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化承傳》前言   
 

一、 研究背景 

 

中華文化的承傳是全世界炎黃子孫共同關心的課題。文化教學的目標是為

了使我們的下一代增進對優秀中華文化的認識、反思和認同，提高批判性思維能

力，培養正確的倫理道德觀念，加强對國家和民族的歸屬感，並為進行文化思辯、

衡量傳統文化對當今世界的意義奠定基礎。但文化教學具體應怎樣進行？其核心

教材應怎樣制訂？文化教學應如何因應不同學習階段學生的認知能力而有所側

重？這些問題一直是教育界所關心的，但對此作深入研究的卻尚未見。 

 

香港的中國語文教學，一向較為强調語文能力訓練而忽視中華文化的承傳。

直至 1990 年的課程綱要，始正式要求「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識」。2000 年的

「中學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及 2004 年的「小學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將語文學習

分為閱讀、寫作、聆聽、說話、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及語文自學等

九個範疇，中華文化才正式列為語文學習的範疇之一。 

 

目前預科課程設有「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對象是預科的學生；在大學裏，

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則主要在學術層面；而初中學生的文化普及仍有很多拓展的空

間。中國語文科新課程頒布後，怎樣系統地把繁富的中華文化結合「中文教學」、

「品德情意」和「從生活中去體現」的教學目標是我們熱切關心的課題。然而，

綜觀坊間有關中華文化知識的教材，大部分都以預科學生為對象，針對廣大初中

程度的學生，並配合新課程綱要的文化讀物，尚有待開發。 

 

新的語文教學鼓勵學生自學。然而，因為課程要兼顧多個學習範疇，其中以

「閱讀」、「寫作」、「聆聽」、「說話」四範疇為主，「中華文化」屬配合性質。如

何配合？「課程指引」未有清晰的導向，教科書在鋪排中華文化的學習內容方面

存在著一定難度，多家出版社出版的現行初中中國語文課本，其中華文化知識大

都採用較為隨機的灑點式佈局，文化知識點狀如斷珠散豆，並未建構出一個較為

完整的學習系統。因此，制訂初中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的學習大綱，編訂適合初

中學生閱讀的文化讀物，實乃當務之急。 

 

香港大學中文系於 2003 年獲優質教育基金撥款，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

心、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攜手合作，並邀請教育界、文化界和出版界資深人士擔

任顧問，計劃以兩年為期，制訂初中階段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的學習大綱，然後

據此編訂合適的中華文化閱讀材料，並組織學校進行實驗。同時以文化講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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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文化常識問答比賽等方式相配合，以期引起全港初中語文教師、學生和社

會人士的參與，從活動中推廣優秀的中華文化，提高他們學習文化的興趣，啓導

深入思考文化問題。 
 

 

二、制訂教學大綱 

 

中華文化的範圍非常廣闊，小學、初中、高中各階段學生的生活經驗、學習

興趣、知識水平和能力發展亦各異；因此，我們首先制訂了一個初中中華文化教

學大綱，以作為整體的指導方向。教學大綱是如何制訂的呢？由於中華文化源遠

流長，博大精深，可說是包羅萬象，因此，小學、初中、高中各階段應學習甚麼

內容，就是首先要解决的問題。研究小組背後有一個高質素的顧問團，成員包括

文化學、課程學、教育心理學等方面的專家、中學校長及資深教師，除港澳的學

者專家外，還包括內地、台灣、新加坡、泰國、印尼、菲律賓以及歐美等國家和

地區的代表。制訂大綱之前，研究人員從今日的社會現實出發，先以問卷方式作

意見調查，充分考慮學科本身及教師、學生、家長的需求，同時結合顧問委員會

的意見，逐步修訂、完善，做到以學生為本，以適切性為原則，符合初中階段的

需要。所釐定的學習範疇及文化知識點以學生在初中階段必須掌握的為基準。具

體大綱以顧問委員會的意見、教師和學生的回響綜合研究，力求具代表性。 

 

研究人員參照中國語文課程大綱及有關文獻，訂定 24 個範疇，並據此劃分

學習單元，略如下表： 

 

 

 

 

 

 

 

神話故事     民間傳說 社會習俗 傳統節日 

河山風貌 名勝古蹟 禮儀情操 工藝服飾 

飲食文化 康樂文娛 文學作家 名篇佳作  

倫理道德 經濟貿易 交通傳訊 科學技術 

藝術欣賞 人文教化 語言文字 修辭語匯 

治亂興衰 歷史人物 學術思想 宗教人生 

 

至於各範疇的詳細內容，請逕參考附錄之<<中華文化教學大綱>>。 

 

三、編寫文化讀物 

 

<<中華文化承傳>>共分 3 冊，每冊 8 個單元，每單元有 8 至 10 篇文章，24

個單元共 222 篇。文化讀物的編寫原則如下：(一) 內容的深淺程度切合初中學

生的心智發展水平。(二) 文化知識的學習與品德情意的培養相結合。(三) 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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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文化知識的同時，輔以探究性的問題，啟導學生進入文化反思和認同的層次。

(四) 以「知識小品文」的體裁，透過輕鬆活潑的敘述筆調介紹文化知識。(五) 圖

文並茂，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本書力求做到趣味性、知識性、文學性、思辨性與現實性兼具。「趣味性」

目的是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知識性」用以引導學生

了解中華文化，並掌握其菁華；「文學性」是指善用詩詞韻文、警語名句貫穿文

章，以富有文學色彩的筆墨感染學生，引起共鳴；「思辨性」在於引領學生進行

反思，認同中華文化，讓傳統文化的精神叩開學生的心扉，增強民族自尊和自

信；「現實性」則用來拉近學生生活，將「知」與「行」結合起來，在生活中體

現優秀的中華文化。 
 

 

四、進行教學實驗 

 

為保證中華文化讀物的「科學性」，教學實驗是不可或缺的。我們選定十五

所中學進行有關的教學實驗研究，並定期舉辦培訓班及工作坊，指導參與實驗學

校的教師掌握文化讀物的編寫精神、施教方法、評估方式以及如何推展活動等。

每個單元的篇章由教師於課堂上進行閱讀指導，學生完成每個單元的閱讀活動

後，以判斷、填空、短答等方式進行評估，並由研究人員作統計分析。研究人員

並定期用問卷方式，向學生收集意見，再結合專家建議，綜合研究，逐步完善學

習大綱的建構和讀物的編撰，集思廣益，精益求精。 
 

文化教材內容的深淺程度拿捏是否準確，以學生的反響最能得出結論。因

此，實驗的目的也就是為難以確定的文化點找出立項的根據。而這個實驗，是建

立在一個系統化的評估基礎上。評估方法略述如下： 

 

(一) 對教材素質的評估 

中華文化教材素質的評估是指對大綱內容和篇章撰寫方式等方面的評價。評

估的方式以「質性」進行，分階段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方式如下： 

1. 以學生為本，根據學生的評估成績、讀後感及讀書報告等作「質性」的綜合

分析，以改進教材不足之處。 

2. 設計問卷，定期向學生和教師搜集修訂的意見；有關意見經綜合分析後，再

諮詢專家，以達致總結性的評估。 

 

(二) 對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是從「量性」的研究方式進行的，同樣分階段性評估與

總結性評估。分述如下： 

1. 學習成效從多次的評估中得出。評估由教師在課堂上進行。教師擔當推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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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的角色。收回的評估試卷交由研究人員批改，並存檔以作量性的統計分

析。 

2.  為確保文化教材的適切性，根據學生的評估成績統計分析後，逐步進行修訂。 

  

 

五、結語 
 

<<中華文化承傳>>的正式出版，是我們對中華文化研究的一項階段性成

果，期望引起海內外文化教育界先進的注意，進一步就小學至大學每個階段的

文化教學作深入探討，以促進 21 世紀中華文化教學的全面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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