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中國語文教育

➣  學習領域定位

中國語文是學習各門學問的基礎，而語文學習必須在學生的母

語基礎上發展。語文教育的主要任務是要提高學生運用語言的

能力，要學生掌握規範的書面語，能說流利而得體的粵語和普

通話，同時感受語言文字之美，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發展高

層次思維能力和良好思維素質，得到審美、品德的培育和文化

的薰陶，以美化人格，促進全人發展。

➣  發展方向

中國語文教育的課程是要讓學生獲得全面而均衡的語文學習經

歷，並循以下方向發展：

• 均衡發展讀寫聽說能力，全面發展讀寫聽說的綜合語文能

力。

• 培養審美能力和審美情趣，加強中國文學元素。

• 加強品德情意教育、文化學習，培養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反

思和認同。

• 培養思維能力和素質，鼓勵獨立、批判性思考，發揮創意。

• 提高閱讀興趣，拓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積累知識和語言

材料，拓展視野和胸襟。

• 配合時代社會，因應學生需要，編選多樣化的學習材料，靈

活運用學習材料。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諮詢文件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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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我們的學生

• 我們期望由現在至 2005-06年

以培養小一至小三學生聽說能力為主線

• 多聽多說，聽得完全，說
得清楚

• 少默寫，多認字，多識字

• 多閱讀富趣味性的文章，
培養喜愛閱讀的興趣

• 多誦讀淺易文學作品，體
味韻律，感受意像之美

• 讓學生多聽多說，多從口
語中吸收詞彙，表達自己

• 培養學生識字寫字的興
趣，感受漢字之美

• 引導學生喜愛閱讀，初步
培養他們的閱讀習慣

• 帶領學生誦讀淺易文學作
品，使他們感受到文字中

的韻律、意像之美

• 多聆聽，多給機會及鼓勵
學生自由表達自己，不窒

礙他們的思想發展

• 避免過量和欠教學目的的
背誦和默寫操練

以培養小㆕至小六學生讀寫能力為主線

• 多讀多聽，積累語匯和生
活體驗；多說多寫，增強

說話和寫作的自信心

• 體會讀寫之樂和審美情趣

• 透過閱讀，養成思考的習
慣，提出問題的意識，培

養想像力、發揮創意

• 讓學生多在閱讀和聆聽中
積累語匯和生活體驗，培

養他們說話和寫作的自信

心、表達力

• 多設活動，讓學生體會讀
寫之樂和審美情趣

• 透過閱讀教學活動，培養
學生提出問題的意識，動

腦筋思考的習慣，培養想

像力、發揮創意

• 避免過量和欠教學目的的
背誦和默寫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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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採用全方位學習、跨科
活動，讓學生從實際生活

環境中學習語文

• 使學生養成仔細聆聽的習
慣，培養他們在不同情境

中口語溝通的自信心和能

力

• 多設不同形式的活動，讓
學生體會讀寫之樂和審美

情趣

• 帶引學生享受文學閱讀的
樂趣

• 多利用綜合語文活動，培
養學生獨立思考的習慣，

引發他們的創造和批判性

思考的能力

• 多採用全方位學習、跨科
活動，讓學生從實際生活

環境中學習語文

• 養成仔細聆聽的習慣，培
養在不同情境中口語溝通

的自信心和能力

• 持續廣泛閱讀的興趣和習
慣，讀得更深更廣

• 享受文學閱讀的樂趣

• 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培
養創造和批判性思考的能

力

以培養中一至中三學生綜合的讀寫聽說能力為主線

• 創設情境，訓練學生因應
不同境況，主動表達自

己，積極與人溝通的能力

• 不斷促使學生擴大閱讀範
圍，提高閱讀質量

• 讓學生探討文學作品中的
思想情懷，豐富他們的情

感世界，培養品德修養

• 因應不同情境，主動表達
自己，積極與人溝通

• 擴大閱讀範圍，提高閱讀
質量

• 體會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情
懷，豐富情感世界，培養

品德

以培養中㆕及以上學生綜合的讀寫聽說能力

及發展多元化語文能力為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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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文字閱讀、視聽資
訊，探究和體認民族文化

的精神

• 發展個人在不同學習範疇
個別語文項目的喜好和專

長

• 透過文字閱讀、視聽資
訊，探究和體認民族文化

的精神

• 創設機會，提供選擇，讓
學生在不同學習範疇的個

別語文項目，發展個人的

喜好和專長

• 多採用全方位學習、跨科
活動，讓學生從實際生活

和職業環境中學習語文

➣  主要關注項目

• 課程觀念改變的適應：例如課程規畫由科目至學習領域，課

程組織由單篇到單元，教材處理由指定篇章到開放學習材

料，上課模式從課堂教學到全方位學習、跨科學習，因為相

應的教學模式及方法將有所不同，學校需要一段過渡時期作

教學調適。

• 促進學習的評估：學校實施新課程時，從以往測考模式轉移

到為學習而評估的文化，其間在理念和制度上需時改變。另

一方面，校外的公開評估測試，亦須因應配合。學校課程中

學習與評估的相輔相成，以及校內課程教學、評估與公開考

試的配合協調問題，往往影響到整體課程實施的成效。

• 教師培訓：面對課程與教學觀念的轉變、中國語文教育未來

的發展，教師需要多方面的針對性培訓，以裝備配合未來課

程的發展。

➣ 有關本學習領域的教學示例，請參閱《學校課程發展示例》及

課程資料庫（http://cd.ed.gov.hk）。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將於 2002年發布。


	學校課程--學生應該學些甚麼?
	學習領域及小學常識科須處理的重點項目
	中國語文教育
	學習領域定位
	發展方向
	我們期望由現在至2005-06年
	主要關注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