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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關注學習者

歷經幾次教改，文言文的教學常被認為是中
文教學中的難點。

古代漢語能力結構的界定，為古代漢語課程設
置提供了參考標準。



對師範專業古代漢語課程的思考

一、教學內容（語言知識）

（一）古代漢語能力結構的劃分

 按照文字、語音、詞彙、語法、句式等知識點劃分？

 按照不同學習成果（例如一般認讀、理解鑒賞、學
術研究）劃分出應掌握的知識點？

 按語言技能（閱讀、翻譯）劃分？

（二）有無需要、有無可能銜接中小學的相關所學？



《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







《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除了描
述語文能力外，還將漢語字詞、語彙、語法分
級，以數據化資料配合分級。



對師範專業古代漢語課程的思考

二、教學策略

（一）資源策略

（二）跨學科策略

（三）評估策略

（四）情感動機策略



二、教學策略

（一）資源策略

編寫適用的古代漢語教材；

編制或使用古代漢語知識數據庫；

多媒體教學資源，如短片，如在線查詢系統；

選讀適合的原典著作。



二、教學策略

（一）資源策略

（二）跨學科策略

文字學、音韻學、古代漢語語法等古代漢
語類學科的綜合學習

與古代文學、歷史、現代漢語的關聯



二、教學策略

（一）資源策略

（二）跨學科策略

（三）評估策略

規劃古代漢語的能力結構，將有助於開發更全
面的古代漢語能力測試。能力測試可以輔助甚
至取代成就測試，以分析學生們學習了多少學
時或學習了哪些教材能達到什麼樣的語言能力。



二、教學策略

（一）資源策略

（二）跨學科策略

（三）評估策略

（四）情感動機策略

需提高學習動機，重視學習者真實的需求

所學能應用於現代日常生活與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