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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校參與教育局中國語文組舉辦的種籽計劃

• 加強文學、文化學習，提升語文素養

• 發展校本課程

- 小說單元

- 寓言單元

• 探索教學策略



寓言單元（中二）
2023 – 2024 學年 種籽計劃



單元組織
上學期 下學期

單元一：記敍的方法與人稱 / 敍事寫人 單元四：論說文

• 《風箏》（倒敍）
• 《桃花源記》（順敍）
• 《孟嘗君列傳》（插敍 / 人物）
• 《差不多先生傳》（人物）

• 《為學一首示子姪》
• 《說勤》
• 《習慣說》

單元二：景物描寫 單元五：敍事寫人 /  借事說理

• 《在風中》
• 《右溪記》（校本教材）

• 《癩六伯》
• 《王子猷雪夜訪戴》（人物）
•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借事說理）
•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借事說理）
• 《潘岳妙有姿容》（借事說理）

單元三：借物抒情 增潤單元：寓言

• 《愛蓮說》
• 《母鷄》
• 《楊柳》

• 《獼猴把豆喻》（《百喻經》）
• 《五十步笑百步》（《孟子》）
• 《朝三暮四》（《列子》）

各有側重

單元鋪墊



設計理念

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 分析人物形象與篇章主題關係

• 借事說理

• 詳寫（人物描寫）

承上啓下——有機連繫初中各級課程

• 中一級：借事說理單元

• 中二級：寓言單元（校本）

• 中三級：小說單元（校本）

歸納上學期的學習表現

考慮整個學習階段



以寓言作閱讀材料的考慮

• 篇幅簡短，語言凝練，結構明晰
便於處理，易於掌握

• 蘊藏雋永的寓意/人生道理
訓練高階思維能力

• 藉此喻彼，以小見大
學習比喻、諷刺、借事說理等手法



選材考慮

• 培養語文能力
掌握借事說理、人物描寫等表達手法

提升理解、賞析、寫作等能力

• 豐富文化素養
初步認識儒、釋、道思想

為高中學習作準備

• 照顧學習多樣性
題材多元
內容有趣



教學安排

單元鋪墊：
銜接中一借事說理

三篇作品教學次序
可因班而異

以讀帶寫
評估促進學習

閱讀材料 / 寫作任務

歷史人物
故事

（鋪墊）

閲讀《世說新語》故事：
 王子猷雪夜訪戴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
 潘岳妙有姿容

寫作（借事說理）：
「在這次活動中，我明白到與人合作的道理。」試根據以上陳
述，記述活動的經過，抒發你的體會。

寓言故事

閲讀寓言故事：
 獼猴把豆喻（《百喻經》）
 五十步笑百步（《孟子‧寡人之於國也章》）
 朝三暮四（《列子‧黃帝》）

寫作（借事說理）：
《獼猴把豆喻》教導我們不要因小失大的道理。試以借事說理
的方式，撰寫一篇文章，闡述這個道理如何適用於日常生活中

寫作（寓言改寫）：
試以《伊索寓言》中「螞蟻和蟋蟀」的故事為藍本，改寫情節
以帶出新的寓意。



寓言故事學與教

內容理解 故事的情節和結局、主要角色的形象

寓意分析 故事帶出甚麽道理/教訓

個人體會 聯繫生活經驗談體會及啓發/不同的詮釋、解讀角度

手法賞析 運用寓言故事說道理的效果

改寫/續寫
加入新人物，改變人物形象，改寫/加入新情節，改變
結局

應用/實踐 嘗試於演講、早會分享、寫作中運用寓言闡述道理



寓言故事學與教

內容理解 故事的情節和結局、主要角色的形象

寓意分析 故事帶出甚麽道理/教訓

個人體會 聯繫生活經驗談體會及啓發/不同的詮釋、解讀角度

手法賞析 運用寓言故事說道理的效果

改寫/續寫
加入新人物，改變人物形象，改寫/加入新情節，改變
結局

應用/實踐 嘗試於演講、早會分享、寫作中運用寓言闡述道理

• 全級考量：提供學與教框架
（文體特點、學習趣味、連繫生活、

應用實踐）

• 班本安排：教學活動、教學策略
（教師專長、學生學習需要）

• 教師專業發展：同儕觀課，調適教學



寓言故事學與教（教學活動/策略舉隅）

引入活動（班本）

• 師/生講故事 故事策略

• 播放動畫 視覺/故事策略

• 學生「把豆」經歷 連結策略



寓言故事學與教（教學策略舉隅）

善用板書（學生共同建構、教師點撥）

• 摘錄重點

• 引導思考

• 示範做筆記

• 促進自學



提供學習框架 圖式策略

• 提供閲讀/思考方向、步驟

• 協助梳理文意，分析主旨

• 遷移所學：文本日常生活（舉例說明）

• 瞭解寫作的詳略安排

寓言故事學與教（策略教學）



理解故事 分析寓意 生活實踐

故事中有甚麽重
要的角色？
• 角色言行故
事結果

• 別人評價
• 人物形象

• 貶斥甚麽人？
• 褒揚甚麽人？
帶出甚麽人生
道理？

• 結合其他人物例
子（學校、社會）

• 人物言行
• 言行的結果
• 別人評價

寓言故事學習框架



閲讀教學策略：提供學習框架

循序漸「退」，逐步減少導引

• 歷史人物故事單元（借事說理）
以「框架」引導學生閱讀

• 寓言單元

第一篇：着學生使用「框架」理解分析作品

第二篇：不提及「框架」，觀察學生是否主動運用

第三篇：不提及「框架」，觀察學生是否主動運用

靈活調節框架指示

内化所學



閲讀教學策略：提供學習框架

設計原則

• 簡明清晰，易於掌握

• 能廣泛應用（於其他同類型作品）

經驗分享

• 必須讓學生明白框中重點的意義

• 反覆引導學生分析因果關係（言行結果）



寓言故事閲讀教學

• 引導學生反思生活，深化對文本的理解

• 引導學生建立逆向思維，另闢新見

•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建立合理的看法

不必要求所有人都能說出/寫出優秀
的答案，但重視過程中的思維鍛煉。

有些學生說話/寫作能力欠佳，但思
維能力不俗。



《世說新語》閲讀教學

有人認為魏晉名士灑脫率真的性情值得欣賞。你同意嗎？
試舉例說明。

• 掌握抽象概念：灑脫率真

• 探討欣賞與否的準則：

- 對自己 / 對別人 / 對社會的利弊

- 當時和今天的社會是否一樣？

• 舉例說明：人物言行 + 結果（框架）



《獼猴把豆喻》

昔有一獼猴，持一把豆，誤落一豆在地，便捨手中豆欲
覓其一，未得一豆，先所捨者，雞鴨食盡。

凡夫出家亦復如是，初毀一戒而不能悔，以不悔故放逸
滋蔓，一切都捨，如彼獼猴失其一豆，一切都棄。

• 何謂「如彼獼猴失其一豆，一切都棄」？

• 如果要帶出這個佛道（不及早思悔改），你認
為故事内容怎樣修改能加深這個意味？

• 獼猴的部分要加強甚麽描述嗎？（不立即撿拾豆粒）

寓言故事閲讀教學 提問策略
促進思考



寓言故事閲讀教學

《獼猴把豆喻》

有人認為這個故事的寓意是教導人「做人切忌貪心」。
你同意嗎？為甚麽？

生活實踐/深層理解

《五十步笑百步》

有人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五十步者」可以取笑「百步
者」。試設想一個例子，並加以說明。



寓言故事閲讀教學

• 閲讀《揠苗助長》和《守株待兔》兩個故事，學生運

用「框架」分析寓意。

• 老師引導學生從正面的角度猜想上述兩個故事的寓意。

• 老師引導學生思考如何令正面角度切入的寓意得以成
立？關鍵在於情節/細節（人物言行、結果 / 別人的評
價）

強調如何判斷寓意的理解是否正確

其他寓意（舉隅）

 「幸福並非必然」《守株待兔》

 守株待兔的農夫很有耐性，每天呆在樹下等兔子，
也不怕悶。他們不是懶惰，只是興趣不在耕田。

《守株待兔》

 中國古代的農夫有其性情的優點，只是方法錯誤。
揠苗助長的農夫勤勞，把田裏的禾苗一根根拔起
來，人也快累死了，就只為了讓禾苗快高長大。

《揠苗助長》 為之後改寫寓言的創作活動作鋪墊



寓言故事閲讀教學

《朝三暮四》

老師引導學生開拓新的寓意（不是批評養猴者，而是批評猴子）

• 猴子除了發怒或與養猴者理論，他們還可做什麽？
（離開養殖場，以其他方法獲取食物）

• 他們明明有其他方法，卻甘於留在養殖場，失去什
麽？（自由/獨立思考的能力）

• 如此看來，故事還可帶出什麽寓意呢？

學習框架：誰是主角？



第一次命題寫作（借事說理）

「在這次活動中，我明白到與人合作的道理。」試根據以上陳述，記述活動的經過，
抒發你的體會。

• 老師指導

• 只有小部分學生詳寫人物的言行（合作/不合作）以及其結果

第二次命題寫作（借事說理）

《獼猴把豆喻》教導我們不要因小失大的道理。試以借事說理的方式，撰寫一篇文
章，闡述這個道理如何適用於日常生活中。

• 老師沒有給予明確提示

• 大部分學生能詳寫人物的言行以及其結果

教學策略：以讀帶寫



教學策略：以讀帶寫

第三次命題寫作（寓言改寫/創作）

試以《伊索寓言》中「螞蟻和蟋蟀」的故事為藍本，改寫情節

以帶出新的寓意。

• 老師沒有給予提示

• 大部分學生能詳寫人物的言行以及其結果



小說單元（中三）
2022 – 2023學年 種籽計劃



單元設計（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 調適小說單元，以「小小說」為主要閱讀材料

• 滲入閱讀策略教學：邊讀邊想（文題猜測/引領
思維閱讀）

• 重視文本細讀和能力遷移

• 培養文學評賞與創作的興趣和能力

• 有機連繫價值觀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

• 加強初中中國語文和高中文學的課程銜接



單元閱讀材料

• 講讀：

- 黎紫書《人瑞》懸念豐富，結局出人意表

- 黎紫書《留守》善用語言和心理描寫刻劃人物

- 鍾玲《小野貓》敍事觀點的多次轉換

• 導讀：鍾玲《殺人井》改編自本地新聞

• 延伸閱讀：西西《貴子弟》



選材考慮

• 內容生動有趣（配合學生的生活經歷、心智
發展）

• 表達手法具鮮明特點（讓學生容易掌握，並
模仿所學，嘗試進行創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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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之前所學（溫故知新/鞏固深化/遷移所
學）



單元鋪墊

• 建基已有語文知識：意象運用（《爸爸的花兒落
了》）、人物襯托（《孔明借箭》）

• 學生閱讀《失羣的紅葉》後，以文中「紅葉」為
敍事者進行改寫（目標旨在教導學生認識敍事觀
點，學習運用心理獨白，並嘗試修改情節以突出
新的立意）

• 調適隨筆、剪報等恆常練筆課業的安排，加入小
說創作的元素



單元鋪墊
活動目標 學習活動及教材 
1. 鞏固學生對課文的理解，特別是

作者對紅葉的感受。 
家課問答 
家課問答工作紙 
作者對紅葉的感受起伏變化豐富，試

按文意說明。 
1. 指導學生從文本中找出感受背後

的原因，學習如何表達感受（感受

詞、對象、原因）。 
 
2. 讓學生代入物件的感受，嘗試轉

換敘事觀點進行簡單創作。 

課堂討論 
課堂討論工作紙 
預習：分析作者對兩片紅葉的感受 
短講： 
試從以下三件物品中，任選一件，談談

你與主人共處一天的經歷和感受。 
智能電話  校服  口罩 

 
 



結合讀寫聽說，以照顧學習多樣性



閲讀策略教學：邊讀邊想

目的

• 增加學習趣味，引發學生投入閱讀

• 培養邊讀邊想的習慣

• 初步理解，獲取作品的某些訊息

• 增加閱讀監控的意識

• 提高閱讀的效益



閲讀策略教學：文題猜測

活動

• 着學生閱讀篇章題目，就文題進行猜想（連繫
生活經驗、已有知識等作猜測、聯想）

• 按需要提問

- 題目的意思是甚麼/提供甚麼訊息

- 從文題聯想到甚麼

- 猜測本篇作品主要寫甚麼

- 猜測作者為何寫作本篇小說



閲讀策略教學：引領思維閱讀

活動

• 學生閱讀篇章（節選部分），邊讀邊想
- 從這一部分內容掌握了甚麼訊息（例如場景/背
景、人/物、事情）

- 說明如何得到這些訊息（文本直接交代/從文本某
些線索推論所得）

- 指出閱讀後產生的疑問、聯想、猜測或推論

• 學生閱讀篇章之後的部分，邊讀邊找新的訊息/
關鍵線索，以印證或調整之前的推測



閲讀策略教學：引領思維閱讀《人瑞》

着學生閱讀篇章（節選部分）



閲讀策略教學：引領思維閱讀《人瑞》

引領學生邊讀邊想（提示舉隅）



閲讀策略教學：引領思維閱讀《人瑞》

引領學生邊讀邊想（提問舉隅）



閲讀策略教學：引領思維閱讀《人瑞》

着學生閱讀篇章（節選新的部分）



閲讀策略教學：引領思維閱讀《人瑞》

引領學生邊讀邊想（提示舉隅）



閲讀策略教學：引領思維閱讀《人瑞》

引領學生邊讀邊想（提問舉隅）



閲讀策略教學：引領思維閱讀

起疑 推論 釋疑

• 閱讀文本
• 標示文本線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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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分可留在「文本
細讀」時印證

學
生
活
動

教
師
活
動

• 讓學生閱讀文本
• 提醒學生標示線索
• 鼓勵學生分享

• 指示學生初步寫
下答案

• 引導學生思考，可
以全班一起討論。



閲讀策略教學：邊讀邊想

• 強調學生的參與，讓學生有足夠的閲讀經歷，
而非直接灌輸理論

• 指導學生邊讀邊思考：猜想、推論、求證，適
時修訂自己的想法

• 學生監控自己的閲讀過程，有意識地運用閲讀
策略

• 引發學生思考，並讓他們各抒己見



閲讀教學策略：提供閱讀框架 圖式策略

敍事觀點
人稱
敍述者

人物形象
直接描寫（肖像、語言、行動、心理）/
間接描寫/環境描寫/場景描寫/意象/映襯

故事結構
情節鋪排/結局設計/
敍事時間線/伏筆、懸念與呼應

主題思想
說明道理/諷刺現象/探討問題/引起共鳴/
引發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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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教學策略：文本細讀 故事結構
以《殺人井》的教學設計為例



閲讀教學策略：文本細讀 主題思想

以《人瑞》和《留守》的教學設計為例 有機連繫價值觀教育

文化安全教育



閲讀教學策略：文本細讀 敍事觀點

以《殺人井》的教學設計為例



閲讀教學策略：文本細讀

文體特點 因應文體特點，設計簡單易用的閱讀框架

思想內容

聚焦關鍵部分文句（詳寫、有趣、異常、受感
動……）

細讀方式（甚麼、如何、為何/ 連繫知識、經驗、
文本線索、其他作品/代入角色或作者/比較、對照）

藝術技巧

賞析重點（結構布局/寫作手法/修辭技巧/字詞運
用……）

賞析方式（朗讀/刪除、增加、更換某些部分的
版本VS 原來的版本/連繫知識、經驗、其他作品）

感性認知、理性分析



教學成果

中三級「小說單元」：
• 「邊讀邊想」演變成「邊讀邊想邊間」
• 學生能掌握閱讀小說的方向
• 部分學生能靈活運用所學，寫出富創意的作品
• 學生建立自學習慣，包括：標示文本線索、摘錄筆記、自行推論

中二級「寓言單元」：
• 學生能善用閱讀框架，理解寓言內容，分析主旨
• 能力較弱的學生寫作時也能有意識地詳寫人物的言行
• 普遍學生所寫作品，立意與取材配合緊密
• 學生的思維能力有所提升，思維能力較佳者能從不同角度分析寓意

學習動機+語文能力+策略運用+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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