二使安西 7

文言經典建議篇章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高小



校本古詩文課程的特色

➢以教科書單元主題為基礎，配合40篇建議篇章及校本古詩文冊，
着重學生的學習興趣，加入有趣的學習元素或教學策略，如遊戲、
情境、戲劇、聲情、視覺、繪畫、或以話劇形式演繹等

➢鼓勵學生朗讀及記誦，布置朗讀課業，並由家長評分或寫下鼓勵
的說話

➢在中華文化周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增加學習文學及文化的興趣
，培養文化自信

➢配合學校發展重點設計古詩文課程，如堅毅，並每年檢視、修訂
及優化古詩文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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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校本古詩文課程的策略

➢以校本教材編排40篇建議篇章，教科書的教材只作參考

➢修訂原有的文化冊內容，補充其他文化、文學知識

➢申請教育局校本課程支援，檢視修訂內容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開發電子教材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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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本課程涵蓋的範疇

➢詩、詞、古文

➢小說

➢三字經

➢人物

➢成語

➢傳統節日

➢名勝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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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版
教材內容

新版
教材內容

制度

中華文化

物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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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校本文學文化課程的規劃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詩 ・憫農 ・元日

・畫雞 ・春曉

・詠鵝 ・詠雪

・江南（江南可採蓮）

・清明 ・小池

・回鄉偶書

・遊子吟

・靜夜思

・登鸛鵲樓

・七步詩 ・金縷衣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賦得古原草送別

・蜂

・泊船瓜洲

・絕句

・江雪

・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

・涼州詞
・出塞

・早發白帝城

・石灰吟

・楓橋夜泊

・客至
・山行

・送元二使安西

・題西林壁

詞 ・滿江紅

古文 ・守株待兔 ・孟母戒子 ・鷸蚌相爭
・二子學弈

・論語四則
・鄭人買履
・折箭

・蘭亭集序
・明日歌
・朱子家訓

小說
選讀

《西遊記》(白骨精) 《三國演義》(草船借箭)
《草房子》

《爸爸的花兒落了》、
《故鄉》、《碗》
(校本小說選）

典籍選讀

中華經
典名句

《三字經》 《三字經》 《三字經》 《孟子》仁民愛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
《梁惠王上》

《論語》待人處世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衞靈公》(尊重包容)

《禮記》克己勤學

知恥近乎勇《中庸》

(自我尊重)

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
《儒行》(積極進取)

《三字經》 《三字經》 《三字經》

歷史人物

賢者德行

孔融 讓梨

禮讓友愛

車胤 囊螢照書

堅毅勤學

李時珍與《本草綱目》

做事認真

詩聖杜甫

家國情懷

孔子：問人不問馬

關懷顧念

蘇軾：定風波

曠達坦蕩

傳統節日 春節年獸的故事

春節習俗

清明 #端午

春節與十二生肖

#中秋 #重陽 二十四節氣

名勝 古蹟 ・北宮 ・黃河 ・故宮 ・西湖 ・長江・三峽・長城 ・盧山・黃山

語言文字 象形 指事 會意 形聲 轉注 假借

文化 藝術 中國傳統遊戲(如：投壼) 粵劇 (與音樂科統整) 清明上河圖
(與視藝科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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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怎樣跟建議篇章結合？

➢靈活地將「建議篇章」融入課程，或配

合單元主題，或增設文言經典

• 五年級教科書有託物言志單元，可加入《石
灰吟》配合

• 《涼州詞》、《出塞》兩首邊塞詩，可以讓
學生認識長城的地理環境，讓學生理解士兵
在邊關戍守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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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怎樣跟建議篇章結合？

➢可因應不同年級教科書的選材作彈性編排，例如：

• 五年級教科書已有《折箭》、《論語四則》等課題，可
直接使用校本教材，略去不用現成教材，節省教時。

➢亦可自組單元，配合作品與作者生平，例如：

• 「論語四則」可滲入孔子「關懷顧念」的人生哲理，引
導學生認識儒家思想的核心，加入有關「仁愛」的中華
經典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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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一：
配合原有教科書單元，選材施教

單元 篇章

暢遊山水 講讀：漫遊萬宜水庫

自習：登武夷山

古詩：題西林壁（蘇軾）

單元 篇章

中國傳統
節日

講讀：中秋夜遊

略讀：龍舟衝、衝、衝！

古詩：清明（杜牧）

初小

高小

學校單元示例

建議篇章的規劃與組織

張永德博士「悅學古詩文」研討會(2023年11年11日) 14



單元 古詩文 延伸閱讀資源

初小
我愛大自然

《詠鵝》
《畫雞》

《家》（現代童詩）

高小
學貴有方

《論語四則》
《二子學弈》

以「勤勉好學」或「學
貴有方」為題的課內外
經典名句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建議篇章學習單元示例

取向二：
古詩文與自選閱讀資源組合單元

張永德博士「悅學古詩文」研討會(2023年11年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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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主題組織教材，把建議篇章和其他古詩文組合成
文學單元，幫助學生認識古人的生活面貌，增進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

核心教材：
教育局推薦的古詩文
（40篇建議篇章）

自選古詩文+

取向三：組織文學單元

16
例如：小三「古詩見真情」單元

回鄉偶書、遊子吟 + 贈汪倫



• 建議的古詩文篇章和圖畫書/其他閱讀材料組合成學習單元

取向四：組織單元

單元 古詩文 閱讀資源 (圖畫書)

初小
動物

《詠鵝》 《綠池白鵝》(圖畫書）

高小
多角度思考

《題西林壁》 《鯨魚》(圖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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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一：
配合原有教科書單元，如「季節」、「中國傳統節
日」，選取合適古詩文施教

小結：建議篇章的規劃與組織

取向二：
古詩文與自選閱讀資源組合單元，如「學貴有方」
、「我愛大自然」

（參考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文組建議篇章學習單元示例）

取向三：
建議的古詩文篇章和其他古詩文組合成文學單元

取向四：
建議的古詩文篇章和圖畫書/其他閱讀材料組合成單元

結合不同規劃取
向，古詩文學與
教更多樣化



通過多元化學與教策略設計教學活動

➢配合文學篇章，讓學生閱讀相關的文學作品作延
伸學習及書法練習，培養欣賞文學作品的興趣和
能力，例如：

• 學習《石灰吟》後，對讀《竹石》、《梅花》

• 學習《蘭亭集序》後，以毛筆書寫「天下第一
行書」

➢ 運用不同教學方法，讓學生能提升學習興趣，體
會作品表達的思想感情，例如戲劇教學、分組討
論、動畫短片、遊戲、誦讀詩文(Padlet)、虛擬實
境(AR)學習軟件等等。

➢ 學生網上誦讀詩文
19



聲情策略

連結策略

遊戲策略

古詩文學與教策略

戲劇策略

視覺策略

觸感策略

情境策略

故事策略

20
張永德博士「悅學古詩文」研討會(2023年11年11日)



常用策略 說明 常用策略 說明

遊戲策略 以遊戲帶動，如看圖配文、字
卡遊戲、填字遊戲、唱遊等，
以提高學習興趣，讓學生親近
古詩文

戲劇策略 通過戲劇活動，把古詩文描述
的人、事、物的形態及場面重
現，引導學生代入角色，體會
作者的心情

聲情策略 通過誦讀，或聆聽作品的誦唱，
把握作品節奏，感受作品的情
意

觸感策略 提供直觀、觸摸古詩文描述的
實物的機會，幫助學生化陌生
為經驗，加深理解

情境策略 呈現作品的情境，深化學生對
作品情意的體會

連結策略 連結學生的已有知識、閱讀與
生活經驗，思考古詩文與現實
生活的關聯和意義

視覺策略 就對文本的理解，轉化文字為
圖像，呈現讀者對作品意境的
感知

故事策略 講古詩文的故事，為古詩文編
故事，延續古詩文的故事……

古詩文學與教策略

張永德博士「悅學古詩文系列：舞台上古詩文」工作坊 (2024年3年23日) 21



參考例子：《石灰吟》
學習目標：

1. 通過閱讀古詩歌，讓學生感受詩歌優美的韻律節奏

2. 認識詩歌中託物言志的技巧

3. 連結生活，培養品德情操，厚植家國情懷

學習活動：

1. Padlet網上錄音分享

2. AR石灰製作遊戲，加深認識詩人如
何以石灰表明心志

評估活動：
1. 分析其他言志詩

2. 讓學生學會欣賞別人為社會作
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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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感興──中國語文課程文言經典建議篇章》書冊 「建議篇章」配套
資料學習單元示例及學校示例

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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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配套資料
原文、賞析、誦讀錄音、書法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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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學與教資源

建議篇章配套資料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recommended-passages.html

文學、文化教學資源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resources/primary/lang/curriculum-materials.html

中華經典名句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chinese-culture/chi-culture-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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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多媒體資源

➢ 成語動物園

➢ 燦爛的中國文明

➢ 成語動畫廊

➢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看動畫．讀名篇．識古
文」學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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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音節優美，琅琅上口的古詩文作為建議篇章，讓學生多
誦讀，感受作品的語言文字和思想內容之美。

➢ 靈活運用富啓發性的教學方法，例如遊戲、誦讀、講故事、
匯報、討論、問答比賽等學習活動，或結合不同類型的視聽
材料、網站、應用程式、學習軟件等，引發同學學習經典作
品的興趣，領略作品的情意。

➢ 建議在課程內逐步加入建議篇章，以豐富學習內容；可靈活
地把篇章融入課程，例如增設文言經典單元，或配合單元主
題加入相關的篇章。

加強文學文化的學習：增設建議篇章 強調文道並重

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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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聯絡資料

28 (完)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電話: 2604 1966

電郵: info@plkshs.edu.hk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電話: 2341 8088

電郵: info@kfp.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