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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標

在中學中國語文課程加強文學和中華文化學習

發展重點：

• 增加文學、文化學習的趣味

• 提升文學鑒賞和創作的能力

• 促進文化反思，培養維護文化安全的意識



計劃發展歷程

•檢視課程及資源

•加強文學和中華文化學習的構想

•發展校本課程

•總結和反思



檢視課程及資源

為開展種籽計劃作準備

• 檢視中三級單元，思考以何者為試點，加強培養學
生的文學鑑賞和創作能力

• 檢視初中已有的閱讀資源和校本課程設計

• 擬調撥資源添置書籍

• ……



檢視課程及資源

校本小說拔尖課程

• 對象：中三級尖子

• 課節：四節

• 閱讀材料：阿濃《鞋跟》、毛姆《死神說話》

• 創作練習：小說結局續寫

• 成效：學生積極投入，反應正面



加強文學和中華文化學習的構想

小說賞析與創作

• 調適中三「小說單元」，善用指定書籍閱讀計劃，
提升學生文學評賞與創作的興趣和能力。

• 建基校本拔尖課程，為全體中三級學生設計學與教
活動（可融入「小說單元」），以加強初中中國語
文和高中中國文學的課程銜接。

• 閱讀相關的參考資料及參加培訓課程，為設計及試
行「小說單元」作準備。



加強文學和中華文化學習的構想

7

善用各種資源

• 調適初中單元，滲入之前未選用的「建議篇章」，例如：
把《貓捕雀》加入中一借事抒情單元、《愛蓮說》加入中
二借物抒情單元，《滿江紅》加入中三的詞曲欣賞單元。

• 善用《積學涵泳》，加強文學、文化學習，促進學生自主
學習。

• 有機結合校內、校外不同聯課活動，營造更濃厚的文學、
文化學習氛圍。



發展校本課程

小說單元設計

• 設計理念

• 單元鋪墊

• 閱讀材料

• 教學活動

• 課業：創作練習



發展校本課程

小說單元設計

• 閱讀教學：「引領思維閱讀/邊讀邊想」+「文本細讀」

• 教學原則：

 將閱讀策略、作品賞析角度等融入教學，不直接灌輸理論

 提供細讀/評賞小說的基本方向

 引導學生連繫已有知識，促進能力遷移

 有機連繫價值觀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文化安全）

設計理念



細讀/評賞小說的四個基本方向

•敍事觀點

•人物形象

•情節布局

•主題思想



發展校本課程

小說單元設計

• 調適中三隨筆、剪報等恆常練筆課業的安排，加入
小說創作的元素，為「小說單元」作鋪墊

• 以《失羣的紅葉》為基礎，要求學生改以「紅葉」
為敍事者，並修改情節

• 目標旨在教導學生認識敍事觀點，學習運用心理獨
白，並嘗試修改情節以表達新的主題思想

單元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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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 失羣的紅葉 創意短寫（敘事觀點轉換）         何國鴻老師 

姓名：            班別：中三（ ）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轉換敘事觀點（敘事角度）寫作，理解第一人稱的特色。 

(2) 學生能以內心獨白建構人物形象，表達文章主題。 

 

試根據《失羣的紅葉》第 4 段至第 7 段，以「紅葉」為敘事觀點，運用第一人稱寫作，表達相關

的感受。然後，請續寫「紅葉」的結局，結局可自由設計，惟文章必須有明確的立意。 

 

                  

 

單元鋪墊



發展校本課程

小說單元設計（選材）

• 講讀：黎紫書《人瑞》和《留守》、鍾玲《小野貓》

• 導讀：鍾玲《殺人井》

• 延伸閱讀：西西《貴子弟》

閱讀材料



發展校本課程

小說單元設計（選材考慮）

• 作品特點鮮明，讓學生容易掌握賞析小說的方法，
並進行創作

• 選文主題涉及仁愛、孝親文化，有利引導學生結合
自身經驗和已學篇章作反思

閱讀材料



發展校本課程

小說單元設計

• 引領思維閱讀

• 文本細讀

教學活動

 邊讀、邊想、邊間（標示重點）

 討論（老師角色：引導者）

人物形象、敍事觀點、情節布局、主題思想

討論（老師角色：引導者）



引領思維閱讀／邊讀邊想邊間

20230707

起疑 推論 釋疑

• 閱讀文本
• 下間文本線索
• 初步猜想
• 與同學分享

• 留意上文下理
• 運用文本線索推

論
• 得出初步答案

• 自行判斷或與同學
討論，確立答案

• 部分留在「文本細
讀」時印證

學
生
活
動

教
師
活
動

• 讓學生閱讀文本
• 提醒學生間線索
• 鼓勵學生分享

• 指示學生初步寫
下答案

• 引導學生思考，全
班一起討論

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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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着學生閱讀篇章題目 

人瑞 

 

2. 引領學生邊讀邊想（可按需要提問） 

 着學生就文題進行猜想 

（目的：一面理解題目，獲取作品的某些訊息，一面連繫生活經驗、已有知

識等作猜測、聯想，讓閱讀文本時有較清晰的方向監控閱讀的歷程，提高閱

讀的效益。） 

提問舉隅： 

 題目的意思是甚麼？ 

- 你知道「人瑞」的意思嗎？ 

- 「人瑞」有甚麼特點？ 

 從文題聯想到甚麼？有甚麼猜想？ 

- 你/一般人會怎樣看待「人瑞」？ 

- 長壽是否一定幸福快樂？ 

 本篇作品主要寫甚麼？ 

- 「人瑞」的經歷（幸福 / 辛酸）？ 

- 「人瑞」的奇想？ 

 作者為何寫作本篇小說？ 

- 說一個生動有趣的故事，給讀者帶來快樂？ 

帶動讀者經歷某些情節，引發共鳴、反思？ 

提示舉隅： 

（從以下內容得到甚麼訊息？有甚麼猜測、推論？作者為何會這樣寫？） 

 「她今年一百二十歲了」 

 「鎂光如機關槍開動般連續打在她的身上，把她抹了厚厚一層胭脂的臉

龐照得慘白」 

 「那樣的蒼白看來有點可怖，但是也有它的好處，至少可以掩飾她臉上
錯開如網的皺紋」 

 「兩個活潑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走到她跟前，獻上好大的一束玫瑰花」 

 「桃紅色的玫瑰，那麽漂亮，那麽多」 

 「一共一百二十朵。真有心思啊！」 

提問舉隅： 

 掌握了甚麼訊息？（如人物、場景、背景） 

- 主角是誰？「她」有甚麼特別之處？ 

- 「她」身處甚麼場景？心情如何？ 

 主角與其他人物的關係如何？ 

- 「她」有家人/親人嗎？彼此關係好嗎？  

本篇小說的主題思想是甚麼？要帶出甚麼訊息？ 

「邊讀邊想」教學
以《人瑞》為例



發展校本課程

引領思維閱讀/邊讀邊想邊間

• 兩種教學安排

• 由「引領思維閱讀」延展成「邊讀邊想邊間」

教學活動

課堂上，老師帶領學生運用策略閱讀文本（適時點撥、引導）

上課前，學生運用策略進行預習（老師從中了解學生理解的情況，
調節教學）



文本細讀

賞析角度 《人瑞》 《留守》《小野貓》《殺人井》

敍事觀點 第三人稱 第三人稱 第三人稱 第一人稱

人物形象 老婦人、親
戚

老太太、女
兒及女婿

瑪莉安、史
密斯太太、

小男孩

情節布局
（敍事線索、結局
安排）

時間線、插
敍、結局

時間線、
插敍

敍事觀點轉
換、敍事線
索、結局

敍事線索

主題/文化思想
（生活及文化反思）

孝文化
敬老尊長

孝文化
敬老尊長

仁愛 智、仁、勇
(三達德)

20230707實施時，雖然把「意象」融入「人物形象」和「主題思想」的探究，
學生仍能主動抓緊這些文本線索，並作合理的推論和分析。

教學活動



以《人瑞》的教學為例

直接描寫

• 外觀：小説如何通過比喻描寫老太太的外貌？

• 行動：為何老太太要細細數算玫瑰花的數目？為何她把濃痰吞下
去？為何她一天到晚都在翻看錄影帶？「望」向走廊是一種怎樣
的姿態？

• 心理：為何老太太「覺得有必要把這最後的燭火也熄去」？為何
她知道自己應該展示一種和藹而滿足，甚至接近超脫的笑容？為
何老太太這樣想？

教學活動文本細讀（人物形象）



以《人瑞》的教學為例

間接描寫

• 意象、場景：「桃紅色的玫瑰」有何深意？為何寫「一朵微
弱的火焰正孤單地燃燒着」？為何花筆墨描寫慶祝生日的情
景和氣氛？

• 老太太的親人：為何老太太的兒孫簇擁着她時笑得燦爛，最
後卻一哄而散？為何婦人殷切為老太太化妝，最後卻轉眼沒
了蹤影？為何老太太的親人表現如此雀躍、歡樂？

教學活動文本細讀（人物形象）



以《殺人井》的教學為例

• 為何作者選擇以倖免於難的弟弟為敍事者？改以事件中其他人
（如哥哥、鄰人）的視角敍述，或改用第三人稱敍述好嗎？

• 鍾玲在《鍾玲極短篇》的《後記》中提到：「小說的故事由什麼
人的角度來敍述，或由什麼人的角度來觀看，會令小說有不同的
面貌和內容，這就是觀點決定內容。」試結合所讀作品談談自己
對這番話的體會。

• 《留守》及《殺人井》的敍事觀點有甚麼不同（人稱、敍述者）？
分別產生怎樣的藝術效果，以及各有甚麼限制？

教學活動
文本細讀（敍事觀點）



以《人瑞》的教學為例
敍事時間線（單線/多線；「當下」與「回憶/插敍」）

• 回憶上星期親人為她慶祝一百二十歲大壽VS當下在老人院翻看錄影帶

• 在第6-7段「其實才是上個星期的事」、「她還記得那天」、「想到這裏，
她不禁稍覺遺憾。那天錄影完畢後」揭示慶祝大壽為回憶

• 第15段「電視熒幕突然變成一片墨黑，她霍地從回憶中驚醒。一個婦女
把錄影帶取出……」寫老太太當下在老人院翻看錄影帶的現實

活動/提問舉隅

• 勾勒/畫出時間線

• 找出文本線索

• 分析、評價詳寫與略寫的安排

教學活動
文本細讀（情節布局）



發展校本課程

小說單元設計（課業）

• 短寫、練筆（例如：代入角色撰寫獨白）

• 問答

• 小小說創作

課業設計



課業設計（短寫、練筆）

創作的鋪墊

• 以「新聞改寫」作練筆：加入小說創作的元素，學生
需代入新聞中的一人或一物，以第一身敍述事件，並
思考是否要改動原來新聞稿的標題。學生完成課業後，
分享改寫的考慮，比較新聞稿和改寫文字的不同。

• 改寫《留守》的結局：引導學生留意情節與主題的關
係，並嘗試設計出人意表的結局，以增添小說的趣味。

課業設計



題目：如果讓你改寫《留守》的結局，你會怎樣改寫？（字數約 300 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寫作提示： 

1. 改寫版的結局較原著更能突顯主題嗎？或能帶出新的主題？ 

2. 改寫版的結局能否讓讀者有出人意表之感？ 

請把題目貼在作文紙上，連同作品一併繳交。 學生表現：
• 部分學生模仿作者的筆觸進行改寫，作品平實而不煽情。
• 小部分學生能創作出人意表的結局，有學生模仿《人瑞》
的收結方式。

課業設計「結局改寫」練筆



課業設計（問答）

鞏固/檢視學生所學

• 扣緊四個基本閱讀重點，檢視學生對小說的理解及
分析。

• 根據學生的課堂表現，針對學習難點擬題。

課業設計



課業設計（小小說創作）

學習經歷/單元總結性評估

課業設計

• 以讀帶寫，為每位學生提供創作小說的學習經歷

• 讓學生感受文學創作的愉悅，增加學習趣味

• 以「新聞」為創作藍本，減輕負擔，增加成功感



小小說創作
課業設計

提供創作藍本（新聞）

• 切合生活，易引共鳴

• 頗具爭議，值得探討

• 文化價值，有利反思

揀選原則



小小說創作
課業設計

小小說創作指引 

 

參考《殺人井》，以一篇新聞報道為題材，加以改寫、創作，寫成一篇小小說。同學可

選取附件中的新聞報道，亦可自選其他新聞報章（作品字數約 1000 至 1500 字）。 

 

同學可參考單元篇章《人瑞》、《留守》、《貴子弟》，或其他小小說作品，運用其中的寫

作手法。以下僅供參考： 

 選用敘事觀點，以哪一個角色為第一身寫作更好？ 

 鋪設懸念 

 設計出人意表的結局 

 運用意象、襯托等手法以突出主題 

 善用對話推進情節 

 

創作指引

選用敍事觀點，



小小說創作
課業設計

學生整體表現

• 敍事觀點：大部分學生以新聞中的人物作第一身敍事，多能通過其視
角恰當地安排情節；亦有學生以物品為第一身敍事，效果不俗。

• 人物形象：大部分學生能運用語言及心理描寫，為筆下的人物塑造鮮
明的形象。

• 情節布局：學生作品結構大致完整，時間線清晰；部分表現出色者能
善用懸念，設計富吸引力的標題，經營耐人尋味的情節；少數學生更
能設計出人意表的結局，令人眼前一亮。

• 主題思想：學生嘗試深化新聞事件的主題，以引發讀者反思；有少數
學生修改情節以表達其另行構想的主題。



小小說創作 課業設計

學生優秀作品（舉隅）
• 「最緊急的次緊急」：「我」是新聞報道中離世的病婦，故事記述

「我」以為自己來醫院求診，目睹「我」離世前醫院的情況，最終赫
然發現自己已離開人世。

• 「走失」：「我」在街上偶遇一個迷途的婦人，她在等待女兒接她回
家。其後，有自稱警察的人來帶她走，後來女兒也現身，終於接走了
婦人。「我」最初起疑，後來相信，最終發現他們原來真是騙子。

• 「無題」：故事記述一個婦人被女兒遺留在街上，原來這名婦人昔日
也是這樣冷待女兒，今天是自作自受。

雖然在鋪排情節和描寫細節上尚未圓熟，但部分構思不俗，
不失為一個好的嘗試。



加強文學和中華文化學習

加強文學創作氛圍

• 舉辦「小小說創作比賽」，除了中三級同學，亦讓
高中文學班的同學參賽

• 擬從學生創作的小小說中選幾篇佳作參加「全港青
年學藝比賽」（故事創作）以及「青年文學獎」寫
作比賽

善用校內外資源，以加強文學創作氛圍和學習趣味



總結和反思

• 引領思維閱讀/邊讀邊想邊間：適切的引導，能促使學生閱
讀時邊讀邊標示關鍵部分，積極提出疑問，嘗試按文本線索
推論，並較有意識監控自己的閱讀歷程

• 小說創作：雖然學生的作品大致完整，立意清晰，具備小說
的基本元素，但部分學生仍囿於傳統的寫作思維，創意有待
提升

• 教學安排：如課時充足，擬加入更多的課堂講評、生生互評、
個別輔導，讓學生有修改的機會，令作品更臻成熟

持續優化校本課程



總結和反思

計劃成果－學生

• 增強學習動機，討論氣氛熱烈

• 建立自學習慣，包括標示文本線索、摘錄筆記、自
行推論

• 培養語文素養，提升語文能力，包括理解、分析、
評鑒以及創作文學作品的能力

達到預期目標



總結和反思

計劃成果－學生

• 「邊讀邊想」演變成「邊讀邊想邊間」，深化
自學能力

• 部分學生能靈活運用所學，寫出富創意的作品

• 學生理解和運用意象的能力尚佳

意料之外的收穫



總結和反思

計劃成果－教師

• 提升教學效能

• 促進教學反思

• 加強課程規劃（包括課程銜接）

• 推動校本課程發展（「小小說單元」設計）

專業成長



總結和反思

展望

• 持續提升學生學習文學文化的興趣

• 進一步為學生提供創作的機會和空間

• 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 促進學生選讀中國文學科

• 持續發展科組共同備課的文化

路漫漫其修遠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