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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香港文言教學的現況與對策

廖佩莉

香港教育學院

自清末語文設科以來，語文課中文言教學佔有一席位置，已有百多年的歷史。

五四運動後，文言的地位並不如白話，但這並不意味着語文課程不需要教文言。現在

大多數學生認為文言寫的是古人古事，現代社會已不需要（張偉  2010），所以他們沒

有興趣學習。其實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文言是重要的文化遺產，是需要承傳的。香港

中國語文科中文言是學生學習語文的一環，但卻是他們學習的一個難點。最近 2012 年

中學文憑試（Diploma for Secondary Education）中國語文科的成績僅有五成學生及格，

是中文、英文、數學和通識科四科成績中學生表現最差的，中文科閱讀理解試卷中，

學生表現最不理想的是閱讀文言的部分。其實香港教師是很用心教學，但文言教學效

能卻是差強人意。筆者任教教師培訓課程十多年，有機會到訪不同的學校，觀察教師

上課的情況，本文就觀察所得，與教師分享和討論文言教學的現況與對策，希望加強

教師對文言教學的信心。

1. 文言教學的現況

根據《古漢語知識辭典》的解說，文言是指古代漢語的書面語言形式之一。馬

蒙（1979）指出“古漢語”一般籠統的稱做“古文”或“文言”。楊伯峻，何樂士

（2001）認為現代，近代以前的漢語都是古漢語。王力（2002）指出古代漢語實際上

就是古書裡所用的語言。他對古代漢語進行嚴格的科學研究，確立為上古時期（一般

指漢代以前）、中古時期（一般指魏晉南北朝隋唐）、近代時期（一般指宋元明清）。

王力認為中古和近代的文人都學著運用上古的詞匯和語法，他們盡可能做到跟古代的

文章一樣。這種文章叫做“古文”，後來又叫做“文言文”。換言之，文言是指以先

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古漢語的書面語，以及後代用這種書面語寫成的作品（許令儀  
2007），包括有韻和無韻之文。《文心雕龍》提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

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就是指詩、辭、賦等作品；“筆”是指文言散文。所

謂文言教學是泛指教導學生學習中國古代有韻和無韻的作品。

從學習文化的角度而言，文言的流傳，保存了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遺產（田小

琳  1994），學生學習文言能加深他們認識中國文化。從學習語文的角度來看，王力

（2002）認為學習古漢語，不但可以提高閱讀文言文能力，同時也可以提高閱讀現代

書報和寫作能力。他解釋現代漢語是由古代漢語發展而來的，現代漢語的語法，詞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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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辭法都是從古代文學語言裡繼承過來的，古代漢語修養較高，對現代文章閱讀和

寫作能力也就較高（王力  1997）。如果沒有一定古漢語的修養，真正要學好現代漢

語，幾乎是不可想象（周本淳  2000）。中學生學習一定數量優秀文言詩文，是全面提

高語文素質的有效途徑，幫助學生打下紮實的語文基礎（徐莉莉  2010）。但是中國古

代的文言作品流傳已久，無論是內容和形式，學生都覺得很難掌握，為了幫助學生學

習，教師在文言教學所花的時間和精力是不少的。

1.1. 現時的教學

周慶元、胡虹麗（2009）批評中國國內文言教學模式是兩極分化的。所謂兩極分

化，一邊是過分重視文言教學的“知識性”/“工具性”目標，另一邊是側重“人文

性”目標。在國內，很多教師認為文言教學是以傳授知識為主（“知識性”/“工具

性”目標），那麼教師會逐字逐句串講。有調查顯示，文言課堂上有 73.6% 的教師是

用“字字落實，句句落實”的方法教授文言（梁新民  2010）。學生忙於記詞義、記譯

文，學習無樂趣可言。文言教學模式是以教師講解為主導的（許令儀  2007，苟容梅  
2005），他們花了很多功夫在介紹語法知識（胡夑南  2004，何智勇  2011），然後進

行中心歸納（陳如倉  2011）。教師過於重視文言知識的灌輸，忽視學生對作品內容的

體驗（王紅  2011）。另一方面有教師認為文言教學側重人文性的目標，教師只是和學

生探究整體文中作者表達的感情，將作者表現的思想誇大，雖然課堂討論氣氛很熱鬧，

但學生對所學卻是虛無縹緲（周慶元、胡虹麗  2009）。

香港的文言教學也是有兩極化的趨勢。香港教師雖然有教授文言文，但成效不彰

（張漢清  2004）。原因是教法較呆板，很多教師把字詞教學放在首位，停留在講解

的階段（梁文寧、楊子江  2000）。雖然在古漢語作品的單元，教師必須引導學生掌

握一些解讀文言字詞的基本能力，這樣他們將來才能獨立閱讀淺易的文言文（鄭佩芳  
2004），但是教不得法則會引來笑柄。李家樹（1998）曾舉出一個例子：有教師教學

生《論語》，他告訴學生：“子”就是“孔子”，“曰”就是“說”，“學”，就是“學

習”，“而”是虛字眼，“時”，是“時時刻刻”，“習”，也就是“學習”，“之”

是虛字眼，“不”是虛字眼，“亦”是虛字眼，“說”是“快樂”，“乎”是虛字眼。

學生聽了教師的講解後，於是高聲朗讀：孔子說：“學習虛字眼，時時刻刻學習虛字

眼，虛字眼，虛字眼，快樂的虛字眼。”這例子說明文言教學如果停留在單講詞法上，

學生學不得其法。

以筆者觀察教師上課的情況，很多教師為了幫助學生理解文言文的內容大意，教

師首先會解釋課題、介紹作者生平，解說內容。教師認為講授內容的第一步工作就是

幫助學生掃除語言文字上的障礙（李家樹  1998）。以桓寬《鹽鐵論．本議（節錄）》

為例，教師會介紹桓寬的生平和寫作背景。教師會解說自漢武帝起，推行鹽、鐵、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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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賣等經濟措施。《鹽鐵論．本議（節錄）》記錄漢宣帝時有關鹽鐵政策的爭論。教

師會逐字、逐詞、逐句的解說，例如“風之”、“懷之”、“不師”、“不陣”、“開

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等等，然後歸結文中的主旨。這

種教學模式與國內文言教學的普遍現象很相像，很注重文言教學的“知識性”/“工具

性”目標。這教法的優點是教師的講解能令學生準確地掌握內容，但缺點是學生依賴

教師的串講，教師花了很多時間在解說方面，教學進度慢，費時多（張守菊  2012）。

但也有教師突破機械式的串講，預先派發白話文翻譯本給學生閱讀，有了對譯，

教師會花大量時間請學生說出對作品的感受，但這教法卻有可能出現“人文性”一面

倒的現象。根據馬顯慈（2013）研究指出有些教師會在學生預習或講授其間派發語譯

本，這種做法，間接促使師生依賴語譯資料去理解文言文，他們對照語譯本來理解原

文，更甚的就索性以學習篇章為學習材料。例如有教師教授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他首先派發學生語譯本，請他們自行學習內容，然後教師和學生討論快樂的定義，如

何像陶淵明那樣的心境。學生無疑樂於參與課堂，但學生對文本認識不深，又怎樣理

解作者所抒發的感情？又有一次，筆者到一所學校觀課，有教師教授朱熹《觀書有

感》，鼓勵學生閱讀教科書的註解，然後請學生畫出朱熹對“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

源頭活水來”的想法，結果大部分學生是毫無頭緒，他們只是模擬教科書的圖畫而已。

這種教法的優點是學生不用沉悶地聆聽教師的講解，但缺點是活動未必能幫助學生深

入理解作者的想法。

1.2. 教師的困惑

香港文言教學出現上述兩極化趨向的現象，正是反映教師對文言教學的困惑，原

因是來自兩方面的：一是現時教師未能清楚掌握文言教學的目標；二是學生對學習文

言不感興趣，教師可以怎樣引起他們的興趣呢？

就香港的中國語文課程而言，課程文件有詳細列明中國語文科的課程總目標，但

卻沒有寫出文言教學的目標，原意是希望教師能參照中文科課程總目標而釐訂文言教

學的目標。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4: 12）指出：“中國語文的學習，應以讀寫聽說

為主導，帶動其他學習範疇。”1 最近教育局課程發展處（2010: 4）《新高中課程中國語

文》指出“中國語文課程重視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語文素養是指知識、能力、情感

態度和價值觀等在語文方面的整體和綜合的表現。”“課程均衡兼顧語文的工具性和

人文性，使學生的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自學能力、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得以全面

發展。”。但課程目標範圍相當廣泛，教師應如何釐訂文言教學的目標呢？

1 其他學習範疇是指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自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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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師對文言教學感到最大困惑的是學生對文言不感興趣，有些學生甚至對

學習文言會產生厭惡和畏懼（張守菊  2012）。就形式方面，學生學習文言是有其障

礙，障礙主要來自古代漢語的詞匯和語法。根據王力（2002）認為古代漢語詞匯其中

一個特點是古今詞義的不同。古今詞義差異大，如果用現代漢語的詞義去解釋文言詞

語，往往是解不通的（上海市松江中語文教研組  1998）。至於古代漢語的語法，即是

語言結構的方式，其中包括虛詞的用法和句子結構（王力  2002）。古代漢語的虛詞能

顯示種種語法關係，表達一定的神情語氣，有時還有一定意義，是構成文言句子不可

缺少的部分，它與現代漢語的虛詞有很大的差別。同時，文言中的特殊句法，2 學生是

較難掌握的。香港學生選讀的文本大多是白話文，要他們明白文言的詞匯和句子結構

是有一定的困難，許多學生更視為畏途，更談不上有興趣。就內容方面，古人的作品，

描述古人的事蹟和心態，都是陳年舊事，學生年紀輕和經歷少，很難體味箇中的感情。

況且學生未能“讀懂”文言，他們又怎能欣賞內容和了解作者的想法？

2. 文言教學的對策

2.1. 文言教學的目標應明確

香港中國語文課程沒有明確指出文言文教學的目標，但中國國內的語文教育教學

大綱和新《語文課程標準》皆提出對文言文閱讀教學明確而簡要的要求，例如學生能

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理解基本內容，閱讀文言文。學生能用普通話正確、流利、有感情

地朗讀，背誦優秀詩文篇。有關中國國內自 90 年代對文言教學的要求，可詳見於表一。

表一  90 年代以來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中文言文教學

學段
年份

初中 高中

1990 能順暢地朗讀文言文課文，理
解基本內容。

複習常見的文言實詞、虛詞和句式
翻譯成現代漢語，能借助工具書閱讀淺易的
文言文，理解文章的基本內容。

1992 讀文言文，要了解內容，能順
暢朗讀，背誦一些基本課文。

1996 掌握一定數量的文言實詞、虛詞和常見的文
言句式，誦讀一定數量的文言文名篇。

2 李潤生、彭嘉強（1982）認為文言中的幾種特殊句法包括判斷句句式、被動句句式、動詞賓語的

前置、介詞賓語的前置、反問句的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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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誦讀古代詩詞和淺易文言文，
能借助工具書理解內容，背誦
一定數量的名篇。

誦讀古代詩詞和淺易文言文，理解詞句的含
義和作品的思想內容，背誦一定數量的名
篇。重點掌握 150 個文言實詞、18 個文言虛
詞和主要文言句式在課文中的用法。

轉載馮旭洋（2002）《九十年代以來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中文言文教學要求的演化探析》

國內對文言文教學強調的是理解內容和背誦，較少提及培養學生閱讀的興趣。其

實中國語文課程目標是“工具性”和“人文性”並重（廖佩莉  2012），文言教學的

目標也是一樣。“工具性”和“人文性”亦即是“情”“理”兼備。所謂“情”的目

標是指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情意態度，即是劉秀寳（2004）所指“感受文章內蘊之

美”；“理”的目標是指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這能力既包括解讀文言字詞的能力，

又包括解讀文本的能力（陳如倉  2011）。文言文教學的目標可簡化為：

1. 培養學生閱讀淺易文言的能力；

2. 培養學生閱讀文言的興趣和體味作者的思想感情。

至於詳細的文言學習重點的擬訂，則可參考課程發展處編訂（2007）的《中學中

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它零碎交代了學生在第三和第四學習階段（即中學階段）學

習語文基礎的知識，現根據這文件將文言教學的學習重點摘要和整理如下（見表二）。

表二  第三和四學習階段文言學習重點

語文基礎知識 認識古漢語詞匯的特點（如多用單音詞及通假，一字多音、一詞
多義、詞類活用）；
認識常見的文言句式（如被動句、判斷句、問句、否定句、賓語
前置、句子成分省略）。

閱讀方面 理解常用文言虛詞的意義及其用法，連繫古今詞義的關係，比較
古今詞義的異同。

感受和鑒賞 感受作品的藝術形象、語文之美，體味作品的思想感情。

為了改善文言教學模式兩極分化的失衡現象，釐訂“工具性”和“人文性”並重的教

學目標是必要的，“工具性”目標包括讓學生認識古漢語詞匯的特點（例如連繫古今

詞義的關係，比較古今詞義的異同等）和常見的文言句式；“人文性”目標是讓學生

感受作品的藝術形象、語文之美，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教師可參考表二的學習重點

設計教學。

2.2. 巧妙運用的線索提問，加強學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

要認識文言語法的特色，不是單靠教師直接的解說。有教師認為學生經常猜測古

文的詞義，能培養學生閱讀文言的能力（彭麗華  2009），但學生未必有能力自行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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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義。彭寧靜（2010）和張守菊（2012）認為巧妙的提問能激發思維，能幫助學生學

習。但怎樣的提問才可以加強學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線索提問是其中的重要方法。

線索提問其實源自線索閱讀（Reading Clues），線索閱讀是指教師從提問中向學生提

供線索，有了線索，學生便有興趣猜測答案。學生一旦習慣從推測和比較中找答案，

慢慢地便能歸納一些學習文言文的規律，從線索和比較中加強他們對文言文的理解能

力。以下是一些例子：

2.2.1. 古代漢語詞匯

2.2.1.1. 借用古今詞義不同，引導學生猜測詞義

古代漢語詞匯的其中一個特點是與現代詞匯不同，即古今詞義的差別（王力  
2002）。文言看似很古老，字義艱深，但古今詞義的不同，卻蘊涵很多趣味。鄭方

（2011）建議在教學的過程中要多留意古今字義的不同，由於社會進步，語言在演變，

文言中有不少詞的意義和用法，跟現代漢語不同，於是用現在字義去解釋，會鬧上不

少笑話。例如《口技》中的“兩股戰戰，幾欲先走”的“股”是古代的書面語，意思

是指大腿；現代口語則指屁股。那麼教師可先向學生提問：“現在我們說‘股’是指

身體哪部分？”“文中所指的‘股’是不是‘屁股’呢？”“同學可以從‘幾欲先走’

猜猜古語中的‘股’是指身體哪部分？”又例如在《送東陽馬生序》中的“腰白玉之

環，左佩刀，右陪容臭，燁然若神人。”古義的“臭”可指好氣味，也可指壞氣味；

今義則單指壞氣味。教師可給學生古今詞義的解說，引導學生根據“腰白玉之環，左

佩刀”和“燁然若神人”等線索，猜想“臭”在文中的意思。

2.2.1.2. 從文中的內容推測字詞的意思

古代漢語有些艱深的詞匯。李密《陳情表》中用“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來形容

自己，意思是“孤苦伶仃，只有和自己的影子互相安慰。”教師可請學生留意文中提

及有關父母、叔伯和兄弟的描述，從而推測“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詞義。又例如《愚

公移山》為例，教師會請學生留意其中一句“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並提出“為

甚麼小孩的爸爸不幫助愚公挖山？文中有哪些字揭示了答案？”教師透過上述的提

問，希望從“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這句中引導學生們尋找“孀”，“遺”字的

意思，教師不須直解其意，便能引發學生推測詞義。

2.2.1.3. 借用形訓法啟發學生學習字詞的引申義

凌建藝（2010）認為教師可借用形訓法幫助學生推測和掌握文義。訓詁學是古漢

語教學的依據，對古漢語詞義推求本源（劉倩  2002）。教師可以怎樣運用訓詁法引

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呢？以下是一個例子：《滕王閣序》其中一句“時運不齊，命途多

舛”，教師提供了其中“齊”和“舛”字的資料，“齊”字甲骨文形狀是吐穗的禾麥

齊整地排列。在《說文解字注》釋為“禾谷吐穗上平也”。“舛”字的甲骨文形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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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人背對背躺着，在《說文解字注》釋為“對於卧也”。教師然後提出問題：“那

麼‘齊’和‘舛’字的引申義是甚麼？作者王勃認為自己的命途是怎樣？”教師運用

字形在甲骨文的解說，是希望學生從中得到啓示，讓學生猜測“齊”和“舛”字的引

申義，和作者要表達的意思。

2.2.2. 古漢語語法

2.2.2.1. 運用比較法，引導學生推測文言文常見的虛詞

王力（2002）解釋古漢語語法是指語言結構的方式，其中包括虛詞的用法和句子

結構。有關虛詞的教法，教師可運用比較法。例如《曾子殺豬》中的一句“曾子之妻

之市，其子隨之而泣。”有三個“之”字，它們各自有不同意思，教師可請學生說出

三者不同之處。教師給予學理線索，例如第一個“之”字的意思是較容易的；第二個

“之”字是動詞；第三個“之”是指他的兒子跟著誰呢？教師運用比較法，讓學生分

辨虛詞的用法。很多教師多不注重文言虛詞的教法。其實虛詞的用法比實詞更靈活，

往往一個字有好幾種用法和解釋，乃至分屬好幾個詞性（上海市松江中語文教研組  
1998）。上述的例子是教師從一句中比較三個“之”字的用法，學生從教師的提示中

學習，不必理解複雜的語法術語（“之”字用作賓語，可用作代人、代物、代事；

“之”又可作結構助詞）。其實學生對術語是不感興趣的，不如讓他們從比較中分析

“之”字的不同用法。

2.2.2.2. 認識省略句，從上文下理推測句子的完整意思

“省略句”是省掉句子裡的一個部分，如省掉主語；或是省掉了一個詞。3 以《出

師表》為例，有謂“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

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這句話提及哪幾個人物？究竟是

誰人“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呢？

在文言文中，省略成分的現象是很多的。一般有省略主語、省略謂語、省略賓語、省

略介詞、省略兼語、省略中心句，但教師可不用教上述語法的術語。教師可借用從上

文下理，引導學生推測句子的完整意思，那麼學生學習省略句便會容易得多。

2.2.2.3. 認識倒裝句，從句子字詞的先後次序猜度句意有否改變

古代漢語的句子和現代漢語的句子，結構方式不一樣。有時候，賓語放在動詞的

前面，若拿現代語的句法來比較，覺得用詞做次序顛倒了，這便是“倒裝句”。4 以《出

師表》為例，教師可提出文中的“故壘西邊”改做“西邊故壘”在意思上有沒有分別？

3 見王力（2002: 63）。
4 見王力（200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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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國神遊”和“神遊故國”有沒有不同呢？其實兩句皆是倒裝句。又例如《史記．

項羽本紀》有謂“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中的“一以”即“以一”，意思是“以一

個”“用一個”，它是賓語前置（徐安崇、隆林  1996）。文言文中一些句子成分的順

序和現代漢語不同，出現了前後倒置的情況，教師宜多舉出不同類型例子，讓學生可

從句子字詞的先後次序猜想句意有否改變，從而認識倒裝句的特點。

2.2.2.4. 認識被動句，從例句中歸納被動句的特點

被動句是指主語是動作的承受者的句子。5 文言文中有很多被動句。以《廉頗藺

相如列傳》為例，教師提出“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是誰被騙？另一句“而君

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是誰被寵愛？教師然後請學生在文中尋找其他句子包

涵“被”的意思。文言的被動句，有很多種表達形式，例如“……於……”、“……

見……於”、“……受……於”等，教師舉出文中其中的一個例子，學生在文中找

出相關例句包含“被”的意思，並要求他們從例句中將相似或相近的歸類，以這些

歸類為線索，教師進一步提問學生例句的共同特點，以便學生在新的語境中能夠掌

握這些特點而明白句子的意思。

2.3. 讓學生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

2.3.1. “化今為古”，“古為今用”

文言教學的其中一個目標是要引導學生領會蘊涵在文章中的情感美，從理解文中

的感情，和作者同喜同悲，共樂共怒（都吉鯤  2011）。但是要學生體會古代作者的思

想感情是非常困難的，古代和現今的時代背景不同，現代人怎樣去了解古人的情懷呢？

教師可運用“化今為古”，“古為今用”的方法。所謂“化今為古”是指現代人

應多了解古代作者的生平事跡、為人性格和寫作背景，從而體會古人的感受。每篇優

秀的文言文都包含作者的感情和理想。雖然學生年紀輕，經歷淺，未必能完全體會作

者的感受，但教師指導學生閱讀作者的寫作背景，和學生分析作者的際遇和性格，教

師就好像創設古代的歷史情境，然後引領學生深入領悟作者的想法，嘗試用古人的角

度理解他們的作品。試問不認識蘇軾的為人和個性，又怎能領悟“大江東去，浪淘盡，

千古風流人物”的俯視古今的氣魄？不了解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背景，又怎可理

解“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心境？

所謂“古為今用”則是指教師引導學生感受古人的情懷，可用現代人的角度分析

作者這份歷久彌新的感覺。引導方法可分為兩種，一是“分析心態，情懷相若”；二

5 見李潤生、彭嘉強（1981: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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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足古文，標新立異”。“分析心態，情懷相近”是用現代人的角度分析作者的

感受，從而引申到現代人也有相類似的情懷。如教杜牧《清明》一詩，清明節學生隨

家人掃墓，是對先人的懷念和敬意，他們可能很難體驗作者當時的不安的心情。那麼

教師可以善用現代情境引導學生欣賞《清明》詩，教師先提問學生對香港三、四月天

氣的感覺，從而介紹“清明時節雨紛紛”，要他們感受下著紛紛細雨帶來的苦悶心情，

再用“孤身上路”和“路上行人欲斷魂”的情況，請他們設身處地想想作者當時的心

境。其實學生想歇歇腳，抒發鬱悶的心態和作者的心情是相似的，只不過是現今學生

會聯想到“麥當勞”喝汽水而作者卻想去“杏花村”6 喝酒而已。雖然作者與學生的時

代背景相距甚遠，但是教師運用“分析心態，情懷相近”的想法，將學生和作者的心

境拉近，讓學生明白古詩的內容並不是高深莫測和不合時宜，它所表現的情懷是歷久

彌新的，從而令他們喜愛讀詩。詩意傳承是可超越時空的局限性。

至於“立足古文，標新立異”（張守菊  2012），就是王紅（2011）所指的引導

學生閱讀文言文不能僅限於文本，要用現代思想解讀文言文的思想內容。例如《傷仲

永》，教師可引導學生從多角度分析仲永的性格和遭遇，並請他們舉例說出在現今生

活中仲永這類人物，甚至是從仲永的行為反思自己的成長。歷黎江（2009）曾提議通

過《石鐘山記》來研究蘇軾的教子方式；通過《陳情表》來討論“忠孝對現今的人們

有何啟發”。

古代作品的內容看似與我們的生活風馬牛不及，但它是生活的反映。若教師能將

古代和現實生活串連一起，尋找古今情懷的共通點，便能引起學生情緒的共鳴和學習

的興趣。所以教師如何把文言帶進生活讓學生感悟，是達到文言教學的“人文性”目

標的關鍵所在。文言文內容不是脫離生活，讓人文情感走進文言課堂，學生在情感上

產生共鳴（陳光輝  2011），是教師設計文言教學時要考慮的重點。

2.3.2. 朗讀和適當的背誦，讓學生讀出作者的感情

要學生投入文言的課堂，對作品產生共鳴，必須要加強朗誦的訓練。陳光輝

（2011）批評現時的文言教學是重“講”而輕“讀”，意思是教師講得多，學生讀

得少。其實朗讀和背誦是需要的（王元達  2001，朱莉  2008，趙春秀  2008，林永波  
2011，吳媛媛  2012）。俗話有云：“三分文章七分讀。”誦讀是學好文言的基礎，除

了讀準字音外，還要讀出感情（金文芳  2009），將作者的思想感情“原汁原味”地用

聲韻表達出來（陳曉萍  2012）。傳統式的朗讀盡可能讓學生體會古代作者的感情；潮

流式的朗讀則可從學生的喜好出發，魏國良（2007）建議可用時尚的念白，例如用“快

6 根據葛亮編（2003）《杜牧詩》，杏花村是指紅杏枝頭，酒旗在望的村莊。

     根據劉逸生編（1985）《杜牧詩選》的說法，由此詩《清明》的影響，有好幾處地方都起名“杏

花村”，如著名的汾酒，便是山西汾陽杏花村酒廠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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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Rap）方式處理具音韻格律的古代辭賦。無論是傳統式或是潮流式，適當的朗

讀和背誦都能培養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掌握文言的語感，對他們理解文言的字詞和句法

有一定的幫助。所謂“適當”是指學生不是死記硬背，他們須理解內容才進行朗讀和

背誦。若能進行大量誦讀，積累典範正宗的文言章句，便能幫助學生真切地體驗字裡

行間作者的感情（周慶元、胡虹麗  2009）。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12）建議“對優秀學習材料反復誦讀，

以至背誦是提高語文能力有效的方法。背誦有不同形式，如全篇背誦，片段背誦，名

言警句背誦等。”著名作品如《出師表》、《木蘭辭》、《貓捕雀》、《陋室銘》、《愛

蓮說》、《為學》、《燕詩》等都是學生必須背誦的佳作，篇章字字珠璣，琅琅上口，

有助學生讀出作者抒發的感情。同時這份語感的積累，能夠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2.4. 適當運用多媒體，引起學生學習文言的興趣

教師除了幫助學生理解文言的詞匯，語法和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外，他們還可運

用多媒體，將形、光、聲、色等直接傳送給學生（朱一唯  2011），引起他們對學習文

言的興趣。

2.4.1. 教師可借助多媒體創設學習的情境，加強學習氣氛

教師可以多運用網上資源，找尋適當的圖片、音樂、歌曲、電影片段和動畫等，

配合文言教學的內容，幫助學生感受和思考箇中情境。例如《小石潭記》的“青樹畢

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是一幅很美的圖畫；《岳陽樓記》的名勝古蹟，教師可

通過網絡找尋相關的圖片和旅遊短片，加深學生對作者描寫的認識，令他們彷彿置身

於情景中。教師教授《念奴嬌．赤壁懷古》，可以在課堂中播放一些電影《赤壁》的

片段，配以主題曲，自然能將學生引入懷古的情境。教師教授《水調歌頭》時可以播

放以蘇軾《水調歌頭》填詞的時代曲，學生從中展開想象，感受作者的心境。教授《木

蘭辭》時，教師運用《木蘭辭》的動畫片，將文中的情景呈現，引起學生的興趣。適

當運用多媒體，可讓學生輕鬆學習，一改對文言文學習的沉悶感覺。

2.4.2. 鼓勵學生在網上進行自主學習，設置電子學習檔案

教師利用多媒體網絡技術，可以改變學生在文言傳統教學中被動學習的位置，成

為自主學習者（李小雲  2007）。現時互聯網上常有很多中國經典的詩詞和文言文的語

譯篇章，有賞析的介紹和朗讀示範，可幫助學生自行學習。只要教師提供具素質的網

址，學生會願意自學更多文言的篇章。教師可和學生舉辦網上閱讀文言比賽，鼓勵他

們主動閱讀自己喜愛的作品，讓他們沉浸在文言的寶庫中。教師也可和學生設置電子

學習檔案，學生在電子檔案記錄自己在網上閱讀的篇章和寫上感受。在學期完結時，

教師可選出優秀的檔案並給予學生適當鼓勵。教師也可以讓學生介紹自己的檔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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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他們閱讀古詩文的心得。這種鼓勵學生在網上進行自主學習的做法，較適合高年級

和積極的學生。

3. 結語

香港學生在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的成績表現不理想，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他們未

能懂得閱讀文言。令人擔心的是，受到考試倒流效應 7 的影響，學校和教師忙於給學生

多做練習，讓他們死記硬背古漢語知識，熟習答題技巧，令對文言不感興趣的學生，

更加生厭。筆者期望學生不是只為了考試而學習文言，而是享受和欣賞中國古代的文

化典籍。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燦爛文化，學生閱讀文言作品，不僅可以使他們具有閱

讀和欣賞淺易文言的能力，而且可讓他們多了解中國文化。指導學生閱讀文言是一種

文化的承傳，教師任道重遠。教師在文言教學的準備工作比一般教學的要求為高，他

們要熟悉歷史和文學，透徹理解篇章，才能夠有效地教學。

中國語文文言文教學目標是“工具性”和“人文性”並重，除了培養學生閱讀淺

易文言的能力（工具性目標），還要培養學生閱讀文言的興趣和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

（人文性目標）。教師必須清楚認識文言教學目標，多運用線索提問，與學生討論文

言詞匯和語法的特色。同時教師可以創設情境，運用“化今為古”，“古為今用”的

方法，賦與文言的生命力，讓學生感受其中的樂趣。為了培養學生對作品產生共鳴，

朗讀和適當的背誦是需要的。此外，教師可以運用多媒體創設學習的情境，加強學習

氣氛。他們又可以鼓勵學生善用多媒體網絡進行廣泛閱讀。學習文言是不能速成的，

而是“沉浸”的。假以時日，這種“沉浸”的學養，必能潛移默化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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