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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中、小學課程過往雖然沒有中國文化科，但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中、

小學語文科課程綱要中，均明確地指出認識中國文化的必要性。〈中國語文科小學課

程綱要〉第一暈「總目標J (七)中提到: í指導學生從語文學習的活動中充實生活經驗，

培養學生道德觀念，並使學生對中國文化有所認識。」第二章「教學要求」指出語文老

師要「使他們〔學生〕從語文學習的活動中，充實生活經驗，增加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第三章「讀文教學J (一)讀文教學的目標(三)也提到: í培養學生的道德觀念，並使學

生認識中國文化。」至於〈中國語女科中學課程綱要〉中關於中國文化的傳授，買IJ有更

進一步的要求:第一輩「教學目標」中便開宗明義指出，老師要「藉著本科〔語文科〕的

教學，勵發學生的思想，培養學生的品德，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學生

對社會的責任感」。第三章第一節「讀文教學」要期望學生能「透過讀文教學課，旺能認

識有關的語文知識，把這些知識轉化為語文能力;又能獲得文化的薰陶、思想的敵

發;並可以從學習中培養品德和社會責任感」。附錄四「怎樣透過本科介紹中國文化」

亦認為: í介紹中國文化，可增進學生對本國的認識，從而增加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學生對本國優秀的文化傳統了解愈深，思慕立情愈切，對於學習本國的語文，自然愈

加認真而投入。而且，優良的傳統文化，對學生德性的培養，正確人生觀的建立，會

起一定的積極作用。此外，了解古代文化知識，亦可增加學生閱讀古籍的能力。」

由此可見，中、小學的語文科，除了教授語文知識之外，亦肩負了中國文化教學

的任務。撇開教學時間是否足夠不論，究竟語文科是否真能承擔文化教學的重擔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從語文科的課文入手考察一下。

由於小學的課文是隨出版商決定，各教材內容不同，變動亦較大，所以不能作

準，但中學課文則由課程發展議會「配合本科教學目標而選取的J ' 1 所以我們可以透

過這些中學課文的考察，看看這些課文是否真能滿足綱要內有關文化教學的要求?是

否真能涵蓋文化教學的基本內容?是否真能使學生有足夠的素材去「認識中國文化J?

1 (中國語文科中學課程綱要卜頁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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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真能令學生透過這些課文而「獲得文化的黨陶、思想的敵發J ?學生是否真能因而

「增進對本國的認識，從而增加對國家民族的感情J ?是否真能做到「對本國優秀的文

化傳統了解愈深，思慕之情愈切J? 我們可以從「內容能否涵蓋J及「選材是否恰當J兩

個層面入于，嘗試回答上述的問題。

現在先讓我們從「內容能否涵蓋」的問題開始:文化是一個大課題，真要巨細無遺

涵蓋有關文化的所有課題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我們可以將「涵蓋J理解為論及主要課

題。〈中國語文科中學課程綱要〉附錄四曾提到: I教師講授範文時，可隨機介紹一些

文化常識，這些常識，可能關於思想、文學，可能關於風俗習慣，也可能關於藝術、

科學和制度。」這里列舉了思想、文學、風俗習慣、藝術、科學和制度，正好可供我

們參考。大概我們都不會反對這些課題都屬於文化的主要課題(是否完備暫且不論)。

現在讓我們分析一下，這些教署建議採用的中學課文，能否涵蓋上述這幾個課題?下

表是典文化有關的課文及其所屬課題. 2 

年級 作者/出處 題目 內容簡述/重點摘錄 所屬課題

世說新語 茍巨伯遠看友人疾 「敗義以求生，豈茍巨伯所行邪 ?J ，照】刊本'"目、

劉禹錫 陋室銘 安貧樂道 ，甲】‘-荊I L:...I'目
戰國策 唐雖說信陵君 「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有德 ，甲】l刊相山、

於人，不可不忘也。」

戰國策 鄒忌諷齊王納謙 納謀:民本思想 思想、制度

方古 左忠毅公車失事 讀書人為國為民死而後已 思想

林晶司璟 口技 傳統民間技藝 藝術

望IJ蓉 習慣說 「君子之學貴慎始J (原出禮記「慎始 思想

而敬終J)
論語 論事論學 事與學的意義 思想

范仲淹 岳陽樓記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思想

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禮記 大同與小康 儒家的政治理想:大同即天下為 思想

公、博愛無私;小康即禮義為紀

孟子 論四端 孟子的性善論 思想

『自司 歐陽修 醉翁亭記 與民同樂 思想

中

諸葛亮 出師表 感恩圖報、忠貞盡責:古代名相賢 思想

臣的風範

孟子 齊桓曹丈之事章 孟子主張行仁政，國以貝為本 思想、制度

去"企間至開五口 論仁論君子 孔子對「仁」與「君子」的觀點 思想

莊于 自丁解牛 道家順應自然的道理 a閉~，槓，山

2 以下兩表中「內容簡述」部分內容乃參考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及昭明出版社有限去司出版的中國語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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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見，與文化有關的課文共有十六課。 3 屬思想層面的佔大部分，有十五

課:屬藝術層面的佔一課;屬制度層面的勉強佔兩課. 4 科學及風俗習慣則付之闕

如。 5 這大概很難吽作涵蓋丈化教學的基本內容吧!如果不能涵蓋，則學生對中國文

化的認識會否變得片面呢?更進一步，希望這些課文能讓學生得到「文化的黨陶、思

想的敵發J ·又會不會是一種太大的奢望呢?我們可以說，學生透過這些課文能夠得

到「思想的敵發」還勉強可以說得過去，但「文化的黨陶」又如何?所謂黨陶似應有日久

浸淫之意，就算假設這十六課老師全教，五年的中學生涯加起來二十課還不夠的課

文，似乎不大能夠稱得上黨陶吧?

關於「選材是否恰當」的層面，這牽涉到期望學生能對中國文化「思慕之情愈切」的

問題。其實在上述十六課課文之外，還有幾課是與中國文化有關的，可是，這真所謂

的「有關J ·並不是對中國文化有正面肯定的訊息!先讓我們看看下表;

年級 作者/出處 題目 內容簡述/重點摘錄

魯迅 隨感錄四十七 「有人做了一塊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沒有

甚麼;用顯徵鏡一照，卻看見刻著一篇行書的

蘭亭序。我想:顯徵鏡的所以製造，本為看那

品種細傲的自然物的;現在臨用人工，何妨便

別在一塊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卻

用顯微鏡的工夫呢 ?J

高中 王力 請客 「中國人這種應酬(搶付車費、搶會主步，以至於

大宴客)是利用人們喜歡佔便宜的心理﹒.....被

請人對於請客的人就越有好印象﹒.....如果被請

的人比我的地位高，他可以有求必應，助我升

官發財。」

魯迅 孔乙己 暴露科學制度對國人的毒害。

吳敬梓 范進中學 寫范進中學前的寒酸、中學後的失常，暴露了

科學制度對人性的控措和摧殘，也表現了科學

制度下社會一般庸俗勢利。

3 由於中國語文與中國文學很難分割，與文學層面相關的課丈我們不作討論。

4 我們用「勉強」兩字是因為這兩課課丈都不是直接論及制度問題，若真的想讓學生從這兩課課丈中認

識制度層面的問題，任教老師必須多做點額外功夫。

5 當然，這里所謂「囑某某層面J是從課文的大處著眼，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對這些課文涉及的領域蓋

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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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黨的內容嚮述/重點摘錄可覓，這幾鸝課文的生語都是聽揭露中盤文化的陰

暗面成否主義中國文化的某接按:句。我們這襄無意討論過些文畫家的論點是否中霄{蠢蠢，

覽無意否煜這聽對中醫艾化的負頭觀點有其積極及本月磨濃的價值，但有一點不可不

注意的，說是當我們一方注重強調與學生對中國文化有「思慕之情J '月方面艾略這聽教

萄的訊息放在課文中，這種做法究黨是否恰當?

任何嘗j度、生活方式接想想形態，在聽始形成的時使輝、有其特定的理由或揮間，

但當這格爾j廈、生活方式或思想形態定形之後，所謂事過境潑，外在劉素改聽了、報

闊的人事故攬了、觀念改變了，臨之搞來的缺點、體制、流弊或不滿釋難避免會出

現，只著聽於這些缺點、限制、流弊戒本1講話加以大肆批詐，卻弓之能i崑本暢麗、平借

宿論，便磁有可能會惜現誤潛力妨一一尤其是對聽些牽無背景知識的學議者，

的可能接會更高!因此，以上這盤魚宙語惡、的文章，若要起積極作用，便要先飯設讀

這些文擎的學史輯中國文化的相聽課題有丟在本的、較全頭的、中立的了解;否則，上

述的誤導情況價極難聽覺。

分析到這裹，我們很瞬顯媲發膏，法要更全盟地油器中國文化的主要要課題，

義是讓學生對中國文免有較全面的了解，要學生對中觀了主化能臨認識而欣賞、由欣賞而

愛慕、脂愛里那「愛之深黨之切J冊批判而作出捨IJ議性轉化J(林摸生語) ，現在的譯文

教材是力有未捷的。除非我們聽持文化教學一定贅隸屬於蔚文教學， 6 否則，便有需

要另外設計一套有本身獨立任務的文化提程，以達到上麓的要求。

但要建立這鑫課程是一餾非常聽鉅的事情。莒方女化對現代的讀書聲，使得我們誤

以在中騙人的生活發生了徵大的主義興。罵聲者自己杜撰的字眼，現今中臨的頭一代，

血管與流著的f文化血鞭打己聽不完全是中國的，而是西方的(說算不是全部，至少

也是大部分) !如何讓逗些東興挽著萬方文化血液的新一代認識中鹽文住，更進而欣

賞愛慕?譜是一個大難題。部果我們相信文就聽悶不能離醫生活實蹺，那聽我們攪會

如道，躍靡一二十鐘才I游離式的、無內部蝙排系統(針對文化教學需宮)的課文肯定是

不足夠的，單攤一些從憨想層頭諭述中羈文化鈞文葷是無法力攪狂瀾的一一一斗粉掙

認鴿所謂艾化是不用3黨寶踐、不用體會，可以單聽聽韓東把蟬的!

要真能讓學生對中軍文化欣賞愛攘，我們認為，文化教育一定要能全活開始。現

質上欠缺這種生活，我們唯有在學校聽創道出來。學校要盡u講文化璟纜，讓學有權

會親身生活在接種文化灘境中去感受、去體會、去聽惰。我們未必要遲不及待向學生

解釋這些艾先瑋境的意義罵筒，所謂「百姓 5罵那不知J '大麓，點說，沒有了進護自用

罷不知的階段，要j鑫娶IJ真知的境界繹不是易事。

6 滋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情趣，例如:沒種隸囑關係有甚麼蔥綠?語女教學的任務會否自輛車直文化教學

而變得主緣不明?飾演ñ茁能否配合?類似摺題都有待進一步探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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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從生活開始，換一個說法，就是從具體開始、從身邊會接觸到的事情開始、

從文化的表象開始。但這只是開始，我們當然不希望學生只停留在這個層面，而是要

更進一步，達到文化深層結構的了解。所以，我們認為整個文化課程的設計原則，必

須依據「從具體到抽象、從情到理、從近至IJ遠、從現象至IJ本質J這層層遞進、步步挖深

的規律。

根據上述的原則，我們建議若要編寫文化課程，小學的課程應以涵蓋以下較具體

及富趣味性的內容為編訂依據:

一、民間玩藝:圍棋、剪紙、摺紙、結繩、象棋

三、傳統節曰:習俗、典故

三、夫文:曆法、生宵、時令

四、科技:四大發明等

五、歷史:名人故事、地理、香港典故

六、藝術:音樂、繪畫、書法、戲曲、臉譜、雕刻、蒙刻、舞蹈、建築、服飾、

園藝

至於中學的課程，則可討論以下課題:

初中

一、神話及節日

二、飲食文化

三、自然觀與藝術觀

高中:

一、人性觀

三、宗教觀

三、政治觀

當然，以上列出的只是一個初步建議，我們還要面對著很多難題:教材的編寫、

師資的培訓、其他課程的配合等等，都是有待各方面努力的。

語文教學與文化教學應否分為兩套課程，肯定會有極大爭論。但無論我們是擁護

合一也好、是擁護分開也好，只要我們真的認為文化教育是必須的，則與文化教學相

關的教材編寫、師資培訓等，都將會是各相關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而如何去

落實這些任務正是刻不容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