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雙璧

一一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與中國文學科課程的整合發展

座談會紀要

本刊記者

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舉辦的「中文雙壁-一一中國語文及文

化科與中國文學科課程的整合發展」座談會於2003年11 月 22 日 上午在香港中

文大學舉行，有約二百位中學中文科及文學科教師參加 。 座談會分兩部

分，第一部分由鄧仕樑教授、周國正教授及、潘步釗博士作演講，第二部分

由楊鍾基教授主持公開討論 。 當天場面熱鬧，各教師均對新高中課程極的

中國語文科及中國文學科課程的發展表現密切關注﹒討論氣氛熱烈 。 本刊

派出特約記者採訪﹒寫成本文，與各位讀者分享 。

座談會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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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雄根教授致閉幕辭

向上再作說明 。

2 

座談會第一位演講的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甜言此文學系客座教授鄧仕樑先生 。 鄧教

授先釐清「文」的內涵 。 他指出「文J在巾國傳統中概念很庫 。。南易 ﹒ 責卦象辭} : I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 ?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J 0 {故;心間在育~ : I吉之文也 ， 天地之心哉 。」這些說明

了中國人重視 「文卜 對 「文」肅然起敬 3 認為「文J 是吉語，是文章，是天下， I文」無所不

是 3 無所不在 。 所以傳統文人沒有專門讀文化 ， 卻從詩書和生活體驗裡學到文化 3 都能

教文化 。 這也表示文化、語文及文學是互相貫通的 。 能體會中國傳統文化，便能了解文

化、語文及文學是不可分割的 。 因此設立學科時應訂立目標 3 配合教材和實際需要 。

鄧教授提出 「學文J 的現代意義 。 鄧教授指出:任何事物皆有文化內蝠 ， 所以「學文」

非僅是讀書而是多接觸不同事物 3 例如參觀博物館己能學到文化 。 「學文」的 H 的在於豐

富文化素養，提高人的創立 ， 最後提高國民京質 。

今天 3 人們都注意對傳統文學觀念的再思 。 傳統文學的涵蓋面比現代的廣闊 3 由魏

晉以來 ? 實用文即在文學範圍之肉 、 〈仗;心閉住古巴》也JTJ f很多篇幅來討論實用文 。 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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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指文學是藝術、是生命 rl'任何美的事物 。二十卅紀州方詩人龐德(Ezra Pound)認為能

用文字怡切表達一件事物他赴美 。 鄧教授指文學之美體現在人們生活各方面之中，文學

教育也應生活化，f=j的;在卅養人對文化夫的體會，使生命更想富 。

鄧教授又提出了新世紅的教學取向 |可先 、 教學的純固大大擴展 3 語文、文學、文

化之間已無限制 。 這增加 f教師的自由度 、 們何時也為他們帶來重大挑戰 。 如何在無限

制的教學空間(俐'1二 ←發揮桌正的教學精神li是重大的問題 。

教學理想 3 應山應試訓練提升到素質教學;由傳授知識提升到培養學生的分析、感

情能力 。 教學不應著重fflt試技巧的鍛練『應鼓勵多閱站、多接觸不同事物，以擴大眼

界 3 增加知識 ， 提升整體能力、這樣學生便可應付千變凶化的考試 。 這7if然需要考試形

式的阻合，考試不能著重背桶 。 此外、 文啥是要用，心靈感受的 ， 所以教學不應只限於傳

授知識而應培養'";1:生的品味能力、敢發他們將文學帶進't活，從生的發掘文學 。 再者，

教師角色亦要重新定忱 。

教學非單 [nJ 的知識准輸‘

教師應引導學生成為文學

的愛好者，種接受學生提

山個人的感受‘認同學生

也能敢發老師 ， 這相信對

民主教育也有助益 。 最後

鄧教授提出，學習的終極

|司的應是享受學習‘他希

望教師和學生的1能認清 「

文」的概念，並 [~IJ這 1-1 標

努力進發 。

3 

鄧于士樑教授演講

第二位作短諧的嘉賓斗脊r-lli浸會大學的問|羽正教授 ， 他也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

試反評核局小國語文教育委il 會(，茍 rj ，)的主席 。 周教授演講的內容主要是新高中課程(六

年中學制)簡介 。 由於新課干IE則以往的有很大分別 3 故此~評局'1.0公開試的考核方式作出

一新設計 ， 並已完成了樣來試題 ， 以作為拍計u 、參考之用、各位中學老師應該已收到該

樣本 。

按著﹒周教授就實際謀科技計作了詳細的介紹 。 新向中的課程，共設三種模式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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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選擇，當中能括「中英數十過議÷爾科禮{學科+其地學習經歷/課堂以外的學習 9 如社

區服務等)J 0 ì中英數十CODC(career峙的eI圳ted divcrsificd cour早到十一科，還{學科+其地學

習盤歷j? 以及 frþ英數←CODC 十攝識十來i禮{學科 J ;課程雖然有很大的改變，但中

文、英文;及數學依熱是磊、f擎的科目。在三三時不同的課程模式中，同學可達2擇其中一種 3

而對中文有興鍾的向學，則可選擇中國文學作為選修科。

在顯高中課程，蟬，中關語文科為盔、f修課程，然呵，課程詣，中會接年級再劃分為是志偉

及選修部合 G 在高一時弓中文軒的範團全是必{喔，即所有同權者ßI皂泡須要學習一個指定

的、共向學悍的諜報; mî在高二及高三 3 問學時'JPJ說，學習興鐘聲慘不同的單元 3 如實用

文寫作及韶意寫作等。本科主要強調學習的極昧及實用，令同學擁有最基本的中文知識

及警賞能力。關中鷗文學則是-科選{學科，扭扭以皇宮，元授課，如文古詩文篇章精論及小

說名著導農等，目的是培養學生對文學深度賞軒的能力。(見 F關)

新高中中國語文教育課程示意圈

現行/將行課程

中六(高級程度)

中聞文學

(2003實施新課程)

中四五中1i.

中圈文學科

新高中課程

新為中

中國文學

選修科

俯 首之

﹒選修科X之一

.以1fl.:JI已組織課程‘

、例如文

誠、肉選作家名作選諧、小說

名著選;潰、戲的研習與蚊劇演

出、文峽谷Ij f1:: 0 

中六
: j!H}~ j} I ﹒必修部分

(高級補充程度) I j鑫修部分 至高戶，共同學背部分

中圈語文

及文化科 L , ﹒選修部分

ilYI 一至為二
新高中 i 引人選{~單元-如實用文

相互相卡~中國噁
、創意寫作、傳媒語

文、文化率是豆研習、科持著

中國語丈 (九個 習鞋帶 作選謹、 、 f令…才4 去"口妻王

(九偈學習靠在疇} 必修部分
(朗誦、辯論、

…)、普通話口

(2002實施新課程)1
演技巧(鵑誦、演說 u ‘)、

是學管i專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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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教授表示 3 新高中中文及中國文學課程 ， 將為學校及學生帶來不少益處 。 對學校

而吉，學校可根據學校的資源及老師的長處，開設不同的選修科 3 對學生而吉 3 學生可

以從一個更有趣、更新穎的角度學習中文及文學 3 新課程部分材料能}!寄書本學習轉變成

為視像學習 3 如戲劇研習的選修科 ~~I ， 老師會帶領同學觀賞 〈 再生緣〉 、 〈牡丹亭〉 等戲

劇 3 有另1 )於以往只從書本

上學習，可望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 。

然而 ， 由於中國語文

中的選修課可能會涉歧選

修科的中國文學的範圈，

閃此在現階段仍就兩科不

同的功能及特性作考慮 3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就能為

兩科作出定位 。

周國正教授演講

4 

第三位短講嘉賓是資深文學科教師潘步創博上 。 他以前線教師身分及多年的教學經

驗，與參加l者分享他對這吹課程整合計劃的看法 。

「幽獨處乎山中J是偉大文學家屈原漂怕異鄉時的寂寞心聲，也是潘博士的一位學生

在留學外國時感到寂寞而寫干的心聲 。 自從中學畢業，這位學生沒有再讀文學，但在適

當的環境觸發下，竟產生出與占人共鳴的情懷 3 可見她不但沒有將文學拋諸腦後 3 更將

它帶進自己的生活裡 。 潘博士十分高興可以讓這個學生體會文學的感染力，他相信還有

很多這種成功的例于 。 他藉此鼓勵各文學科老師 ， 希望他們能了解他們任教的科目是很

重要的，對學生影響深遠 。

文化與文學本質相似 ， 從中國文學之中我們能看到中國文化 。 潘博士認為教文學時

難以避開討論文化問題 。 他認為文化與文學關係密切，只是課程末將它們整合 。 現時中

學文學科的指定篇章都涉及文化思考，例如 〈涉江〉能引發學生思考屈原的生平、遭遇，

並探討他受人景仰的原閃，學生從而了解巾聞人敬重賢人君子的文化 。 學生藉著討論作

品，能思考到文化問題 3 加深對文化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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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博士又認為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若過份著重考試，視學科比人更重要，只會束

縛學生的思考。文化和文學著重培養學生的分析力和感悟力，更不能局限於應試訓練，

這是有失其教學宗骨。

就若以學生為中心的基本教學精神、 i吾博士提出幾項教學原則。首先，他認為基本

知識很重要，這是學習更深入的知識的基礎。在文學中，基本的文學史知識在分析文學

作品時是必須的;沒有基本知識 3 一切討論都會游談無根。此外 3 要讓學生對學科產生

興趣，這樣他們便會將文學帶進生活，並從生活捕捉感覺，寫出其感情。如果學生能循

著這方式，持之以恆地創作，並而在技巧上有所提高，他們便會體會到學習和創作並非

只為應付考試。潘博士又指山，讓學生多閱讀作品，直接面對文化情境，可以激發他

們的思考和討論。

潘博士又談到「虎度門前的憂慮」 老師面對新課程時的各種困擾。有老師擔心

新課程會增加他們的工作量 3 對此 3 潘博士認為對學生有好處的課程都值得支持 3 他鼓

勵老師盡力「撐下去 J '他又建議老師以教好學生為大前提， I句校方據理力爭，提出個

人意見，爭取資源和自主性。此外，課、科愈來愈著重創作、打老師擔心難以應付 ， i番博

士指出老師的創作力也許不及學生，但他們的賞析能力一定高於學生，所以他鼓勵老師

別妄自菲薄，應措著進修來提尚對文學創作的認識 3 以把新課程教好。另外，不少人都

認為公開試的影響力仍很大，很多學校部指公開試來「增值 J '這難以避免促成考試導

向的教學模式。學生則常常計較所學的是否能在考試裡用得仁，他們覺得考試不會出的

東間，便不值得讀。潘博 t指出考試應該是中性的，本來與學習沒有衝突，問題的癥結

在於學校和學生都過份重

考試。他認為學校的政策

和學生的心理是當前要解

決的問題。他呼籲各界提

出意見。

最後，潘博土再坎勉

勵同業教師 3 並鼓勵大家

本著以學生為中心、教好

學生為宗旨的大前提，共

同努探討更好的教

學方法。 潘步釗博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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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古論部分白楊鱷墓教授主持。負責問答參攜妻提闊的有香考試及許按月的代表軍國

偉先生、課程。發展廳的代表李小建先生、周屬正教授及潘步錯博士。楊攬著主教授，打鸝

說?今天的路談會很有d意義，對更多學校翱辦f中關文學j課程起著鼓勵，陸的作賠?屆時

以中國文學科海入學繫求的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投會大學中文系攪可以拔到更多的好學

生。然，饒楊教授提出了…串悶諾:苦奮「中盟文學j課程支是否藍勵學生起誼會?而「中聞語文

及文f幻軒的出現，不再要求舉生死記硬背，會否能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成為一蝴提

倡「吹水文化j的軒目?在鼓勵思考、簡意的問時?該如何對待一些基礎知識?龍些基曬

知識，無füJ避免地需要背誦，才能讓學生的文化文學數養建漸積累輯來，那且是我們在強

調興趣之餘，是告仍然需要讓說這時知識呢?楊教授沒有提出16\攘的答案多只以上述問

題作為引子，引發大家的討論和恩考。

李IJ、建先生指出，在新萬中課程禮贊 ír:r器語文j及 f中間文學j科位修轍入數有很大

的產興。前者是所有高中學生的菇、傳科?復者則是高中學生的選修科，接者的穆讀入數

估計不會超權高中生憩數的百分之十。閣成，兩飼料白的受惠人數將有!好不同。受惠人

數多的新高中 f中關語文J諜報聽得對較甜的照額 2 而該科對未來學生涯成深連影響的~\

修部卦，應包話甚聽內容(例空白棋心篇章) ，可以在確保學生能幫揖義本諾文能力的前提

下，位校本式決定。總別舉枝在新高中課程禪閱設什撥選修科，那「中屬文學j課程會否

闊辮，土包由學校自行決定。

舉國偉先生說，現在每年大約有十五三十一萬人報考會考中文科?在中學技成「了三

諸如以後，要與生人數大概差不多。現行的「中屬文學j課程在2002年時有304啊，學校開辦 9

3721名考生靡垮，在2004年時有300辦學校醫辦， 3565名考生應考，數字雖有下降?的算

穩定。所以當新高中的「中獨文舉J課程聞辦峙，聽有鈞、三千學生體讀學甚亨豈能建高中生

全體人數的百分之五，郎的五千人。如果蔚為心中「中陸文學j課程發展釋好，那便可鼓黯

更多的學校鵲辦，更多的學生修讀多讓他們體會文學的趣味，讀文學能成為學生一生的

友伴。黎先生又認為，英障文學課程雖只有生。0名考生，卻仍然聞辦，故此新寓中的 f中

聞文學J諜報是一定能網開辦的。至於一個課程能否得對學殼的支持，與教師的黨質是息

息相闋的。

鶴教授率先舟繭位講者提悶。攝教授認為現存的「中摺譯文j 的油蓋吾吾已經非常廣

闊，與新品中的課程有何兮男Ij?再外，既然新高中的 f中留語文j諜報必修部分的描章是頭

這樣廣，選f事部分是否仍有其必要誰?李小達先生聞聽說，在難時分配上，輩有高中的 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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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j課程和現在的差不多，現行諜報的主要元素亦可全部移模豆豆薪課程裡(例如簡意

寫{柄。在校本課程的框架下，每所學校均可在1臂高中的「中聞語文J課程裡選取攝合其飽

問情龍的設計取向。但即使取向不悶，仍贅採盤文學元素，幫助學生發展徊，性(知譜、{摩

、能力)。不過， í中國文學j依然有其獨立成為一餾選修科的J卦要性，因為在全人教育

的前提下 3 學生需在華聽教育以外有足鉤的選擇，發展所長。「中國語文科j與「中國文學

科J兩個課程不會予人重疊的感覺，前看比較重視語文、文化、文學的華鍵知識及能力，

後者則較重視「綜合卜掰如謀討不同媒介(文字、影像等)對意念的表現有何不同。新課程

除了中央規割以外亦容許校本設計。

接著是教師提問。一位教師擴心新高中語文和文學分家種 z 文學科還有沒有發展的

餘地。由為接校長的角度來看， I中體語文j 既成了必修科，支持學校再問辦 f中餾文學j 的

話多會不會適度重複?賴為中的 f中關語文j課程，能否在高二高三時作分謊，分局艾文藝

意味較葷的 f文學j與實用性較強的「文化j讓學生選擇? J哥閻IE教授指出，主持高中的(中崗

語文j課程雖兼顧了語文、文化、文學，但是否仍需要照顧對文學具濃厚興蟬的學生?

就是設立(中國文學J科的原因。至於分撓的具體設計，f]繭的在諮詢各界的意見，所有

提議都會考慮。

另一位教師認為新課程的框架應以簡單為主，基於這原則，他提出兩個問題:一、

新高中的[中觀語文j課程以「磊、修+選修j 的方式構成，其背後的理念為何?二二、在課程

的設計方面，能否在高一、二時全為盛傳部分，選修部好則安排在高三?讓步討博士在

回應第一{東問題時指， í中國語文J諜報歷年來不體育增添內容 2 學生很難學得究，教師教

授血深感時間不足，所以他們構思新課程峙，考慮把某些並非每一個學生都盔、須學習的

內容安排在選修部分。李小建先生則建露，教育說韓局艷課程發展有其草本的看法，但

必修和選修部分的分配安韓伯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倒如該在高二時安排3/生課時毅，忠、修部

分♂ 114課時教選修部分，還是如接用者婉言，選修部分全安置在高三，位須康泛聽取意

見。

楊教授血時提及香港中文大學中間吉普育及文學系的課程設計經驗，該系也設有品(彥

科和選修科，萬者在一年級至三年級上學觀摩完，但即使是必修車手，的有一定的聽擇，

如「文學史專題J共設幌鈕，課題不時，學生可自行擺擇。薪高中「中盟語文j課程的選嚀

部分能否化的為「吉普文文學專題J和 f文化專題j繭個範疇，課程內容則由學校自行決定 9

並以校內評位方式考核成績?楊教授競選修科提出的思考問聽引發了在場教師的道…手

提問。一位教師瞬注童話高中 f中國語文」課程的具體執行時題) 171脫口基於{學讀學生的年齡

下降(1文化科J是中六、中七課程 s 將來的「語文科J則是中間至中六的課程) ，它對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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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語吉及文化j斜的教舉元素應作什藤修訂?我寓中大班教學的權現下童男何保留志組

討論、說話能力部i嫌等多元化教學?又有教師擒憂文理磁早分科的問題會在新高中擺程

裡~j賞。李小達先生回答恃強調?新高中[中關語文」課程不能把舊有諜報俾組成都分「只有

搬h 鼓作ili有機的轉化，文化元棄在離施行了爾年的初中「中屬語文」課程裡已獲加強 9

甚至滲議對IJ\學的諜報之r:þ，捕思辯及說話能力酬，嫌不只存在於「中厲措育及文化j 科

裡 9 進馳含在新諜報的各個層盟中，陸此中由的學1.:.也該有足鶴的能力學習。當然，直

對新課程，中央規載及師資培訓是生存須的。

問題正教授補充說?基體語文能力語11練將在新蝶程的銘、停與選修部分裡同時出現，

只是深化和強羈的重點有所不呵。王三岔文化元素的深議程度，一定在教師及是寧生的能力

範圖以肉。薪報程選修部分的具體內容，儕扭該設立演講專題還是辯論專題，可由教悔

自任決定。李小龍先希環學校不要以 f行政討價J來決定開辦什麼科侶。校長車照顧學

生的興趣與發展，數勸學生在新課程的選修科裡既選擇人文舉科，也體擇理科科目。

最後有教拇指出:目前普攝存在重英輕中嵐氣，英文科教節一般比中文科多，傳鶴

新課程會唯一長縮減中文科的時數，此舉不僅令「中醫語文」誤程的授課時間愈形不足，

教辦任教的班數啦大為增加，將嚴還影響教學質素。李小達先生指出課時分配曲歌鼓搗

媲劃，現時仍未仔鰱討論，但他強揖「中關語文J與{英國語文j既!可為必修科，在課持分

觀上必然是…致的多總不會出現擴英抑巾的情氓。用關正教授補充雪中國語文科是'.1到學

科，中醫文學科長自只是聽{學科的其中一科多今後即使不關設t但不能增加{會議中闢語文課

程的人數，對該斜的諜詩也沒有影響。但如果不閱設中關文學科 3 學生的聽擇就站少

討論在熱烈的氮氧體結束。楊教攪在鐸結時希望社會能夠多關心文學鵲練對學生成

長的正面影響 3 他舉出美關哈佛大學MBl在課程有 i凡的學生為文科生作筒子，說明文學

語11總自信幫助學生處理問搜式的問題，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