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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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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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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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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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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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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高審美情趣和文學鑑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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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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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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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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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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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課業誠信 

學生必須自行完成課業，不得抄襲。「抄襲」是抄錄他人著作（特別是書寫作品）作為自己

的著作的行為。最明顯及大幅的抄襲是將整篇文章、整節、整段或整句抄錄而不加註明。這

顯然是不能接受的。倘未有註明資料來源，即使只抄錄數字或意譯（沒有實際抄錄任何文

字）亦可構成抄襲。（引錄自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著作誠信） 

學生可參考相關資料，但須在參考資料後，應以自己的文字完成課業，不可抄錄他人的著作

或意念（包括以人工智能軟件生成的作品）當作自己的原創。在完成校本評核課業時，學生

須整合從參考資料所得，提出個人見解。如需引用參考資料時，必須註明出處。（引錄自香

港考試及評核局） 

若有需要，老師會對學生的課業進行覆核檢測，判斷課業有多少內容由人工智能編寫而成。

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指引︰「如果學生抄錄他人的作品，包括互聯網上的資源及以人工

智能軟件生成的作品，而沒有清楚標明所抄錄或引用的資料及註明出處，並把有關資料視為

自己的作品遞交予教師，屬嚴重違規行為，一經證實抄襲，學生會被重罰。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規則清楚說明，若考生違反考試規則，他們可被罰取消有關科目或全部科目的考試成績，

或被罰扣減分數或降級。」中文科處理上述違規行為的方法相同，學生的課業、甚至整個中

文科成績可能會被扣分，或給予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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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課業（包括但不限於︰寫作、閱讀報告等），學生若有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作輔助，須下

載並填寫「中文科課業誠信聲明」，於繳交課業當日電郵或列印出來交給科任老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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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