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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高中） 

1. 課程簡介 
學生在初中建立了普通話之聽講能力，升上高中後，一方面須提升運用中文的能力，另一方

面還須應付公開考試。此階段亦為思維發展的重要時期，為使有利吸收與交流，作高層次思

考，高年級中文科將以母語粵語為教學語言。本科選用情理兼備的學習材料，可讓學生感受

語言文字和思想內容之美，培養審美情趣和品德情意，以及探究學習材料中豐富的文化內

涵，促進對中華文化的認識、反思和評價。透過對學習材料的探究和分析，可培養學生的批

判性、創造性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養成良好的思維素質。課堂著重提供學習空間，

讓學生自主探究和獨立思考，學會不同的學習策略，從實踐中建構新知識和發展能力，打好

終身學習的基礎。 

 

2. 學習方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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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培養審美能力和審美情趣，加強中國文學元素。 

3. 加強品德情意教育、文化學習，培養對中華文化的認識、反思和評價。 

4. 培養思維能力和質素，鼓勵獨立、批判性思考，發揮創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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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配合時代社會，因應學生需要，編選及靈活運用多樣化的學習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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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課程設計兼重基礎知識訓練，與高層次的交流、作品分析和欣賞等能力的提升。 

中四 

中五 

中六 

閱讀 

採用校本單元學習冊，當中包括各種文類的文章選讀，配合文

化知識作單元主題，培養學生的閱讀深度；另外亦採用校本閱

讀札記，培養學生的閱讀廣度。 

中四 

中五 

中六 

寫作 

環繞學習單元布置各類型命題寫作，如記敘文、描寫文、議論

文、說理文等；並配合校本高中語文自學冊，內含成語故事選

錄及古今名人事例匯編，積極為學生累積寫作素材。 

 

3. 學習活動 
 課堂活動—以多向溝通為學習模式，建立同學的自主學習及協作學習的能力。 

 課餘活動—鼓勵學生參加朗誦、辯論、演講、閱讀計劃、參與網上文化論壇、

欣賞坊間劇團表演和各種中國文化活動。 

 文學欣賞—發展以書為本的深層次語文綜合能力，不同年級的學生於每單元均

有探討文學、文化之閱讀活動。 

 同儕互評—鼓勵學生多寫，並透過同儕互評，提昇學生對語文欣賞及評鑒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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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組織 

級別 單元 學習重點 

中四 

單元一 

仁者愛人 

儒家思想初探 

 

1. 掌握儒家學說的概況。 

2. 複習儒家的「人性論」。 

3. 掌握儒家中「仁」在個人修養的思想。 

4. 掌握儒家中「仁」在治國方面的思想。 

5. 評價和反思儒家中「仁」觀念的現代價值。 

6. 掌握文言知識︰常見文言字詞、古今異義、一詞多義、通假

字、詞類活用、省略句、倒裝句等。 

單元二 

孝道親情 

記敘抒情 

1. 掌握記敘文的要素。 

2. 掌握記敘的線索。 

3. 掌握記敘的人稱。 

4. 掌握記敘的手法。 

5. 掌握抒情的手法。 

6. 掌握人物描寫的手法。 

7. 掌握閱讀白話文的技巧。 

8. 掌握劃分結構段、概括段旨、歸納主旨的能力。 

9. 掌握儒家思想中「孝」的精神。 

10. 反思及評價儒家中「孝」觀念的現代價值。 

單元三 

義者宜也 

儒家思想再探 

1. 掌握儒家中「義」在個人修養的思想。 

2. 掌握儒家中「義」在治國方面的思想。 

3. 評價和反思儒家中「義」觀念的現代價值。 

4. 掌握文言知識︰常見文言字詞、古今異義、一詞多義、通假

字、詞性活用、省略句、倒裝句等。 

單元四 

景物描寫 

山水情懷 

 

1. 掌握描寫的手法。 

2. 掌握抒情的手法。 

3. 掌握遊記體裁。 

4. 掌握本土作家對香港的情感。 

5. 掌握閱讀白話文的技巧。 

6. 掌握分析文章佈局和結構的能力。 

7. 掌握劃分結構段、概括段旨、歸納主旨的能力。 

8. 掌握詳略安排與作者情感的關係。 

9. 掌握古代文人寄情山水的情感。 

10. 掌握景物與作者情感的關係。 

11. 掌握作者的志向與抱負。 

單元五 

唐詩欣賞 

言志抒懷 

1. 掌握古體詩、近體詩的體制。 

2. 掌握詩中所描寫的意象。 

3. 掌握詩中所營造的氣氛。 

4. 掌握詩中所抒發的情感。 

5. 掌握各種抒情手法。 

6. 掌握各種修辭手法。 

7. 掌握不同詩人的寫作風法。 

8. 欣賞古代「以詩言志抒懷」的特色。 

9. 提高審美情趣和文學鑑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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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單元 學習重點 

中五 

單元六 

宋詞欣賞 

言志抒懷 

1. 掌握詞的體制。 

2. 掌握詞中所描寫的意象。 

3. 掌握詞中所營造的氣氛。 

4. 掌握詞中所抒發的情感。 

5. 掌握各種抒情手法。 

6. 掌握各種修辭手法。 

7. 掌握不同詞人的寫作風格。 

8. 欣賞古代「以詞言志抒懷」的特色。 

9. 提高審美情趣和文學鑑賞能力。 

單元七 

道家思想初探 

逍遙物化 

1. 掌握道家思想的概況。 

2. 掌握道家的「逍遙」及「物化」思想。 

3. 評價和反思道家「逍遙」及「物化」思想的現代價值。 

4. 比較儒家積極入世與道家消極出世的思想。 

5. 掌握文言知識︰常見文言字詞、古今異義、一詞多義、通假

字、詞性活用、省略句、倒裝句等。 

單元八 

議論文 

禮度教化 

1. 掌握議論文的元素。 

2. 掌握議論文的結構。 

3. 掌握議論文的論證手法。 

4. 掌握議論文的寫作手法。 

5. 掌握各種邏輯謬誤的類型。 

6. 掌握儒家思想中「禮」的精神。 

7. 掌握儒家思想中「禮治」的精神。 

8. 評價、反思儒家中「禮」觀念的現代價值。 

9. 掌握閱讀白話文的技巧。 

單元九 

游說文 

情理兼備 

1. 掌握游說的定義。 

2. 掌握古代的游說文章。 

3. 掌握各種游說技巧。 

4. 複習各種論證手法。 

5. 掌握閱讀文言文的技巧。 

單元十 

法家思想初探 

信賞必罰 

1. 掌握法家思想的概況。 

2. 掌握法家的「法治」思想。 

3. 評價和反思法家「法治」思想的現代價值。 

4. 比較儒家仁治與法家法治的思想。 

5. 掌握文言知識︰常見文言字詞、古今異義、一詞多義、通假

字、詞性活用、省略句、倒裝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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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一 

說理文 

學而不厭 

 

1. 掌握議論文的元素。 

2. 掌握議論文的結構。 

3. 掌握議論文的論證手法。 

4. 掌握議論文的寫作手法。 

5. 掌握撰寫段落大意和主旨的技巧。 

6. 掌握閱讀文言文的技巧。 

7. 掌握各種文言知識。 

8. 掌握各種修辭技巧。 

9. 掌握荀子對人性的看法。 

10. 掌握荀子「積學」的理論。 

11. 掌握「說」的文體。 

12. 掌握韓愈對「從師」的看法。 

6. 比較及評價現代社會對「從師」的看法。 

單元十二 

記敘寫人 

智勇雙全 

 

1. 掌握列傳的特點。 

2. 掌握分析人物形象的技巧 

3. 掌握人物描寫的手法。 

4. 掌握中國儒家思想中「智」和「勇」的概念。 

13. 掌握閱讀文言文的技巧。 

  

 

 

級別 單元 學習重點 

中六 總複習 

1. 複習各種閱讀能力，如︰閱讀策略、寫作手法、分析內容、

擷取主旨、評價文章等。 

2. 複習經典文言篇章的內容。 

3. 寫作不同文體的文章。 

4. 複習聆聽及綜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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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與考評1   

 
中四 

範疇 課業／考評種類 各卷比重 

閱讀 

默書 

閱讀報告 

閱讀紀錄 

閱讀能力練習 

閱讀能力評估 

47% 

寫作 
命題寫作 

寫作能力評估 
53% 

 

中五 
範疇 課業／考評種類 各卷比重 

閱讀 

默書 

閱讀報告 

閱讀紀錄 

閱讀能力練習 

閱讀能力評估 

47% 

寫作 
命題寫作 

寫作能力評估 
53% 

 

中六 
範疇 課業／考評種類 各卷比重 

閱讀 

默書 

閱讀報告 

閱讀紀錄 

閱讀能力練習 

閱讀能力評估 

47% 

寫作 
命題寫作 

寫作能力評估 
53% 

 

*學生必須準時繳交課業，如若欠交，老師將會記錄在「電子訓導管理」系統中；若持續欠

交，老師將會扣分或留堂處理。 

 

                                                 
1 「課業與考評」的各卷比重乃參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頒布的香港中學文憑中國語文科考試評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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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長的角色 
 

學生是學習的主人，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應主動規劃學習方向，並為個人的學習負責。中國

語文教學，著重為學生創設良好的自主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學習語文的自覺性和進取精神。

因此，家長應鼓勵學生利用網上的電子工具輔助學習，並自主地建立學習社群，多與同學、

教師、家長、校外人士等作多向對話，刺激思考，享受學習過程的樂趣。另外，閱讀為提高

語文能力的不二法門，家長宜鼓勵學生多作有質量的閱讀，感受及欣賞作品藝術、語文之

美，體味作品的思想感情，從而評價作品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