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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與大學「中國文化」課程的內容與銜接問題

曾傑成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關於中學與大學「中國丈化J課程的內容與銜接，謹報告以下幾點:

1.在中六、中七的課程內容方面，有六篇丈化篇章，加上「課外閱讀書籍」及「閱

讀理解」中談文化的資料。整個 ASL I中國語文及文化科J '兼顧了學生的讀、寫、

聽、講及中國丈化的知識。

2. 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的通識課程中，談中國丈化的，約有三十科(見

〈中大本科生于冊} ，頁 398-401 )。

3. 大學中教授文化課程的教師，必讀了解學生在文化知識方面的根抵，才可以

銜接施教。而中六、中七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J教師，也最好先了解中五畢業生的語

文水準'才方便施教。例如:預科教師，用「中國語文科J一百二十八課讀文學例，學

生就會熟識、課丈也容易明白;大學的「文化課程」教師學例時，除了一百二十八課中

文課之外，還可加上中六、中七的六篇丈化篇章作例于，這樣學生就能舉一反三，接

通已了解的，然後繼續去思考。

4. 選修中文通識課程「丈化科目」的學生，來自各院系、各年級，學生的「中國文

化知識」基礎參差不齊。於是在銜接上，通識「文化科目」的教師，要兼顧程度不同的

學生。例如有些學生，在中五或中七的公開試，數、理、化、電腦等考 A' 但中文

考 E 。同一班中男有些學生，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中史科、中國女學科都考 A 0 教

師如何兼顧班中不同的程度，以便與學生中六、中七的根抵銜接，是一個重要問題。

在教學實踐中，教師也有若干做法，例如，第一，講授的內容，要盡量趣味化，使整

個課程不致沈悶。第二，派發一些「基礎資料J '使根抵較弱的學生，可以跟進、投

λ 。這額資料，可以是〈中國歷史年表〉、〈中國文化年表) ，也可以是論文的標本等

等。第三，在講義真面，影印某些經典之作，使基礎好的學生可以跟進、研讀、思

考。諸如此嶺，頓為瑣碎，教師可因時、因事，靈活處理。通常在上課前後和學生討

論，從中可以知道學生的興趣範圈，了解學生的需求，於是，可以影印一些合用的資

料，幫助學生。以上是大學通識「文化科」在實際教學上，與中六、中七的銜接問題。

5. 不久之前，我在通識課程〈傳統中國文化概論〉的班上，請學生就中學、大學

的「文化科」銜接問題，提交簡捏的書面建議，結果收到三十多分，其中有些建議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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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董錯，倒如有同學提議;在中一室中豆豆，給學生介紹一學「趣味的中鷗艾先知融J ' 
必等到中六才接觸陌生的中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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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著悲苦穹下列「中學推廣文化知識J各項。 ，可通湖中學的課外活動

行。第三，內容必項有轎味，布且簡潔清晰 c 第三乏，不喜要問加功課壓力、考試擊

力。第四，裝現價秀的學生，給予獎勵，可傍照「愛γ璽支援銀錦室主J辦法，全嗜殺一推

廣現行，成立一聽f中國文化攪動計觀J 0 第五，由商務、中華、三髒一額的大出版機

構，拍攝多輯有趣味的〈文化知識錄影帶} , í-共中學的「中文學會;現外活動使用。第

六，誰聽」歧{課外;唱讀書籍~ 'íffU輯:商務出版的〈中國文化安知議叢書) (目前出

版至朋輯六十種) .以及多種有蟬殊的文化書籍及語文書籍，可以開列一百五十鐘，

學生也中一直中七，岳部i也選議若干木。童安甜況昧，各有不同，讓中學生自選讀，

較現在眉眼訟中六、中七限時閱讀指恕的幾木，更有趣辣。

(上接Jf 7 ) 

式的效果。在西方多元文化主錯 (multiculturalism) 的立場及背最下討論中華文化，

多從這餾立場出發。

一、當前香港的挑戰

有反省、社科及多咒的討論，只依賴領導一…一無論是政府的領導或市場的擴

導，是不會取得贈一想的教育效製鈞。我們應該在各雄模式成多元討論之中，

對本地，學生最有吸引力及最有做發性的方法手口途徑，把傳絞女能延糟 F去。

保持和維護的工作，也是一領帶著觀創和發展精神的偉大工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