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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年更新)

提要

課程發展方向
• 提升語文素養
• 開放學習材料，重視經典閱讀
• 拓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升閱讀深度
• 配合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提升語文學與教的
成效

• 進一步加強評估促進學習的作用
• 照顧學生學習語文的多樣性
• 按校本需要及條件推動「用普通話教中文」
• 提供更多實踐普通話的機會，加強自學



• 不影響中國語文科的課程宗旨、理念和架構，主
要說明課程及評估的要點。

• 配合優化措施作修訂，包括刪減選修部分和修訂
公開評核。

• 重申課程讓學生加強文學和文言經典的學習，培
養必須具備的語文素養。

• 提醒須引導學生細讀文本，提升閱讀深度，全面
培養學生讀寫聽說能力。

• 與時並進，提升學生資訊素養；通過經典篇章的
學習，認識文化以及培養品德情意，加強價值觀
教育。

《中學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2021年更新)



• 重申課程讓學生加強文學和文言經典的學
習，培養必須具備的語文素養。

• 提醒須引導學生細讀文本，提升閱讀深度；
讓學生閱讀蘊含豐富文學、文化內涵的經典
作品，積儲沉澱，汲取其中文化精粹，並培
養對國家文化的保護意識和能力。

• 通過經典篇章的學習，認識中華文化，陶冶
性情，培養「仁愛」、「守法」、「同理
心」、「勤勞」、「團結」、「孝親」等價
值觀和態度。

• 加強各學習階段之間的課程銜接，以及善用
評估促進學習，從而提高學與教效能。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 (中一至中三)》

(2023更新) 

（請將本通函交予中國語文科科主任及教師傳閱）

教育局通函第134/2023號

中學中國語文學習領域

小學中國語文和初中中國
語文課程指引修訂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3134C.pdf


《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

內容

▪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讀寫聽說各範疇的範圍、能力、
策略及興趣、態度、習慣

▪九個學習範疇(包括讀寫聽說、
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
維、語文自學)的學習目標和重
點內容

2021年更新



中國語文教育課程的基本理念

兼顧語文的

工具性和人文性；

全面培養學生的

語文素養

培養善用「兩
文三語」溝通的
人才；提高國際
上的競爭力，促
進與內地交流和
連繫

為學生學習各
門學問打好語
文基礎；具備
終身學習的能
力

讓學生認識中華
文化，吸收優秀
的養份，承傳民
族文化；具備國
際視野和容納多
元文化的胸襟

思維能力是語
文運用的基礎；
能夠獨立分析
問題和解決問
題，發揮想像
和創意

閱讀網絡資訊
的能力，能從
大量菁蕪夾雜、
真偽難辨的資
訊中篩選、整
合有用的資料

以學生為主體；
提供全方位的語
文學習環境，讓
學生獲得綜合而
多元化的學習經
歷

透過文學的學習，
引導學生感受語
言文字和思想內
容之美，培養善
感的心靈，美化
人格

重視應用和
實踐，為未
來升學或工
作做好準備

語文是重要的交
際工具，同時又
是思想、文化的
載體，兼顧思想、
品德情意的培育
和文化薰陶

• 語文是重要的交際工具，同
時又是思想、文化的載體

• 兼顧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全面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
以提高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
同時兼顧思想、品德的培育
和文化的薰陶

(頁四，《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
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1) 提高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審美
能力和自學能力

(2) 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良好的學習態
度和習慣

(3) 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

(4) 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5) 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
感情

中國語文科 課程宗旨

•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為學生
終身學習、生活和日後工作打
好基礎

• 期望培育出善於溝通、慎思明
辨、富有創意、能解決問題、
有審美情趣、有道德操守、體
認中華文化、樂於終身學習的
新一代



中國語文教育 課程架構圖

• 學習內容可概括為閱讀、寫作、
聆聽、說話、文學、中華文化、
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自學九個
學習範疇

• 以讀寫聽說為主導，帶動不同範
疇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 課程架構是幫助學校自行規劃和
發展課程的組織框架，包括須學
習的知識內容、掌握的能力、培
養的價值觀和態度



因應：

• 本科的課程宗旨和發展方向

• 如何釋放學習空間以照顧學
生多樣性

•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 配合社會未來人才的需要等
作多角度而全面的考慮

• 優化措施並不影響中國語文科的課程
宗旨、理念和架構，而是課程和考評
的聚焦、深化。

• 是次修訂既有優化的地方，亦有加強
的部分，希望學生通過語文學習，更
有效地培養必須具備的語文素養，為
學習各門學問奠定良好的語文基礎。

優化高中核心科目─中國語文科
(2021年)

考慮方向



優化措施

課程 公開評核

融合高中課程必修和選修部分，
釋放課時，為學校提供更大彈性
和空間。

加強對閱讀的重視，在各學習階
段提供「建議篇章」，以進一步
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豐富語文
積澱。

重組考卷
把卷三、卷四所考核的能力融入

其他卷別或校本評核

精簡校本評核
只保留「閱讀匯報」，把說話能

力的評估融入校本評核

1 2



部分 內容 比重 評核形式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閱讀能力
卷二 寫作能力

40%

45%

筆試
筆試

1小時30分鐘
2小時15分鐘

校本評核
閱讀匯報：
一次文字報告
一次口頭匯報

15%
各呈交1個分數，
合共呈交2個分數

• 2025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評核大綱，中國語文科的公開評核包括
公開考試及校本評核兩部分：

公開評核



「建議篇章」網頁



• 局中人語
• 問與答

建議篇章



建議篇章

中國語文課程為各學習階
段提供「建議篇章」，推薦
適合學生程度的文言經典作
品。

教師可按學校情況，靈
活地把「建議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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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25 20 



第三學習階段

現行12篇文憑試指定考核作品
篇目和數量維持不變

建議篇章

1.論四端 (孟子) 11.詠鳥詩兩首：
燕詩
慈烏夜啼

(白居易)

2.大同與小康 (禮記) 12.陋室銘 (劉禹錫)

3.愚公移山 (列子) 13.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李煜)

4.鄒忌諷齊王納諫 (戰國策) 14.賣油翁 (歐陽修)

5.古詩十九首兩首：
行行重行行 (佚名)

迢迢牽牛星

15.愛蓮說
16.傷仲永
17.水調歌頭並序（明月幾時有）

(周敦頤)

(王安石)

(蘇軾)

6.桃花源記 (陶淵明) 18.滿江紅（怒髮衝冠） (岳飛)

7.世說新語兩則：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

(劉義慶)
19.天淨沙‧秋思
20.岳飛之少年時代
21.楊修之死

(馬致遠)

(佚名)

(羅貫中)

8.木蘭詩 (佚名) 22.賣柑者言 (劉基)

9.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23.為學 (彭端淑)

10.兵車行 (杜甫) 24.貓捕雀 (薛福成)

25.習慣說 (劉蓉)

第四學習階段

1 國風‧關雎 (詩經) 11 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 (陶潛)

2 曹劌論戰 (左傳) 12 師說 (韓愈)

3 論仁、論孝、論君子 (論語) 13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4 魚我所欲也(節錄) (孟子) 14 岳陽樓記 (范仲淹)

5 逍遙遊 (節錄) (莊子) 15 六國論 (蘇洵)

6 勸學 (節錄) (荀子) 16 唐詩三首(山居秋暝、月下獨酌
（其一）、登樓)

(王維、
李白、
杜甫)

7 大學 (節錄) (禮記) 17 宋詞三首(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
江東去) 、聲聲慢‧秋情 (尋尋覓覓)

、青玉案‧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

(蘇軾、
李清照、
辛棄疾)

8 廉頗藺相如列傳
(節錄) 

(司馬遷) 18 元曲兩首(四塊玉‧閒適 (南畝耕
) 、沉醉東風‧漁父詞)

(關漢卿、
白樸)

9 出師表 (諸葛亮) 19 滿井遊記 (袁宏道)

10 陳情表 (李密) 20 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



中小學中國語文課程專責委員會（加強中國文學及文化）
成員包括大專學者、中小學校長及科主任

選篇原則
• 文質兼美，藝術水平高，具典範性，有助提升學生的語文及文學素養；
• 內容豐贍，能配合中華文化、品德情意等範疇的學習，令學生有不同體會和感悟；
• 題材多樣化，能為不同能力、興趣的學生，提供更寬廣的學習空間；
• 音節優美，琅琅上口，宜於朗讀，也適合背誦，有助聲入心通， 豐富積儲；
• 接近學生生活經驗和心智發展，思想健康、積極；
• 涵蓋不同朝代、不同體裁的作品，並優先考慮名家名篇。

教育局 > 課程發展 > 學習領域 > 中國語文教育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html

建議篇章



• 建議篇章篇目
• 建議篇章配套資料
- 原文、賞析、誦讀錄音、書
法欣賞

- 學習項目舉隅
- 學習單元示例及學校示例
- 建議篇章──藝術形式舉隅

建議篇章

新



建議篇章配套資料，包括：
• 原文
• 賞析
• 誦讀錄音(粵語及普通話)
• 書法欣賞

第一至第四學習階段

建議篇章



建議篇章配套資料，包括：
• 學習項目舉隅

第一至第四學習階段

建議篇章



建議篇章配套資料，包括：
• 建議篇章──藝術形式舉隅

第一至第四學習階段

建議篇章



• 書冊
• 小遊戲

建議篇章



課程實施與教學示例舉隅



目錄 內容舉隅

第一章 概論
課程理念、課程宗旨、課程
架構、九個學習範疇

第二章 課程架構

第三章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的主導原則

第四章 學與教 學與教的主導原則、策略舉
隅、日常課業；評估規劃與
實施，包括校內評估及校外
評估/公開評核的主導原則第五章 評估

第六章 學與教資源 學與教資源的種類、選取與
運用，開發與管理

附錄：建議篇章篇目
(文言經典部分)

• 2021/2022 學年開始適用
• 在 2024/25 學年或之前逐

步加入課程，豐富學習內
容。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2021更新）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
（中一至中三）（2023更新）

課程實施——從理論到實踐 參考資料



目錄 內容舉隅

說明 • 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學習
進程，靈活使用

一、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 增加對語文的了解、增強語
文運用的能力

• 並非探究語言學定義和術語

二、讀、寫、聽、說
• 建議第三、四學習階段學生

學習的重點內容及相關說明

• 包括：讀寫聽說各範疇的範
圍、能力、策略及興趣、態
度、習慣

附錄︰學習範疇學習目標
和重點內容

• 九個學習範疇的學習目標和
重點內容

課程實施——從理論到實踐 參考資料

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
（2021更新）



課程規劃主導原則

▪ 依據中央課程架構，發展校本課程

▪ 設計均衡的校本課程

▪ 靈活調整課程內容及善用不同課程資源

▪ 以文言經典作品作為學生閱讀輸入的核心部分

▪ 透過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的學習，加強價值觀教育

▪ 善用資訊科技教育，提升學生資訊素養

▪ 推動從閱讀中學習

▪ 加強各學習階段之間的銜接

▪ 連繫本學習領域科目、其他學習領域或學科的學習



示
例



示
例



規劃課程時須考慮

3.1.4 整體規劃，加強各學習階段的銜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單元名稱 說理有據 說理明晰 議論基礎 論證有力 思考辨析 比較閱讀 文化反思

閱讀篇章 《螞蟻雄兵》
《死海》
《假如沒有
灰塵》
《賣油翁》

《豆腐頌》
《說勤》
《發問的精
神》
《為學一首
示子姪》

《傷仲永》
《習慣說》
《釣勝於魚》
《想和做》

《論四端》
《運動家的
風度》
《最苦與最
樂》
《賣柑者言》

《敬業與樂
業》
《六國論》
《偏見》
《新年利是
的習俗社交
功能》

《日》
《飛蛾與蝙
蝠》
《蛾》
《石鐘山記》
《髻》
《給母親梳
頭髮》
《我的母親》

《請客》
《陳情表》
《自嘲》
《齊桓晉文
之事章》

其他學習範疇：寫作、聆聽、說話、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語文自學

學習活動：小組討論、融辯入教、創意寫作、校內外比賽等

導讀形式，
溫故知新
延伸閱讀，
積累儲寶

比較閱讀，
細讀文本

縱向規劃



31

示
例

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中一「兩代之愛」

兼備文白篇章的學習
講讀：《燕詩》、《背影》

閱讀篇章︰

白居易 《燕詩》
朱自清 《背影》

王良和 《半夜，我在浴室看見你吊在窗
花的小鞋——給盈盈》

何福仁 《我家裡的小女孩》

小思 《短文兩則》(母親、母親的懷抱)
杏林子《亦母亦友》

學習單元示例及學校示例

中國語文課程 – 建議篇章



《學習項目舉隅》

篇章要旨 / 內容大意：
借梁上雙燕的故事，曉諭劉叟和世人，要顧念
父母的養育之恩

文學範疇：

• 作品內涵：顧念父母的養育之恩，對孝道作
自我反思

• 藝術技巧︰
❑ 託物言情，感人至深
❑ 善於剪裁，語言淺白
❑ 善用修辭︰對偶、頂真、疊字

中華文化範疇：
• 文化傳統︰重視孝道

品德情意範疇：
• 體念親恩，關懷至親

藝術形式 名稱 演繹 撰曲/編舞 出版資料

朗誦
殷巧兒(台詞)

招祥麒(吟誦)
中國語文教育組網頁

粵曲 燕詩 黃綺雯 廖漢和

跨學科教材•古文新
曲系列（2004粵曲小
曲實驗教學計劃）桃
花源粵劇工作舍

《建議篇章──藝術形式舉隅》

十二種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
「孝親」（於2023年12月加入）



參考篇章

為配合中學中國語
文課程的實施，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邀請教師、
學者推薦適合中學生學
習的材料，同時參考香
港歷屆課程的建議篇
章，中國內地、台灣、
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
材，再按課程「學習材
料選取原則」進行篩
選，供教師參考。

初中參考篇章

中學中國語文科
教學資源舉隅

包括文言文及白話文：
• 初中約680篇
• 高中約370篇

高中參考篇章



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書籍目錄

✢ 作者簡介

✢ 內容大要

✢ 本書特色

✢ 活動舉隅

• 引發閱讀興趣
• 說話/寫作活動
• 思考討論

初中

高中



以文言經典作品作為學生閱讀輸入的核心部分

強調語文素養、文道並重 增設建議篇章，
加強文學和文言經典學習

語文是重要的交際工具，同
時又是思想、文化的載體。
中國語文教育需均衡兼顧語
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全面
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以提
高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同
時兼顧思想、品德的培育和
文化的薰陶。

學生通過語文學習，培養必
須具備的語文素養。語文素
養是指知識、能力、情感、
態度和價值觀等在語文方面
的整體和綜合表現。

課程提供「建議篇章」(見
附錄；高中包括公開考試的
「指定考核作品」)，推薦
適合學生程度的文言經典作
品，作為他們閱讀輸入的核
心部分。

這些文言經典作品包含豐富
的語言、文學、文化底蘊，
學生透過熟讀精思……有助
豐富語文積澱，培養品德情
意和提升文化修養。



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中三「君子之德」
學習單元示例及學校示例

中國語文課程 – 建議篇章示
例



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中三「君子之德」
學習單元示例及學校示例

中國語文課程 – 建議篇章

以篇帶篇
以篇帶書

拓寬閱讀面



透過文化及品德學習，加強價值教育

品德情意教育 價值觀教育

品德情意教育可由感情激發
到理性反思，以情引趣，以
情促知，進而自我反省，並
在道德上自覺實踐。中華文
化的學習有三個層面：1. 認
識 2.反思 3.認同……

文化認同，指的是對優秀的
中華文化產生欣賞和思慕之
情……在認同自己文化、建
立文化自信的同時，培養對
國家文化的保護意識和能
力。

透過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的
學習，加強價值觀教育：

學生閱讀經典篇章，既可學
習篇中情理、認識中華文
化，亦有助培養「堅毅」、
「尊重他人」、「責任
感」、「國民身份認同」、
「承擔精神」、「誠信」、
「仁愛」、「守法」、「同
理心」、「勤勞」、「團
結」和「孝親」等價值觀和
態度。



朗讀

示
例

提問、討論



規劃課程時須考慮
3.1.7 透過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的學習，加強價值觀教育

使教學目標更聚焦

單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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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中五「任重道遠」學習單元示例及學校示例

中國語文課程 – 建議篇章示
例



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中五「任重道遠」學習單元示例及學校示例

中國語文課程 – 建議篇章



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中五「任重道遠」學習單元示例及學校示例

中國語文課程 – 建議篇章

聯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要求學生
根據不同類型的寫作/話語形式表
達，如札記、演講、討論、辯論、游
說等， 使學生文章/話語言之有物、
有理有據。



示
例



學與教主導原則

▪培養興趣、態度和習慣，促進自主學習

▪有機連繫不同範疇的學習，一材多用

▪重視閱讀，豐富積儲

▪充分準備，靈活施教

▪引發思考，深度學習

▪拓寬語文學習空間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善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與教



網上自學平台

文具套裝

注釋及句意
書法欣賞

WhatsApp 
Stickers

中華經典名句專頁

培養興趣，促進自主學習

2024/25中華經典名句
——全港中小學網上遊戲比賽

新增「成語迷宮」遊戲
十八區

最踴躍參與
學校獎

中華經典名句推廣活動

成語簡析



重視閱讀，豐富積儲

深度閱讀

• 細讀文本，提升閱讀深度

閱讀是語文學習的根本。教師要引導學生細讀
文本，仔細精讀一些蘊含豐富文學、文化內涵
的經典作品，含英咀華，涵泳細味，體會意蘊，
汲取養份，以提高語文素養。教師宜讓學生連
繫知識和生活經驗，誘發感悟，引導賞析，對
文本作深度和多角度閱讀；或進一步結合多元
化的學習材料，以篇帶篇、以篇帶書，並有機
地連繫各範疇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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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中一「兩代之愛」

文本細讀——細味作品

講讀：《燕詩》、《背影》

學習單元示例及學校示例

中國語文課程 – 建議篇章示
例



李白

中國語文科

《月下獨酌》

延伸篇章

《夢遊天姥吟留別》

中國文學科

《將進酒》



有機連繫不同範疇的學習，一材多用

均衡培養讀、寫、聽、說
能力

讀寫聽說能力互有關連，
在學習上可以互相促進，
相輔相成。因此，在教學
上，教師宜綜合培養學生
的讀寫聽說能力，以提高
學與教的效果。

全面培養聽說的能力

聆聽、說話的能力在日常生
活的應用上愈來愈重要，在
語文學習上不可忽視。聽說
能力的培養可結合其他學習
範疇一起進行，以增強教學
效果。教師宜因應不同課題，
靈活安排多樣化的聽說活動，
如故事講述、小組討論、個
人匯報、朗讀、角色扮演，
以培養學生聽說的能力、興
趣、態度和習慣。



示
例



• 配合學習目標和重點

• 全面評估學習表現

• 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

• 評估方式多元化

• 多方參與

•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 善用評估資料

教學

評估

學習
校內評估主導原則

學、教、評循環

評估是學與教的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蒐集
學生學習表現的顯證， 具有診斷、測量、甄
別、篩選、回饋的功能。

就評估的功用而言，評估可分為：
「對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of learning)

「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

「作為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as learning)



評估的規劃與實施

計劃
• 評估計劃

活動
• 評估活動

回饋
• 診斷和回饋

• 調整和修訂
修訂

• 學習是持續改變的歷程，評估不是一
次性的運作

• 訂定評估計劃時，要安排多元化的評
估活動

• 有效的回饋，可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
習表現，知所改進

• 讓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展，檢討教
學成效，調整教學策略



• 評核學生的學習情況，包括﹕
- 測驗、考試
- 家課、堂課
- 觀察
- 課堂提問
……

• 校本評核是校內評估的一部分，並
非外加的評估活動：
- 規劃校內評估時，應與校本評
核一併考慮

校內評估與校本評核



• 進展性評估
學與教過程中恆常進行
重視回饋
肯定學生日常的努力

• 總結性評估
學習時段結束時進行
(學習單元終結或學期/學年結束)
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以助重新檢視
教學計劃，調整學與教策略

評估模式舉隅
高中課程的評估分校內評估及公開評
核兩部分。在公開評核中引入校本評
核 (SBA) 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公開
評核加入進展性評估的成分，以促進
學生的學習，同時也讓他們在風險較
低的環境中進行評估，並確認他們在
整個學習過程中的表現。

校
本
評
核

內容 比重 評核形式

閱讀匯報：
一次文字報告
一次口頭匯報

15%
各呈交1個分數，
合共呈交2個分數



根據評估調適另一學習材料的課業設計
• 教師在教授《六國論》後，通過評估發現學

生需逐步引導才能完成概括段意的課業題目。
因此教師在教授《六國論》後，調適之後的
學習材料《請客》的課業設計，以「小步子」
的方式，逐步引導學生疏理段落內容，從而
概括段意。

示
例

原來的課業設計

學生在課堂上回答工作
紙上的問題︰

試概括第1段的段意。



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中一「兩代之愛」

配合學習目標和重點

學習單元示例及學校示例

中國語文課程 – 建議篇章示
例



中一級上學期統測

❖甲部閱讀理解考課外篇章，其中設篇章比較

題，如：《擦鞋的女人》與課文《岳飛之少

年時代》比較，課外與課內篇章的比較閱讀。

❖評估目的，包括：評估學生比較不同的篇章

及對篇章深層理解的能力。

❖評估重點，如︰

▪ 借事件以探討岳飛的形象特點：出生時、學

習上（經歷、學習能力、態度、志向 抱負）、

祭祀先師

▪ 借事寫人：事件取材與描寫人物特徵的關係

學校經驗︰評估設計——比較閱讀，融會貫通

題目舉隅：

2 (i) 文中記述了擦鞋女人的不同形象，這些形象與岳飛有何
共通之處？試根據《岳飛之少年時代》的內容，完成下表。

(從略)

(ii) 本文和《岳飛之少年時代》皆以不同事例帶出人物性
格特質，這是什麼寫作手法？

示
例



學校經驗︰評估設計——重視積累，理解與應用

中三級下學期統測 乙部課本問題

❖中三下學期單元，學習作品包括《歸園田居》、
《寄黃幾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醉
翁亭記》、《登高》、《蜀相》……

❖評估目的/重點，如︰

• 透過閱讀多篇作品，讓學生理解作品內容及其
作者的人生觀，掌握所謂「士的精神」

• 了解七言律詩手法的運用；了解古體詩的體制
及特色；掌握借景抒情的寫作手法；了解唐代
由盛轉衰的變化……

• 了解古代讀書人憂國憂民及先人後己的高尚情
操；了解詩人拒絕同流合污的情操；培養學生
獨立、自尊的人格，樹立正確價值觀……

示
例

題目舉隅：

歐陽修、陶淵明、杜甫三人，你認為
誰最能體現孟子「窮亦兼善天下」的
士人精神？試就所學，並引相關內容
作舉証，加以說明。



中學中國語文課程

學與
教

評估

課程

課程
宗旨

1.富有彈性的課程架構

2.均衡而全面的課程內容

3.重視校本課程發展

1.以學生為主體

2.重視閱讀、豐富積儲

3.重視啟發引導

1.評估促進學習

2.公開考試
公開評核/

校本評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