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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 研究動機 

香港中文教育偏重語文的工具性，輕忽對文學作品的鑑賞（張永德，2006）。

神話是文學作品，具有很強的文學元素及想像的美，其多樣性在本質上是跨範疇

的學習，亦促進兒童語文和想像力發展，配合現行課程與教學的發展方向。本文

企圖了解神話編成教材的面貌如何。因此，是次研究將整理香港教科書的神話篇

章作例證，針對教材編撰現況，提出建議，期望神話能有效發揮其教學意義，提

升神話教學的素質。 

二、 研究問題 

    針對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歸納如下： 

1. 探討神話故事被編入香港教科書的情況 

2. 略論上述教科書的神話教學的編選特點 

3. 就小學中國語文教科書的神話閱讀教學編選的不足提出建議 

4. 提出神話閱讀教學方向 

 

壹、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時限：選取 2011 年至 2016 年內出版、較新的教科書。 

二、 取樣範圍：本文選取香港現行比較常用的五套中國語文教科書— 

1.《學好中國語文》（簡稱：《學》) 

2.《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簡稱：《新編》) 

3.《我愛學語文》（簡稱：《我愛》)  

4.《新．語文》（簡稱：《新》) 

5.《啟思語文新天地》（簡稱：《啟思》) 

三、 研究內容：五套教科書的神話閱讀教材編撰及建議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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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方法：本文採取內容分析法，以課為單位，分析五套教科書在神話教

材選用 與神話建議教學上的特性，再提出一些建議。 

五、 研究限制： 

1. 本文主要探討神話教學，並不是針對神話研究，對神話的定義或概念未能

深入探討。 

2. 以教科書神話閱讀教材作研究內容，只反映普遍的教學情況，並不涉及實

際教學分析。 

3. 本文提出的神話教學建議，均屬筆者分析教科書時的見解，並未實踐於真

實課堂，期望以後得到驗證。 

 

貳、 名詞釋義 

本研究題目為「小學語文科神話閱讀教學研究──以 2011 年至 2016 年內出

版的香港教科書為例」，茲將本研究的名詞進行解釋： 

神話 

「神話」一詞是從日本傳入的外來詞，源自希臘語 Mythos（關永中，1997；

趙毅衡、胡易容，2014），對於神話的定義不同學家說法不一，本文會以〈現代

漢語詞典〉中的解釋為依據（1999）： 

關於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故事，是古代人民對自然現象和社會

生活的一種天真的解釋和美麗的向往。 

簡單而言，神話的主角多是神仙或是擁有非凡能力、超越常人能力的古代英雄，

而內容表現了古人對大自然或社會現象的精神產物（譚達先，1988）。定義中，

「古代人民」是指哪一個時間？學者們對此各執一詞，魯迅認為神話出現於原始

時代（1992），亦有學者認為「古代人民」不是時限上的分別，而是人類演化初

期，因此現今土著部落也有他們的神話創作。袁珂從神話創作者與掌握大自然力

量的關係作解釋，認為當人們未能支配或控制一些外在事物時，會對事物處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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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狀態，當他們透過想象對其加以解釋，便產生神話。由此，神話的產生不限於

時間，人的有限認知往往能創作富想像力的神話。 

參、 神話教學分析 

一、 神話教材選用編排分析 

教材編排分析 

五套教科書中有三套以單元形式進行神話教學，另外兩套（《新》及《啟思》）

則把神話編入「理解故事的內容及情節」及「小說欣賞」的單元教學。統計所得

共有十一篇神話教材（見表一），每套教科書最多只有三篇神話文本，反映普遍

小學生在課堂上接觸的神話故事數量普遍較少，這與香港對神話的重視程度低有

關。第一，有學者認為神話過於荒誕，兒童閱讀後會接收錯誤的知識，因此反對

兒童接觸神話（Nodelman，2009）。第二，教科書以易於教學及貼合課程要求為

前提，傾向自行編寫內容淺易、以及直接說理方式的課文（趙鏡中，2004），以

符合課程大綱，即使選擇文學作品亦偏愛寓言或童話，神話相對不受青睞。 

對於上述第一點，筆者想到趙鏡中（2004）分享教授童詩〈把眼睛打開〉時，

詩中「把耳朵打開」一句受到一位教授批評，認為其違反常理，然而神話及童詩

作為文學作品是通過感受、領會當中的美，而非單從字面意思去解讀，不然便失

去其教學最大功能—人文性。因此，筆者反對第一點說法、更不同意兒童會因閱

讀神話而學習錯誤內容。首先，神話表現了每個民族的感情（林良，2000），中

國神話更表達傳統哲學思想。由於初民把自然現象都賦予生命，泰勒（Edward B. 

Tylor，1832-1917）稱之為「萬物有靈」（Animism）的思維，正與莊子的物我不

分的想法不謀而合（李貴生，2009），因此閱讀神話不但不「荒誕」，更是建起了

學生接觸中國哲學思想基石。 

針對第二個原因，最近發佈的課程發展文件或能為教科書的編寫帶來新轉

變。根據課程發展方向之一—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課程發展議會，2017），提

出以文學作品讓學生感受及欣賞文學的美，培養他們的審美能力和情趣，這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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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顯文學教育的地位愈受重視。就文件內容，教科書雖不能作出即時調整，但筆

者相信未來的教科書選材定會增加文學作品的數量，特別是神話教材的數量，因

為神話不但是文學作品，同時體現了中華文化，而且神話蘊含想像的趣味（林良，

2000），是培養兒童想像力的重要資源，而想像力作為二十一世紀重要的能力之

一，亦於文件中多次提及，相信以上三個原因足以令學者及教育家提高對神話的

重視。  

神話教材＼教科書名稱 學 新編 我 新 啟思 神話文本數量 

〈盤古開天地闢地〉 三下  四上   2 

〈精衛填海〉 三下    三上 2 

〈夸父追日〉 三下   三下  2 

〈孫悟空三借芭蕉扇〉  六上   五下 ２ 

〈女媧補天〉  六下    1 

〈大禹治水〉  六下    1 

〈普羅米修斯和火〉   四上   1 

教科書神話數量 3 3 2 1 2 總數：11 

表一：神話閱讀教材在五本香港教科書的分佈情況 

表一顯示了兩個明顯情況：第一，神話教學主要分佈在中高年級，最多是三

年級，其次是六年級。第二，神話教材大部份是中國神話，只有一篇涉及希臘神

話。 

對於第一個情況，我同意教科書的安排。由於兒童在五歲前具有「萬物有靈」

思維（洪福財，2001），根據 Gardner 提出「U 型趨勢」（U-Shaped Curve）理論(張

永德引，2007)，此階段是人類想像力發展的首次高峰，然後開始下降並跌向 U 型

的最低點（最低點約是兒童十至十二歲），當想像力發展下降時（即十歲或之前），

教師若加強發展學生的想像力，便能繼續提升他們的想像力及審美能力。另一方

面，神話帶有隱喻成份（李貴生，2009），若於初小施教，學生只能理解句子中

的片面意義，未必能有足夠能力領會當中的文學美，而根據皮亞傑（Piaget，1896

－1980）的認知發展理論（cognitive development），小學中至高年級的學生具備隱

喻理解的基本能力（Parsons, Sardo-Brown, & Wen，2005），對神話教育的美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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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更有效益，也能在學生想像力發展較慢時，提供火力加速發展，避免了學生在

這階段停上有關想像力的發展，更促進語文理解能力。 

對於第二個情況，筆者認為與文化背景、課程發展及中國神話特點三方面

有關。從文化背景來看，學生大多是中國人，接觸中華文化不但加深對自身環境

的認識，也增加對國家歸屬感，更有利承傳寶貴的文化（林良，2000）。從課程

發展方面，中文科學習範疇其中一項是中華文化，強調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的

認識、反思和認同」（課程發展議會，2017），並在生活中體現中華文化，因此編

撰教材時，教科書會傾向選擇中國神話。相對於西方神話，中國神話是現成的中

文材料，字詞經不斷修改美化，充分突顯文學美，亦不需顧慮翻譯問題；同時，

因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中國神話內容較具道德教化功能（王國瓔，2014），對

於教科書而言，神話較能符合教育目標。綜合以上原因，筆者明白教科書因各考

慮因素而偏重中國神話，對此，教師可在教科書以外，提供西方神話的學習材料，

擴大學生的閱讀面。 

文本內容分析 

基於中國神話經由文言文流傳下來，西方神話以英文呈現，而小學生很少

接觸文言文，當編入成教材時，都會進行改寫，幸而，神話的最大特色不在文言

文的詞句表達上，因此只要內容不變，仍能讓學生感受當中的趣味及得到啟發。

值得注意的是，神話會以兒童文學的身份進行教科書（趙鏡中，2004；趙天儀，

1999），這意味著神話的改動不僅要兼顧教育的工具性及人文性，更要符合兒童

閱讀所需的兒童性、遊戲性、文學性及教育性（林守為，1988）。在十一篇課文

中，有４篇課文改編自兒童文學的神話故事，另外２篇課文根據文言版本作修

改，其餘５都沒有列明出處（見附錄一），因此只能從文言文內容了解其修改情

況。參考趙公正對改寫類別的說法（2000），以下將提出神話教材改動後的現象： 

《學》三篇課文都改寫自管家琪的兒童文學神話故事，整體上，課文內容

較其他文本更生動有趣，表現兒童文學的四個特質也保留神話特色。改寫部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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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形式方面，包括篇幅、語氣及修辭表達（詳見附錄一）。篇幅方面，三篇文

本都傾向把段落結合，如〈盤古開天地闢地〉原文有 22 段，教科書整合成 10 段，

而且會刪除大多數背景資料，如〈夸父追日〉裡蚩尤族的背景在語氣方面，文本

剔除形容神話人物的心理句子，塑造神話人物正面積極的單一形象。以〈盤古開

天地闢地〉為例，課文刪去表達盤古心理的句子，包括「『嘿，這太好了！』盤

古抓起大板斧」表達盤古想到妙計後興奮的感覺、「『這是什麼呀！』盤古覺得這

個景象太討厭了，他不喜歡這個景象。」表現盤古對於不喜歡的事物感到討厭。

〈精衛填海〉及〈夸父追日〉的處理手法亦如此，〈精衛填海〉的原文：「可是精

衛鳥無視於自己的做法是多麼的徒勞無功，仍然不斷的、不斷的努力『填』海」，

課文把這類描述精衛鳥的負面想法刪去，改為「從未間斷地努力」及「從不放棄」

形容精衛鳥的行為。〈夸父追日〉：「原來是有一個夸父族的傢伙，做了一件既傻

氣又不自量力的事──他居然想跟太陽賽跑！」表現了夸父追日的遊戲心理，但

在課文不提他是傻氣又不自量力的「傢伙」。這些例子都反映了教科書過度單一

地強調人物正面性格，令人物形象偏向平面，不單磨滅兒童閱讀文學的樂趣，同

時也失去解讀神話隱喻時的兩柄及多邊（李貴生，2009）。 

《新編》三篇文章的改寫形式各不相同：〈孫悟空三借芭蕉扇〉主要改變

篇幅及情節。原文很多描寫細節的部份如對話及人物性格和動作等都被大幅刪

減，如第一次借芭蕉扇被拒的原因及過程，課文中只提到「公主不但不答應，反

而把他搧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學生沒有接觸過這個故事，不會知道鐵扇公主

是因為悟空曾請菩薩收伏她孩子的事而不肯幫他、又例如孫悟空成功假扮成牛魔

王的過程，課文只用一句交代他變成牛魔王的模樣和公主喝酒，結果學生看不到

孫悟空的機智聰明，感受不到孫悟空跳脫的行為。除了故事的情節描寫，教科書

把對話減掉，令原本活靈活現的人物變得平面，增加學生評價人物的困難。因此，

筆者認為簡化的內容不但不能提高學習效益，更由於沒有細節描寫，學生沒法從

淺化的課文中推測情節發展，閱讀時只是接收一堆沒意義的文字，卻沒有達致文

學學習目標。〈女媧補天〉雖保留大部份情節，然而也面對刪除文句的問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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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物平白的介紹，單一地讚揚女媧的功績，把故事中的寓意直接傳遞出來，有

礙學生對神話的多面解讀。對於〈大禹治水〉的課文內容，筆者並沒法從情節及

人物形象感受到神話的氣息，文本只從歷史人物的角度去講述大禹，例如第一段

便直接說出「大禹是個意志堅強，聰明機智，而且刻苦耐勞的人。」，然後講述

他治水過程的堅毅，最具神話元素是最段兩段關於他妻子變成石頭及天帝賜他

「息壤」的情節。對此，筆者認為文本可能受儒家思想影響，偏向把神話人物「去

異化」，導致失去神話教學價值，特別是針對六年級學生的教學，更不能為了簡

化內容而抹殺神話的文學學。 

《我》的兩篇神話課文大抵上都有神話特色。〈盤古開天地闢地〉一文中改

寫了情節，一開首便講述盤古是一個巨人，而依原文，盤古處於大雞蛋裡，並未

長成巨人，而是在後來站起身漸漸長高的。而《普羅米修斯和火》除了省略宙斯

發現普羅米修斯盜火後對人們的懲罰外，圍繞普羅米修斯的情節大部份都有保留

下來。 

《新》〈夸父追日〉主要改寫了情節。首先，文中說到「有一個名叫夸父的

巨人」，而原文的夸父不只一個，而他們的外型「耳朵上掛著兩條黃蛇，手裡也

握著兩條黃蛇」於課文也沒有提及，課文的夸父形象似乎未夠突出，而且在介紹

「夸父看到人們大部份時間都生活在黑暗和嚴寒中，心裡很難過」，把追日變成

為人們生活而努力的行為，顯現課文有教化的傾向，並為夸父追日合理化及賦予

使命。相對原文，課文的夸父神話形象可更突出。 

《啟思》〈精衛填海〉改變了整個故事的呈現手法，包括改變了環境及人稱，

把情境設計在「今日」而非「古時候」，一般神話故事不會有「我」的存在，但

課文卻以「我」看到一隻小鳥進而像與讀者對話的形式，把精衛填海的精神說出

來。從神話教學角度，這篇不能算是神話故事，只是運用大量擬人手法的故事。

〈孫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情節經過大量刪減，包括人物的內心想法以及細節行為

描述，如悟空與樵夫對話的內容、以及他知道羅剎女是鐵扇公主，便「行者聞言，

大驚失色」，這些細節表現悟空擔憂的一面，然而在課文中的他是亳不懼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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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自告奮勇地要找公主。對此，筆者認為文本雖有刪減，但當中的神話元素也不

少，雖沒有完整展示原文，但對比《新編》的內容亦有優秀之處。 

另外，每篇課文都有改變修辭及用字以配合教學需求，例如大荒改為荒漠、

大澤改為大海、好像改為活像等等，也有因文化差異而修改用字，例如台灣「大

板斧」改為「大斧頭」。 

總結文本分析所得，神話教材最主要問題是刪去句子及故事細節，令文本內

容淺化，剝奪了學生閱讀優秀的文學作品的機會，沒法激發學生多角度思考，扼

殺閱讀神話的想像力，令神話失去教學價值。另外，文本較偏重道德教化，對學

生解讀神話隱喻有負面影響。 

二、 神話教學分析 

教學目標分析 

根據五套教科書提供的建議教學目標（詳見附錄一），筆者分析每單元的神

話教學目標，發現只有《新》在神話教學目標上，最重視語文基礎知識範疇，其

餘４套教科書都著重在閱讀範疇的學習，當中除了《學》以思維能力培養為第二

重視的學習範疇外，其餘都以語文基礎知識的培養為第二大學習目標。進一步分

析表二，可發現神話作為文學作品，其重視程度整體上偏低，《學》更沒有把文

學範疇列入學習目標，而整體文化範疇的百分比高於文學範疇，筆者檢閱各個教

學目標，發現大部份的教科書在文化範疇提及「認識中國神話」，這可為文學範

疇百分比如此低作一個解釋，由於神話同時蘊含中華文化及文學特質，教科書編

寫時，便把神話的人文性列入文化範疇，而神話要從文學角度出發去進行教學相

信仍需時發展。有關思維能力範疇，以單元進行教學的教科書在此範疇重視程度

都高於百分之十五，可見各單元教學都育定以神話進行閱讀教學有助學生思維能

力的發展，並且，各教科書的教學目標都一致提出培養創造性思考能力及批判性

思考能力，表現了神話在教學的一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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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名稱／

教學目標 

學 新編 我 新 啟思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語文基礎知識 8 16.3 4 15.4 6 26.1 3 33.3 1 8.3 

閱讀範疇 20 40.8 6 23.1 11 47.8 2 22.2 6 50 

文學範疇 0 0 1 3.8 2 8.7 1 11.1 1 8.3 

文化範疇 3 6.1 5 19.2 0 0 1 11.1 1 8.3 

品德情意 6 12.2 5 19.2 0 0 1 11.1 2 16.7 

思維能力 12 24.5 5 19.2 4 17.4 1 11.1 1 8.3 

次數(每單元) 49 99.9 26 99.9 23 100 9 99.9 12 99.9 

表二、每單元的教學目標出現次數與百分比 

由於教科書於每課都安排課後練習，而這些練習大部份會與教師在課堂上完

成，因此，課後練習及提問能有效評估教科書所建議的教學目標可否達到。經過

筆者對題目進行統計後，發現五套教科書的課後練習題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七都訓

練閱讀能力的題目（見附錄三），其次是語文基礎知識，佔整體題目的百分之十

四，而文學範疇就如上述建議教學目標的結果相同，依然是佔最少比例的範疇，

只有百分五。進一步檢視，可發現在語文基礎知識範疇，集中在遣辭用字的學習，

相反，全部教學都沒有對標點符號及運用工具書的練習。在閱讀能力方面，平均

各個學習層面都有練習，較少教科書重視的是閱讀興趣、態度及習慣。另外，唯

一沒有的提到的是掌握視聽資訊。筆者推斷文學範疇可能在其餘學習範疇如寫作

和說話範疇會涉獵更多，原因是文學教學三個層面包括了感受、欣賞及創作，而

在寫作教學時，學生最能訓練其創作能力。當然，這不代表學生在閱讀過程沒有

感受到神話的文學美，而且神話在教學上最獨特的是想像力培養，這些能力的培

養將從下文對課文的提問層次作進一步了解。 

  觀察神話單元教學（即《學》、《新編》及《我》）及非神話單元的教學（即

《新》及《啟思》），發現兩者在閱讀能力的練習有明顯差別。神話單元教學課後

練習及提問，都包含理解及探究和創新，其次是評價和欣賞。相反，非神話單元

教學並沒有探究和創新，以及欣賞的部份。在閱讀策略方面，三個神話教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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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提供不同方法培養學生的閱讀方法，促進其自主閱讀。另一有趣之處，在三套

神話單元中，《我》沒有提及品德情意的培養，筆者認為這能配合神話教學的特

色，若教科書在設計教學時已有預設的品德情意輸入，那麼便難以讓學生根據個

人的讀後感進行獨創性的解讀及感悟，因此，省略預設的道德教化，反而有助他

們從文本中貼切的寓意。 

提問層次分析 

  根據祝新華（2005）提出的提問層次，可了解課後問題的類型主要集中在哪

一個範疇，同時幫助評估這些課後練習能否達到教學目標。筆者根據教科書的提

問數目（見附錄三），得出整體課後提問層次的分佈（見表三），從圖表中顯示，

以重整性題目佔最多，佔整體百分之二十五，而第二類是複述性題目，佔整體百

分之二十一，雖然最少的是創意性題目，但亦有百分之八的比率，可見神話教學

的提問類型都廣泛。仔細分析每單元的題目類型，《學》在複述性及伸展性提問

最多，創意性提問最少。《新編》及《啟思》則在重整性提問最多。而除了《學》

及《新》外，其餘三套教科書都有兩條創意性提問，表示這類提問在神造教學也

受到一定重視。 

21%

13%

25%

22%

11%

8%
複述

解釋

重整

伸展

評鑒

創意

 

表三、五套教科書的課後提問層次分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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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述 解釋 重整 伸展 評鑒 創意

《學好中國語文》 10 4 2 13 3 1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2 3 9 3 1 2

《我愛學語文》 2 0 3 0 3 2

《新．語文》 1 0 1 1 1 0

《啟思語文新天地》 2 4 6 1 1 2

0

2

4

6

8

10

12

14

問
題
數
量

表四、五套教科書神話閱讀提問層次 

  綜合上述文本及教學目標分析，筆者認為《我》及《學》在整體對應上

較能有助發揮神話教學的特色。從文本方面，《學》改編了兒童文學的作品，當

中保留不少趣味的表達手法，也保留最多的神話情節，例如〈精衛填海〉，相對

於《啟思》同樣是編入三年級，其在情節、遣詞用字皆比《啟思》有趣生動，內

容表現神話的新奇及人物形象較鮮明立體，容易引起學生的思考。《我》編撰中

西方神話，擴闊了學生閱讀神話的空間。在文本處理方面，〈普羅米修斯和火〉

以繪本形式呈現在教科書，並且在每個情節閱讀前也有引領思維問題，吸引學生

主動去預測教事發展，同時也激發他們深層思考。更值得欣賞的是，《我》沒有

預設神話的寓意，沒有直接灌輸文本帶出的道理，而是因著他們對文學文本的不

同理解，加上個人經驗和個性發展出文學解讀的自主性及獨創性。隨著語文的人

文性愈來愈受重視，學生在閱讀時，不再是被動的接收者，而是主動發掘文本意

義的學習者（Chase, N.D. & Hynd, C.R. 1987）。作為教師，應讓學生從閱讀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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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感。 

肆、 建議 

  神話作為文學，同樣也是極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在教學上應從文學教學的

形式進行，重視美學，特別是當中的道理隱喻，絕對不應對其抽絲剝繭，因為神

話的美感是整體的，是不經意地讓讀者對文本產生想法，因此教學時，應提供思

想空間，而不是把文本切成幾部份，從字、詞、句逐步解剖。  

  教師在教授神話時，應先自行解讀文本，了解教科書的改寫版本是否仍保留

神話教育意義，同時，準備幾篇不同的神話教材，隨時為學生擴闊閱讀面及量作

準備，避免只依教科書的文本進行教學。在教學前，先思考教科書的教學目標是

否符合該文本，特別是處理神話教學時，教師的責任是提供文學體驗給學生，以

引導他們對文學作品進行回應，幫助他們成為神話的解讀者。進行教學時，教師

是提供學生討論的促進者，而不是傳遞信息者，也要注意神話是多解的，因此應

以不同的閱讀策略去幫助學生多樣化閱讀神話，從文學理論中，神話的人物、意

象及隱喻是教學上最大價值，其次是情節及場景，教師就針對每篇文本的特色選

擇文本要素去引入神話故事中。 

伍、 結論 

兒童的想像力與神話內涵，都具萬物有靈的思維及多面隱喻特質，相信兒

童在學習解讀神話的同時，也為神話創作開創新的出路。隨著語文的人文性愈來

愈重要，加上社會發展對想像創意的追求，期望神話在教學上充分發揮其教育功

能；同時，也希望神話教話能得到更多學者的注意，為這保貴的知識寶藏能有效

地送到我們的下一代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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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管家琪三篇神話故事 （紅字為課文修改部分；綠字為標點符號） 

《盤古開天》 

傳說在很久很久、久到不知道到底有多久以前，所謂的世界只是黑漆漆

的、混沌不清的一團，活像一顆大雞蛋。 

我們的老祖宗盤古就在這顆大雞蛋裡孕育而生。 

他在大雞蛋中安安穩穩的睡大覺，一睡就睡了一萬八千年。 

有一天，他終於睡醒了，睜開眼睛一看──什麼都看不見，四周盡是昏暗

黏糊的一片，教人看了好難受。 

「這是什麼呀！」盤古覺得這個景象太討厭了，他不喜歡這個景象。 

他用力伸展四肢──咦，他的手碰到了一個東西，抓過來定睛一看，原來

是一把大板斧！ 

「嘿，這太好了！」盤古抓起大板斧，決心要利用這個難得的工具，把眼

前這混濁不明的世界好好的改造一下。 

只見他大力一揮，四周立刻響起天崩地裂似的巨大聲響，嘩啦啦啦！大雞

蛋破開了！ 

那些既輕又清的東西，漸漸的往上升。 

「很好，這就叫作『天』吧。」盤古說。 

那些既重且濁的東西，則漸漸的往下降。 

「這就叫作『地』吧。」 

世界就這樣有了「天」和「地」。 

可是，盤古擔心天和地會不會又合攏起來，世界又會變成一顆大雞蛋，於

是趕緊站起身來，頭頂著天，腳踏著地。 

世界慢慢的變化，盤古也隨著世界的變化而成長；天每天都升高一丈，地

每天都加厚一丈，盤古的身體也每天都長高一丈。 

這樣又過了一萬八千年，盤古的身高已經有九萬里，天和地也遠遠的分

開，應該不會再有回復混沌一片的可能。 

但是盤古還是不放心，仍然堅持的、孤獨的站在那裡，做世界的支柱。 

又過了很久很久，不知道有多久，盤古確定天和地的構造已經非常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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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也實在是太累太累了，他需要休息。 

終於，盤古倒了下來，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他對這個親手創造出來的世界是這麼樣的滿懷愛心，死了以後，身體立刻

發生奇妙的變化，用來補充世界還不足的部分。 

他的左眼變成了太陽，右眼變成了月亮；他的肌肉變成了泥土，血液變

成了江河，筋脈變成了道路，手足和身軀則變成了各地的高山；他的頭髮變成

了天上的星星，皮膚和汗毛變成了花草樹木，牙齒、骨頭和骨髓也都變成了石

頭、金屬、玉石等各種有用的東西；就連他的聲音也變成了雷聲，他所呼出的

氣也變成了風和雲⋯⋯。 

盤古至死都還念念不忘這個世界，他也用自己的全心全意灌溉了這個世

界，使世界變得豐富迷人且多彩多姿。 

 

《精衛和她的姊妹》 

炎帝有三個女兒。傳說中，這三個女孩都沒有名字，都被稱為「季女」或

「少女」，其實「季女」也就是「少女」的意思，所以我們分不出她們誰是姊

姊誰是妹妹，只知道她們分別有不同的故事。 

其中有一個女孩追隨赤松子成了仙。赤松子在炎帝時代是一位「雨師」，

也就是「負責掌雨的官」。他常常服用一種叫作「水玉」──應該就是「水晶」

的東西來養身，養啊養啊，時間一久，他的身體果真起了不可思議的變化，最

後終於跳進大火之中，經過烈火焚燒之後，脫胎換骨成了仙人。從此，赤松子

也不掌雨啦，住到了崑崙山去，還住在西王母曾經住過的石屋子裡。 

仙人的身子總是輕飄飄的，每當有風雨來臨，成了仙人的赤松子就在那高

高的崑崙山隨著風雨飄來飄去，飄逸無比。 

這個情景被炎帝的某一個女兒看到了，非常羨慕。 

女孩心想：「好棒噢，我也好想這樣。」 

於是她就追隨赤松子也來到崑崙山，後來在經過赤松子的指導之下，也按

照同樣的方式成了仙人，並且跟隨赤松子一起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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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女兒，有一種傳說她倒是有名字的，叫作「瑤姬」。 

瑤姬是一個對生命充滿熱情，對感情充滿嚮往的少女，可惜剛剛成長到可

以出嫁的年齡就不幸夭亡了，所有過去浪漫的幻想也就此全部成了泡影，再也

沒有實現的可能。 

年輕的瑤姬多麼的不甘心啊！她的魂魄悠悠蕩蕩來到了姑媱之山，變成了

一棵瑤草。這種瑤草還會開黃花，並且結一種像菟絲的果子，據說只要吃了這

種果子，就會變得很有吸引力。 

後來，天帝哀憐瑤姬的早死，就讓她到巫山，封她做了巫山的雲雨之神。

從此每天早晨她是美麗的朝雲，到了黃昏又是動人的暮雨。 

◎                    ◎                    ◎ 

炎帝還有一個女兒，在三個女孩中，這個女孩的故事是最有名也最深入

人心的，這就是「精衛填海」的故事。 

「精衛」是一種鳥，形狀有點兒像烏鴉，可是頭是花的，嘴是白色的，

腳又是紅色的。炎帝這個原本沒有名字的女兒，有一次到東海去玩，因為海上

突然刮起了大風，而失足掉落海中不幸淹死。 

女孩死去之後，化身為精衛鳥，她一方面悲痛自己年輕生命的消逝，一方

面又不忍見到往後還會有其他人也像她一樣，被無情的大海所吞噬，所以非常

痛恨大海，並且發下一個心願──她一定要把這可怕的大海給填平，不讓大海再

毀滅更多的生命！ 

於是，她開始不斷的啣了小石子和小樹枝，一趟又一趟的來到海面上，往

大海投下去！ 

大海這麼大，精衛鳥的力量是這麼的渺小，可是精衛鳥無視於自己的做法

是多麼的徒勞無功，仍然不斷的、不斷的努力「填」海，並且固執又悲壯的想

著：「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把這大海填平，總有一天！」 

相傳精衛鳥後來在海邊和海燕結成了配偶，生下的小鳥，雄的像海燕，雌

的則像精衛。 

傳說到現在東海一帶還把精衛稱作「帝女雀」，或者是「誓鳥」──因為精

衛忘不了從前淹死在大海的悲慘往事，除了發誓要填平大海之外，她也發誓再

也不喝那裡的海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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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父追日的故事》 

前面我們提過，當蚩尤節節落敗時，曾經去找夸父族的人來幫忙應戰；夸

父族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 

夸父族，原來是大神后土所傳下來的子孫，他們住在北方大荒中一座叫作

「成都載天」的山上，一個個都是身材高大的巨人，力氣也很大。他們的造型

乍看之下有點兒嚇人──耳朵上掛著兩條黃蛇，手裡也握著兩條黃蛇，可是他們

的性情其實是比較溫和的。 

這或許也可以說明當蚩尤族的人來找夸父族的人去幫忙和黃帝打仗時，並

不是每一個夸父族都很樂意；實際上他們多數都不喜歡戰爭，只有少數的人在

「同情弱者」的理由下才幫了蚩尤。 

在上古神話中，夸父族留下了一個故事，一直為後人所津津樂道；原來是

有一個夸父族的傢伙，做了一件既傻氣又不自量力的事──他居然想跟太陽賽

跑！ 

他邁開大步，在原野上拚命的跑呀跑呀，一跑就是一整天。中途有好幾次，

他眼看就要追到太陽啦，奇怪的是，太陽怎麼一下子又超前了一步，讓他怎麼

追都追不上。 

直到傍晚，太陽開始西斜，即將要在禺谷這個地方落下時，夸父才覺得自

己終於「追」到了太陽。 

他整個人都在太陽的餘暉中。抬眼望著眼前的一團火球，夸父喘著大氣，

高興的嚷著：「追到了！追到了！」 

他高高的舉起自己巨大的手臂，想把這團火球緊緊抓住。可是這個時候他

已經跑了一天啦，又累又渴，便伏下身子猛喝黃河和渭水裡的水，沒一會兒工

夫竟把這兩條大河統統喝乾了。 

喝了這麼多水，夸父還是覺得不解渴，就又向北方跑去，想要喝大澤裡的

水。這個「大澤」，又叫作「瀚海」，在雁門山的北邊，非常寬廣，縱橫都有

千里。 

夸父心想，只要再喝了大澤的水，一定就不會渴了。 

然而，追太陽追了一天，中途也沒有休息的結果，導致他實在是太渴也太

疲憊了，結果還沒有抵達大澤，就因口渴外加筋疲力盡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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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夸父像一座山似的轟然倒下，大地都為之震動。他在臨死前，拋棄了

手杖，手杖落下的地方，就變成一片枝葉茂盛、果實纍纍的桃樹林，據說這是

夸父對後人的一點心意，希望大家旅行經過這裡的時候，能夠停下來歇一歇，

並且吃點兒桃子解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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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五套教科書的學習重點表  《學好中國語文》 

    課文 

學習重點 

(三下) 

〈盤古開天地闢地〉 〈精衛填海〉 〈夸父追日〉 

原文出處 

（改編自） 
管家琪 

《盤古開天》 

管家琪《精衛和

她的姊妹》 

管家琪《夸父追日

的故事》 

語

文

基

礎

知

識 

字 和 詞 

1.認識形容詞 

2.認識動詞 

3.辨識近義詞 

認識形容詞 

 

1.認識形容詞 

2.辨識近音字和形

近 

 

標點符號    

遣辭用字 
認識遣詞用字在表

達上的效果 
 

.認識遣詞用字在

表達上的效果 

篇章    

常用工具書    

閱

讀

能

力 

認讀文字    

理 解 
理解內容大意、內

容重點 

1.理解學習和

生活中常

見的詞語 

2.理解內容大

意內容要

點 

3.理解寓意 

1.理解學習和生活

中常見的詞語 

2.理解句子的意思 

3.理解內容大意內

容要點 

4.理解寓意 

分析和綜合    

評價 評價人物的性格和行為 

探究和創新 在理論的基礎上，推斷閱讀材料以外的內容和見解 

欣賞 欣賞作品中優美的語言和生動的形象 

掌握視聽資訊    

掌握閱讀策略 聯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識以理解閱讀材料 

閱讀興趣、態

度、習慣    

文化範疇 認識中國神話故事的特色 

文學範疇    

品德情意 
1.培養勇於承擔的態度 

2.培養積極進取的態度 

思維能力 

1.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 

2.培養創造性思考能力 

3.培養解決問題能力 

4.掌握分析、綜合、比較和想像的思維方法 

出現次數(每課) 16 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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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啟思中國語文》教學目標 

   課文 

學習重點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孫悟空三者芭蕉

扇〉 

(六上) 

〈女媧補天〉 

(六下) 

〈大禹治水〉 

(六下) 

 
改寫自吳承恩《西遊

記》 

改寫自陳伯吹原

作 
出自《山海經》 

語

文

基

礎

知

識 

字 和 詞 運用不同類型的動詞   

標點符號    

遣辭用字 
句式：「……不但

不……反而……」 

1.句式：「為

了……」 

2.學習排比 

 

篇章    

常用工具書    

閱

讀

能

力 

認讀文字    

理 解 掌握記敘的詳略 
1.認識神話的內容要點 

2.認識文章的首尾呼應和前後呼應 

分析和綜合 掌握小說人物性格   

評價   . 

探究和創新    

欣賞    

掌握視聽資

訊 
   

掌握閱讀策

略 
   

閱讀興趣、

態度、習慣 
   

文化範疇 認識中國古典小說 
1.認識中國神話的文化涵義 

2.認識中國神話人物的特質 

文學範疇 
欣賞古典小說的豐富

內容 
  

品德情意 欣賞智勇的行為 
1.培養堅毅不屈的精神 

2.培養無私的服務精神 

思維能力 培養創造性思考能力 
1.培養創造性思考能力 

2.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 

出現次數(每課) 8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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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學語文》教學目標 

   課文 

學習重點 

(四上) 

〈盤古開天地闢地〉 〈普羅米修斯和火〉 

 出自《山海經》 出自希臘神話 

語

文

基

礎

知

識 

字 和 詞 

1.複習近義詞，進一步認

識反義詞，累積詞語 

2.認識排比 

1.認識「生」和「熟」的詞

語配搭 

2.複習近義詞，進一步認識

反義詞，累積詞語 

3.認識排比 

標點符號   

遣辭用字   

篇章 認識神話的特點  

常用工具書   

閱

讀

能

力 

認讀文字   

理 解 
理解課文內容，欣賞神話的新奇想像，體會作者表達的

思想感情 

分析和綜合   

評價 評價人物的行為 

探究和創新 運用聯想和想像，產生新的意念 

欣賞   

掌握視聽資訊   

掌握閱讀策略 

運用標題聯想法及插圖推斷課

文內容 

1.運用標題聯想法及插

圖推斷課文內容 

2.運用引領思維閱讀班

閱讀故事，推斷故事的

發展 

閱讀興趣、態

度、習慣 

主動尋找閱讀材料培養課外閱讀的習慣 

文化範疇   

文學範疇 欣賞神話的新奇想像 

品德情意   

思維能力 
1.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 

2.培養想像力和聯想力 

出現次數(每課)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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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語文》及《啟思語文新天地》教學目標 

   課文 

學習重點 

《新．語文》 《啟思語文新天地》 

〈夸父追日〉 

(三下) 

〈精衛填海〉(三上) 

改編自〈山海經〉 

〈孫悟空三者芭

蕉扇〉(五下) 

 出自《山海經》 改編自《山海經》 出自《西遊記》 

語

文

基

礎

知

識 

字 和 詞 辨識多義字   

標點符號    

遣辭用字 

1.複習「把」字句

和「被」字句 

2.學習句式「如

果……就……」 

修辭：明喻  

篇章    

常用工具書    

閱

讀

能

力 

認讀文字    

理 解 

理解故事的內容

大意 

1.理解課文主旨 

2.理解作者觀點 

3.認識記敘的要素 

1.認識小說的結

構 

2.複習人物描寫

的方法 

分析和綜合    

評價 評價人物的性格  掌握人物的性格 

探究和創新    

欣賞    

掌握視聽資訊    

掌握閱讀策略    

閱讀興趣、態

度、習慣 

   

文化範疇 

認識中國神話故

事、有關太陽的

神話傳說 

欣賞神話故事  

文學範疇 欣賞神話故事 欣賞擬人法  

品德情意 

培養樂於助人的

態度 

 1.學習堅忍不拔

的精神 

2.能靈活機智地

解決問題 

思維能力 
想像、聯想、評

價、推論、分析 

培養解決問題能力  

出現次數(每課) 9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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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五套教科書的課後練習及提問與各學習範疇之對應 

  教科書名稱及

課文 

 

學習重點 

學 新編 我 新 啟思 總計 

《
盤
古
開
天

地
闢
地
》 

《
精
衛
填
海
》 

《
夸
父
追
日
》 

《
女
媧
補
天
》 

《
大
禹
治
水
》 

《
孫
悟
空
三

者
芭
蕉
扇
》 

《
盤
古
開
天

地
闢
地
》 

《
普
羅
米
修

斯
和
火
》 

《
夸
父
追
日
》 

《
精
衛
填
海
》 

《
孫
悟
空
三

者
芭
蕉
扇
》 

出
現
次
數 

(

每
學
習
範
疇) 

百

分

比

(%) 

語

文

基

礎

知

識 

字 和 詞            

15 14 

標點符號            

遣辭用字            

篇章            

常用工具書            

閱

讀

能

力 

認讀文字            

60 57 

理 解            

分析和綜合            

評價            

探究和創新            

欣賞            

掌握視聽資訊            

掌握閱讀策略            

閱讀興趣、態

度、習慣            

文化範疇            8 7.5 

文學範疇            5 5 

品德情意            8 7.5 

思維能力            10 9 

出現次數(每課) 11 9 11 11 9 11 12 11 9 8 4 10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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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各神話教材課後提問與閱讀能力層次之對照 

課程學習重

點(閱讀) 

閱讀能力 

層次 

《學好中國語文》 (三下) 

《盤古開

天地闢

地》 

《精衛填

海》 

《夸父追

日》 
題數 

百分

比(%) 

理解 

分析及綜合 

感受 

1.複述 6 2 2 10 30.3 

2.解釋 0 2 2 4 12.1 

3.重整 0 0 2 2 6.1 

4.伸展 5 3 5 13 39.4 

鑒賞 5.評鑒 1 1 1 3 9.1 

探究和創新 6.創意 0 1 0 1 3 

題數(每課) 12 9 12 33 100% 

 

課程學習重

點(閱讀) 

閱讀能力 

層次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六上) 

《女媧補

天》 

《大禹治

水》 

《孫悟空

三借蕉扇》 
題數 

百分

比(%) 

理解 

分析及綜合 

感受 

1.複述 0 0 2 2 10 

2.解釋 0 0 3 3 15 

3.重整 3 4 2 9 45 

4.伸展 1 1 1 3 15 

鑒賞 5.評鑒 0 1 0 1 5 

探究和創新 6.創意 1 0 1 2 10 

題數(每課) 5 6 9 20 100% 

 

課程學習重

點(閱讀) 

閱讀能力 

層次 

《我愛學語文》 (四上) 

《盤古開天地

闢地》 

《普羅米修斯

和火》 
題數 

百分比

(%) 

理解 

分析及綜合 

感受 

1.複述 2 0 2 20 

2.解釋 0 0 0 0 

3.重整 1 2 3 30 

4.伸展 0 0 0 0 

鑒賞 5.評鑒 1 2 3 30 

探究和創新 6.創意 1 1 2 20 

題數(每課) 5 5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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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

重點(閱讀) 

閱讀能力 

層次 

《新．語文》 (三下) 

《夸父追日》 題數 百分比(%) 

理解 

分析及綜

合 

感受 

1.複述 1 1 25 

2.解釋 0 0 0 

3.重整 1 1 25 

4.伸展 1 1 25 

鑒賞 5.評鑒 1 1 25 

探究和創

新 
6.創意 0 0 0 

題數(每課) 4 4 100% 

 

課程學習重

點(閱讀) 

閱讀能力 

層次 

《啟思語文新天地》  

《精衛填

海》 

《孫悟空三借芭

蕉扇》 
題數 

百分比

(%) 

理解 

分析及綜合 

感受 

1.複述 0 2 2 12.5 

2.解釋 3 1 4 25 

3.重整 3 3 6 37.5 

4.伸展 1 0 1 6.25 

鑒賞 5.評鑒 0 1 1 6.25 

探究和創新 6.創意 2 0 2 12.5 

題數(每課) 9 7 16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