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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日程
研究計劃介紹

文言文教學校本課程分享：裘錦秋中學（元朗）

文言文教學專題演講：文言文單元的組織與選材
（香港教育大學 鄺銳強博士）

分組討論

研討會文言文教學分會場論文報告

文言文教學座談會



香港中學文言文課程的設置與教學

計劃簡介



研究計劃簡介及文獻綜述

香港院校古代漢語課程設置分析

古代漢語能力測試大綱及試卷分析

報告流程

一、

二、

三、



一、

研究計劃簡介及文獻綜述



•研究計劃簡介

背
景

傳統語文學的教與學：
關於中文主修學生古漢語知識與能力結構的研究

古代漢語作爲中文主修專業的必修課程之一，目前正面臨嚴峻挑戰。

古代漢語在當下社會重要性降低

公開考試設置中偏重降低

古代漢語相關課程在課程整體設置中比重降低

基礎教育教師水平不足

學生基礎相對粗疏

研究、理解古典必
學的工具課、基礎
課。

相關的閱讀、理解
能力是中文主修專
業學生應具備的基
本素養。

背景

研究對象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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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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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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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研究計劃簡介

背景

研究對象與目標

傳統語文學的教與學：
關於中文主修學生古漢語知識與能力結構的研究

• 中文主修學生古代漢語的基本知識與能力要求、評核準則、課程規劃

分析—古代漢語的特色和價值

—現時本地大學的教學質素

評估—課程結構

—科目內容

—學分分佈

—考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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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劃簡介

傳統語文學的教與學：
關於中文主修學生古漢語知識與能力結構的研究

• 中文主修學生古代漢語的基本知識與能力要求、評核準則、課程規劃

制定—評核標準和機制

願景—使學生對於古代漢語的掌握達到基準水平

—提高學生古代漢語水平

背景

研究對象與目標



•古代漢語教學、教材參考文獻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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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重要
性論證

10%
學科體系建設

8%

教學法及教學
內容改革

71%

教材改革

5%

民族院
校與對
外漢語

6%

•古代漢語教學、教材參考文獻綜述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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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
論文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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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著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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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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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

教學法、教
學內容

（4）

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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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

 性質：工具課、基礎課

 重要性：—中文主修學生的必要能力

—在語言學、歷史、人文等知識能力的建
構上有重要的承接作用

 困境：—古代漢語知識本身難度較大

—講授方法缺乏新意

—大專院校學生學科選擇變廣、學習時間壓縮

—學生對於古代漢語知識學習的興趣普遍下降；
古代漢語相關課程所佔據的比重亦相對減少

•古代漢語教學、教材參考文獻綜述



對策：

 結合不同學生羣體對於古代漢語知識能力掌握程度的需要進行教
材裁取、與專業內容銜接、革新教學方法
• 少數民族院校、對外漢語等以漢語作爲第二語言教學的領域

 將古代漢語教學與教育學理論結合

 通過調查、分析問卷數據爲課堂教學改革提供參考指標

 將電子媒介、現代科技手段用於古代漢語教學
• 知識內容展示、教學互動、信息處理、數據庫建立

 以研究帶動教學
• 鼓勵學生參與研究項目；將前沿研究成果融入教學

•古代漢語教學、教材參考文獻綜述



二、

香港院校古代漢語課程設置分析



香港院校古代漢語課程設置分析

一、學科課程設計

二、選科制度與學分比例

*  比對台灣及內地院校的情況



一、 學科課程設計

 了解院校各古漢語科目的教學綱領

 分析教學內容、性質、範疇、程度等

 考慮其教學作用與成效



一、 學科課程設計

Ａ）緒論性質

Ｂ）內容規劃

Ａ）緒論性質

 基礎理論為主
 核心概念、特徵、基本定義以及重要發展等
 少數院校就個別科目另設專題



一、 學科課程設計

Ａ）緒論性質

Ｂ）內容規劃

普遍涵蓋 個別涵蓋

詞匯 / 詞義 文字

語法 / 句讀 聲韻

文獻 / 注釋

訓詁

修辭Ｂ）內容規劃

 內容集中或繁瑣
 例：古代漢語
 例：專書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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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院校
（一）



香港院校
（二）

 論語 



二、選科制度與學分比例

 「中文主修學分」佔整體畢業學分比例

 「古漢語科目必修學分」佔整體學分比例

 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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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科制度與學分比例

 學分分佈比例不平衡，主修科目學分比例偏低

 最低主修學分要求占整體畢業學分平均不足四成
（39.5%）

 整體學分平均不足一成來自古漢語課程（6.3%）

學分比例綜合分析圖



二、選科制度與學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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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古漢語科目佔全部中文課程 古漢語必修佔全部中文課程

古漢語科目比例綜合分析圖
 語言類古漢語課程平均占所有中文科目約一成三
（12.9%）

 必修的古漢語課程平均不足一成（5.7%）



二、選科制度與學分比例

 嘗試建構銜接課程

 以「通論課程」為學科基拙，配合獨立進階課程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嶺南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教育大學

漢語通論 

古代漢語   /    

文字/漢字學   /  /相關專題    

聲韻/音韻學   /  /韻律音系    

漢語語言學   

漢語語文學  / 

古漢語語法    

修辭學   

訓詁學   

文獻學   / 相關專題x5 

目錄學  

注
「語文學」語法、
語匯、訓詁、文字、
聲韻等



三、

古代漢語能力測試大綱及試卷分析



古代漢語能力測試大綱

本計劃將參考台灣、中國內地大學所開設的古代漢語類課程、教

學理念以及教材，探討香港中文主修學生的古代漢語知識與能力

的結構，擬制定具有水平區分能力的古代漢語測試，建構知識與

能力的分級框架：初級階段、中級階段、高級階段，設計和開發

可行、有效的古代漢語基準測試。



試卷計分每小題計分，擴大基數，重新分析一次再觀

察結果。並且考慮是否可將每小題欲考核的能力作簡

單描述。

啟發



考慮試卷是否整體偏於簡單，雖然題目難度都在較易和極

易之間，但是可以根據所測學生水平調整整體試卷的難度。

整體試卷偏易，在降低整體難度後也可以根據其表現劃分

水平。再擬定試卷時是否可以參考以下分配標準。

啟發



啟發

難度級別 P值範圍 題目所占全卷比例

极難 ≦0.20 10%

較難 0.21—0.40 20%

中等 0.41—0.60 40%

較易 0.61—0.80 20%

极易 ≧0.81 10%



啟發

標準化測試須有眾多人數參加，樣本容量大，比較

能客觀的反映其題目難易度和試卷難易度。此次古

代漢語測試，可借鑒標準化測試的出題模式，先在

本校進行測試，測試完畢後再分析試卷，調整試題，

再對其他院校中文主修學生進行測試。



座談會

主題：

中文主修學生古漢語知識與能力的結構



傳統語文學的教與學：

關於中文主修學生古漢語知識與能力結構的研究

工 作 坊

2016年11月26日 香港教育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