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 語文教學支援組
(中國語文) (2023/24)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善用學材，一體多面，
在中學中國語文科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

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特別鳴謝創知中學協辦活動



活動程序
時間 內容 講者

13:45-14:00 簽到

14:00-14:15 歡迎辭及頒發感謝狀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14:15-15:00
課堂觀摩 (中二)

《為學》

創知中學

金卓麟老師

15:00-15:15 評課、交流 內地專家教師

15:15-15:30 小休

15:30-16:00

專題分享(一) 

「一語三文四讀法」──

文言文教學策略探究

內地專家教師

16:00-16:20

專題分享(二)

善用資源，優化學校課程，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浸信會永隆中學

蔡仁桂老師、關慧珊老師

16:20-16:40

專題分享(三)

配合學校特色，跨越課程界限──

一次以「非遺」項目

組織跨課程學習的嘗試

鳳溪第一中學

李可老師、符偉殿老師、

鍾德誠老師

16:40-17:00 總結與問答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活動主題

善用學材，一體多面，
在中學中國語文科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



善用學材
學與教資源的種類
「語文的學習資源不僅指教科書、作業，亦包括書籍、實物、視聽資源、網上教材、
電子學習資源甚或自然環境、人力和社區資源，都是寶貴的學與教資源。」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47

「從學生學習的角度運用學與教資源，重視他們學習過程中的體驗，避免學
生過分依賴教師的講解或教科書的說明。例如引導學生親身感受作品的情
思、分析作品的主題思想等，以提升閱讀理解的能力和思考能力。」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51

「學與教資源豐富多采，宜靈活運用，以創設語文實踐的學習情境，開展多
元化、互動的學習活動，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提高學習興趣、發展個
性和特長。」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51

靈活運用

學生的學習角度



一體多面
中國語文課程的學習內容，可概括為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中
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自學九個學習範疇。中國語文課程，以促
進學生這九方面的學習為主要任務。這些學習範疇，是語文學習的一體多
面，彼此相互依存。中國語文的學習，應以讀寫聽說為主導，有機地結合
其他學習範疇，工具性與人文性並重，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6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5

以讀寫聽說為主導

帶動其他學習範疇

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在中學中國語文科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

共通能力：
中央課程各學習領
域和學科共同培養
的基本能力，幫助
學生學會掌握知識、
建構知識和應用知
識去解決問題。
例如：
溝通能力
慎思明辨能力
創造力
解決問題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自學能力
協作能力……

價值觀：
學生應發展的素質，
是個人行為和判斷
的準則。
態度：
把事情做好所需的
個人特質。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P.5



課堂學習

探究教學策略

優化學校課程

落實課程倡議

活動內容

課堂觀摩 (中二)

《為學》

創知中學 金卓麟老師

專題分享(一) 

「一語三文四讀法」──

文言文教學策略探究

內地專家教師

齊雅萍老師

專題分享(二)

善用資源，優化學校課程，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浸信會永隆中學

蔡仁桂老師、關慧珊老師

專題分享(三)

配合學校特色，

跨越課程界限──

一次以「非遺」項目

組織跨課程學習的嘗試

鳳溪第一中學

李可老師、符偉殿老師、

鍾德誠老師



「一語三文四讀法」文言文教學策略探究

2024/03/15

內地專家教師 齊雅萍



目 錄

「一語三文四讀法」概念 （是甚麼）

「一語三文四讀法」價值（爲甚麼）

「一語三文四讀法」策略 （怎麼做）



壹 「一語三文」內涵



一
體
四
面
，
相
輔
相
成

「一語三文」內涵

文章

語言

文化

文學

壹

讀音、詞匯、語法

抒情
言志
載道

章法考究
語言錘煉

（多層面）語文
=

語言
+

文章
+

文學
+

文化

《出師表》

《陋室銘》

《爲學》

語言+情、志、道+傳統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民俗風情……

（基礎）

（功能）



貳 「一語三文」價值



「一語三文」價值──落實《課程指引》

1.2 基本理念

1.2.（4）語文是重要的交際工具，同時又是思想、文

化的載體。中國語文教育需均衡兼顧語文的工具性

和人文性，全面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

1.2.（5）透過文學的學習，可以引導學生感受語言文

字和思想內容之美……



「一語三文」價值──彰顯語文味

保證了把語文課上成語文課，而不是非語文或半截子語文課

語言—文章—文學—文化

教學內容要素

活動程序結構

有
機
統
一



「一語三文」價值──有效確立教學目標

《木蘭詩》學習目標

1.借助工具書及注釋，歸類積累「火伴」「市」等詞語，讀準、讀通文章。

（語言）

2.默讀課文，能梳理故事情節，並讀懂文中的詳略安排。（文章、文學）

3.結合具體詞句及修辭方法，從英雄氣概和女兒情懷兩方面讀懂木蘭形象，

學習木蘭孝、忠、勤、智、勇等品質。（文章、文學、文化）

4.有感情朗讀課文，欣賞樂府民歌質樸生動、簡潔精煉的語言風格。

（文學、文化）
沒有文言，我們找不到回家的路。——韓軍
沒有「一語三文」，我們找不到閱讀教學回家的路。



學校課程

學生問題導學法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

三 「一語三文」實施策略

課
堂
教
學

教師提問講授法
四讀法



三「一語三文」實施策略——學校課程（舉隅）

《基於正確價值觀的「一語三文」文言文學校課程
設計（初中）》

《基於正確價值觀的「一語三文」文言文學校課程
（中一年級）》

學
校
課
程



「一語三文」初中文言文學校課程設計（主題）

漁



「一語三文」初中文言文學校課程設計（選篇）

漁

（舉隅）



關於文言文課堂教學的思考

常規

突破

興趣

效率

三「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課堂教學

學生

教師



學校課程

課
堂
教
學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

三 「一語三文」實施策略

學生問題導學法
四讀法

教師提問講授法



四讀法

讀

讀準 讀通

讀懂讀美

讀準字音，
把握節奏

解詞譯句，
讀通大意

理解內容，
探究寫法

讀出情感
誦讀積累

一語

三文

一語

三文



四讀法Ⅰ──讀準（朗讀）

字音 軍帖、可汗、燕山、鞍韉、舊時裳……

節奏

詩 規律：二三、二二三等

散文

句內

句間
初知句意

讀
準



四讀法Ⅱ──讀通（默讀）

字形溯源

助記法
為、安

歸類識記法

詞語

句式

解詞譯句，
讀通大意

重在
積累

讀通



讀通——字形溯源助記法

建房娶妻

安家落戶

安心安置

撫慰，安撫

安身 安穩

使……安定 怎麼，哪裏



四讀法Ⅱ──讀通（默讀）

讀
通

字形溯源助記法

詞

語

常用實虛詞 關山度若飛

通假字 火伴、帖花黃

古今異義 不聞機杼聲/阿爺無大兒

一詞多義 願爲市鞍馬/東市買駿馬

詞類活用 願爲市鞍馬

句

式

歸
類
識
記
法

舉一反三



四讀法Ⅱ──讀通（默讀、朗讀）

讀
通 句

式

判斷句 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
自力者也（《為學》）

省略句 願爲市鞍馬（《木蘭詩》）

倒裝句 問女何所思（《木蘭詩》）

被動句 帝感其誠（《愚公移山》）

詞
語

舉一
反三



順敍法交代事件、詳略取捨

互文、頂真、對偶、排比

擬聲詞、叠詞

所抒情、所言志、所載道（主旨）

讀懂
甚麼

用字精煉，
手法多樣

木蘭形象文化；南北朝時期戰爭、民
俗、民風；樂府民歌、長篇敍事詩

多層面

文章

文化

文學 章法考究、
語言錘煉

讀
懂

理
解
內
容

探
究
寫
法

四讀法Ⅲ ──讀懂（內容）



四讀法Ⅲ ──讀懂（策略1）

讀
懂

問題鏈

比較法

知人論世

《爲學》：長輩的殷殷期望、語重心長

《木蘭詩》：打仗用兵制度

怎麼
讀懂



讀
懂

2.梳理這首敍事詩的故事情節，
看哪些地方敍述得詳細，哪些地
方簡略?這樣處理好在哪裏？

問題舉隅

1.請結合具體詞句賞析木蘭的人
物形象。

實施形式 自主、合作、探究

比較法
（6字訣）

設計

問題鏈

支問題

主
問
題

知人論世

四讀法Ⅲ──讀懂策略2



讀
懂

設計問題鏈

知人論世

關山度若飛比較法
賞析語言
（6字訣）

聯、增、删、
調、改、換

四讀法Ⅲ──讀懂策略3

咬文
嚼字

唧唧復唧唧

細讀文本，提升閱讀深度（《課程指引》）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語調輕、語速緩，讀出憂心忡忡

語氣：問者急切，答者沉穩木
蘭
詩 語速語調逐漸加快加高

重讀：讀出憂慮、擔當、決心、孝心；

四讀法──讀美（舉隅）

沉思 下定決心，語速輕緩 重快，
語調高昂

讀出情感，誦讀積累（培養語感）



讀
美

讀出情感 朗讀技巧

語速

語氣

語調

重音

停連

誦讀積累 一語三文

四讀法──讀美

創設語文實踐的學習情境，開展多元化、互動的學習活動，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提高學習興趣……



回 顧

課堂
教學

「一語三文四讀法」
文言文教學架構

「一語三文」
內涵

「一語三文」
價值

一語 語言

三文
文章

文學

文化

學校課程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

教師提問講授法四
讀
法 學生問題導學法



三

引導學生提出問題——尊重學生主體地位
師生共同解决問題——體現教師主導地位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學生問題導學法

《論語》117 /國際競爭力的創造型人才

有難度/國際化教學模式 大連市推行



「問題導學法」怎麼上得更精彩？期待大家實踐探索！

三 「一語三文」 實施策略——學生問題導學法

天空沒有留下鳥的痕迹，但我已飛過。

──泰戈爾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

我相信！行動自有答案！天下事……

待續……



謝
謝
傾
聽

，

攜
手
同

行
我

們
在 路 上

問題導學法

「一語三文」
四讀法



1.王榮生《文言文教學教甚麼》

2.程少堂《程少堂講語文》

3.餘映潮《中學語文古詩詞教學實錄及點評》

推 薦 書 目



浸信會永隆中學

蔡仁桂老師 (科主任、中國語文教育領域統籌)

關慧珊老師 (副科主任、中二級統籌老師)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

善用資源，優化學校課程，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01
學校簡介



浸信會永隆中學
• 屯門區
• 男女校
• 基督教
• 學生乖巧受教



學校2023-2026 

三年發展計劃

我們的信念和
前行方向



• 發揮潛能
• 共通能力
• 豐富視野和識見

（社會意識及全球化）
• 為投身社會工作作準備
• 良好價值觀
• 品德情意

對「永隆人」的 期望



02

課程規劃



規劃條件﹕校情+教育局課程倡議+持續優化

回應課程指引 落實課程倡議

課堂教學

跨課程閱讀教學策略探究

優化學校課程 跨課程學習



課程領導與課程更新



契機：轉教科書+9大學習習慣

。教育局課程倡議

。學校關注事項

。對學生的期望

。學生的學習需要

。中華文化

學生知性成長

。視野及知識點間的連繫

。文學性+功能性+實用性

。內涵和深度

社會發展趨勢

。通才 (具寬廣知識的學習者)

。解難、應變能力



本年度課程規劃的理念與實踐﹕

由縱向到橫向



縱向規劃﹕各級學習點的銜接

舉隅﹕
閱讀﹕閱讀策略及能力、提問層階
寫作﹕文體要求、寫作能力
說話﹕應對能力、表達技巧……



縱向規劃﹕讀寫能力 VS 聽說能力
回應「課程優化」及「公開考試的形式修訂」，
昔日卷三的「聽說能力」轉移到SBA 口頭匯報。

我們的信念﹕不能側重讀寫訓練，
須同步建立學生的聽說能力

*初高中銜接+內在省思+生活應用

課時 vs教學內容
==>如何取捨？



橫向規劃﹕九大學習範疇

認識中華文化⇨反思⇨認同

更全面學習、
連繫所學

培養內在素質，
建立良好價值觀



小結

補充
深化

文化
傳承

連繫
生活



實踐示例

03



策略

培養永隆學生的綜合素養

善用資源

多角度思考



初中課程的初步嘗試﹕
以中二級單元為例



設計舉隅

● 單元三 借物抒情

○ 課文：《醜石》

○ 發現自己價值，學習欣賞別人



設計舉隅──賈平凹《醜石》

● 工具性：借物抒情

● 活動理念：認識自己，尊重他人

回應永隆人的素質，
培養內在素養

工具性與
人文性
並重



設計舉隅—賈平凹《醜石》

● 設計理念：

○ 培養學生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方面的語文素養

○ 藉活動學習經歷，讓學生從實際情境中學習和運用語文

○ 多樣化的活動類型、內容

⇒配合不同需要，照顧學生多樣性

○ 為學生創設豐富多元的語文學習經歷

○ 為師生創造美好的學習生活



設計舉隅—賈平凹《醜石》

● 跟進活動—「給同學的鼓勵信」

● 目的：學會欣賞別人

● 活動：隨機抽選班中同學的功課作回信
○ 根據同學功課內容及對他的認識回覆

■ 1)表達對同學優點的欣賞
■ 2)鼓勵同學

○ 以私人書信格式書寫
○ 必須為正面內容
○ 可署名或匿名回覆



小結
培養學生的綜合素養——永隆人

善用資源

多角度思考



高中課程的初步嘗試﹕
以中五級單元為例



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的配合﹕

加強推廣中華文化，強調品德情意及價值觀

加入不同學科元素，豐富見聞，
連結日常生活層面

 多元化閱讀，拓寬閱讀面，延伸學習，穿梭古今



總結展望



期望﹕
．具備良好的語文能力
．能綜合運用多元能力
．視野與識見

願景﹕
成就更好的永隆人
穩飛、飛得高、飛得遠



總結與展望

不只學生，老師一同進步，
通過交流實踐，齊心前行。



謝謝！



一次以「非遺」項目
組織

跨課程學習的嘗試

配合學校特色 跨越課程界限

鳳溪第一中學



分享大綱

• 計劃緣起

• 跨課程規劃

• 整合資源

• 課程實施(多元輸入、全方位
學習、相關語文學習活動)

• 後續與前瞻

• 總結



課程發展
• 優先推行價值觀教育

• 為學生創造空間

• 配合課程規劃「學時」，促進
學生的全人發展

• 多元的學習模式，豐富的學習
經歷

• 全面而均衡的語文學習



緣起

１.學校關注事項（節錄）

• 深化自主學習
 訂立適切的教學策略，培養學生的學習擁有感及

提升自我效能感

• 塑造正面品格
 優化公民及德育教育，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及歸屬

感



緣起

２.科組發展方向

 優先推行價值觀教育
 整合課程內容，為學生創造

空間
 配合學校發展，培養學生學

習的擁有感和對學校的歸屬
感

 建構校本特色課程



機遇（發掘與學生

息息相關的學習元素）

１.鳳溪90+慶祝活動
廖氏私塾學生數千
廖氏子弟北區學子
 傳統中華文化：
-- 推己及人
--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國民
身份
認同

承擔
精神

仁愛



機遇（發掘與學生

息息相關的學習元素）

2.上水廖族非遺項目
上水廖氏宗族口述傳說
宗族春秋二祭
傳統中華文化

-- 孝親
-- 慎終追遠

國民
身份
認同

承擔
精神

團結

仁愛

孝親



跨課程學習活動
(中四級)

上水圍村
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育

英文科 中國歷史科

歷史科
公民及

社會發展科

中文科



跨課程學習活動
(中四級)

上水圍村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

中文科

傳統中華
文化特質

中文科：
• 通過對上水廖氏辦學的歷史，認識傳

統儒家文化中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的「推己及人」情操

• 透過廖族的發展歷史和祭祀儀式，了
解傳統氏族文化和家庭觀念

• 創造情境，讓學生透過閱讀不同類型
文本、人物採訪、撰寫口述歷史、口
頭匯報等語文活動，在真實環境中綜
合應用語文

• 以學生息息相關的學習內容，加強學
生對學習的擁有感，提升學習興趣

跨課程規劃



跨課程學習活動
(中四級)

上水圍村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

中國歷史科

歷史科

社群歷史生活
與文化風俗

口述歷史

氏族在鄉土
社區發展

歷史科：
• 認識本校及其區域社群的歷史生活與文化風俗
• 學習在口述歷史訪問中的提問及訪談技巧
• 加強對本科的學習自信及興趣

中國歷史科:
• 知識方面：透過了解新界五大族，特別是廖族的

發展歷史了解到氏族在鄉土社區發展的角色及貢
獻

• 技能方面：透過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學生學會蒐
集綜合篩選各類型的歷史資料，以及一些田野考
察以及口述歷史的處理技巧。同時，學生在活動
中需發揮協助解難的技巧

• 情意方面：透過了解持續的來由及貢獻了解氏族
對大自然及鄉土的人文情懷，特別是當中他們渴
求認祖歸宗，報效祖國的血濃於水情義，充分表
現民族團結精神

跨課程規劃



跨課程學習活動
(中四級)

上水圍村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

英文科

公民及
社會發展科

文化
多樣性

語文應用

公民及社會發展科：
讓學生了解新界廖族的歷史、傳統、習俗和
價值觀，從而體驗到中華文化的多樣性和獨
特性，促進學生對不同文化的相互尊重和理
解，成為一個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個體。

英文科：
提升整理資料及寫作的能力。同學需要把訪
問所得內容，及將廖氏發展史轉成英文，並
以口頭匯報。

跨課程規劃



跨課程學習活動
(中四級)

上水圍村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

英文科 中國歷史科

歷史科
公民及

社會發展科

社群歷史生活
與文化風俗

文化
多樣性

口述歷史

氏族在鄉土
社區發展

語文應用

文化承傳中文科

傳統中華
文化特質

語文場境



跨課程規劃
• 整合各科學習內容，為學生
創造學習空間

• 共同執行課程，善用課程資
源

• 組織全方位學習，豐富學生
的學習經歷

• 創造應用場境，讓學生通過
在沉浸式學習運用所學



整合課程資源

• 辦學團體
• 校友、舊同事
• 不同科組同事
• 圍村族老
• 教育局
• 大學專家



輸入

• 多元文本閱讀材料
-文化專題文章
-報章專欄
-春祭祝文



輸入

• 口述歷史工作坊
-史料種類
-訪問技巧
-廖氏故事
-鳳溪辦學



輸入

• 採訪技巧入門
-事前預備
-草擬訪問大綱
-擬題技巧
-臨場應變
-……



全方位學習

• 參加廖萬石堂春祭
-了解春祭步驟
-祭品的種類和意義
-認識宗族傳統
-訪問族老



全方位學習

• 明白春祭在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
• 通過沉浸式學習，有效吸收知識
• 進入真實場境，綜合運用所學
• 加強對母校鳳溪的歸屬感



語文訓練

• 實用文寫作
• 口述歷史報告
• 活動後匯報



後續與展望

• 上水圍村文化漫步
• 圍村文化導賞員計劃
• 活動作品集《我和我的鳳溪》
（暫名）



意義

• 跨課程協調
• 文化傳承中的角色
• 建立別具特色的課程



總結

課程領導與課程發展
• 資源運用
• 溝通各方
• 整體規劃



謝謝



課堂學習

探究 教學策略

優化 學校課程

落實 課程倡議

學生

教師

科組

學校

活動內容總結
語文
教學

本地 內地



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Section 

語文教學支援組

Provides multifarious support services to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schools

切合不同學校的需要 提供多元的支援服務



支援模式 Modes of Support

到校支援 教師學習社群

 定期到校會議，例如：共同備課、
檢視和優化學校中國語文課程

 校本教研／觀課和議課

 校本／跨校專業發展活動，例如：
工作坊、分享會、課堂觀摩

 駐校 (適用於「內地與香港教師交

流及協作計劃」)

 專題講座／工作坊

 聯校網絡活動，例如：觀摩交流
課、學校互訪、校本經驗分享、
聯校學生活動

 按學校需要安排1-2次實體／網
上會議，為學校提供專業支援，
例如：課程諮詢、共同備課

發布良好示例
全港性專業發展活動
本組網頁及刊物



支援模式 Modes of Support

On-site support Learning Communities

 regular on-site meetings (e.g. 
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ning, reviewing 
and optimising the school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lesson study / lesson observation and 
post-lesson discussion

 school-based / inter-schoo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e.g. workshops, 
sharing sessions, lesson observation)

 theme-based workshops

 inter-school networking activities (e.g. 
inter-school lesson observation / visits, 
experience sharing)

 1-2 face-to-face / online meetings with 
language support officers (e.g. 
consultation, 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ning)

Dissemination of good practices
territory-wid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he Section’s website and publications



中國語文教育 項目編號

中國語文教育（到校支援） L2

中國語文課程領導專業發展計劃
L4（到校支援）
L6（學習社群）

中國語文教師學習社群 L8

小學跨語文科協作學習社群 L7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L17 （到校支援：駐校）
L18 （學習社群）
L19 （網絡計劃）

語文教學支援服務 (小學)
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Primary schools)

有關2024/25學年由本組提供的支援項目詳情，可參閱教育局通函第23/2024號
（有關2024/25學年校本支援服務）及本組網站。

For details about the support programmes provided by our Section in the 2024/25 
school year, please refer to Education Bureau Circular Memorandum (No. 23/2024) 

regarding school-based support services (2024/25).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me

code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on-site support)

L10

Curriculum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n-site support)
L11

Learning Communities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L16 (for primary)

L12 (for primary 
& secondary)

Learning Community for Primary Chinese 
Language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L7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中國語文
教育



中國語文教育 項目編號

中國語文教育（到校支援） L1

中國語文課程領導專業發展計劃 L4 （到校支援）

中國語文教師學習社群 L5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L3 （到校支援）
L13（學習社群）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L17 （到校支援：駐校）
L18（學習社群）
L19 （網絡計劃）

語文教學支援服務 (中學)
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me

code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on-site support)

L9

Curriculum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n-site support)
L11

Learning Communities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L14 (for secondary)

L15 (for secondary)

L12 (for primary &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中國語文
教育

有關2024/25學年由本組提供的支援項目詳情，可參閱教育局通函第23/2024號
（有關2024/25學年校本支援服務）及本組網站。

For details about the support programmes provided by our Section in the 2024/25 
school year, please refer to Education Bureau Circular Memorandum (No. 23/2024) 

regarding school-based support services (2024/25).



支援學校將不同的課程倡議融合在語文課程中，促進學生終身學習及全人發展
Supporting schools in incorporating various curriculum initiatives into the language curricula to foster students’ 

lifelong learning and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Examples of support foci

◎ Learning/Language/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including in the context of supporting 

STEM/STEAM education)

◎ Values education (including national education,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nd life education)

◎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 Interface between key stages

◎ Life-wide learning

◎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 Assessment literacy

◎ Catering for learning diversity

◎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e-learning

◎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generic

skills through curriculum optimis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as a “super-connector”善用語文連繫不同學習範疇

支援課題舉隅

◎ 重視經典/文言閱讀，加強文學、文化學習

◎ 跨課程語文學習/跨課程閱讀 (包括支援 STEM/STEAM教育)

◎ 價值觀教育(包括國民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和生命教育)

◎ 在語文科融合生涯規劃教育

◎ 各學習階段之間的銜接

◎ 全方位學習

◎ 媒體和資訊素養

◎ 評估素養

◎ 照顧學習多樣性

◎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中學)

◎ 自主學習和電子學習

◎ 支援學生在課堂內外積極使用普通話

◎ 優化學校中國語文課程，均衡發展各種語文及共通能力



落實不同課程倡議和課程持續更新的校本經驗
School-based experiences in implementing different curriculum 

initiatives and facilitating the ongoing renewal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School Curriculum 
Practices學校課程實踐

https://bit.ly/3XYyMLy https://bityl.co/Ghxa

https://bit.ly/3XYyMLy
https://bityl.co/Ghxa


Contact person (English Team)
• Ms Amy Poon  3698-4093   ayypoon@edb.gov.hk

聯絡人（中文組）

•張珮珊女士 3698-3994   claracheung@edb.gov.hk

•黃雪薇女士 3698-3999    icysmwong@edb.gov.hk

LLSS homepage 本組網頁

資訊與查詢 Information and Enquiry

本組網頁LLSS Website: 

http://www.edb.gov.hk/languagesupport/

LLSS Publications 本組刊物

mailto:ayypoon@edb.gov.hk
mailto:claracheung@edb.gov.hk
mailto:icysmwong@edb.gov.hk
http://www.edb.gov.hk/languagesupport/


申請辦法 How to apply

校本支援服務（2024/25）
School-based Support Services (2024/25)

網上申請系統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申請日期 Application period      

22/3/2024- 30/4/2024

學校可通過「校本支援服務網上申請系統」申請支援服務，該系統
可通過「統一登入系統」（CLO）進入。請使用該系統申請我們的
支援服務。如需查詢有關「校本支援服務網上申請系統」的使用方
法，請聯絡校本專業支援組（電話：2152 3604）。
Schools may apply for the support services through the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OAS) for School-based Support Services (SBSS)”,

which can be accessed via the “Common Log-on System” (CLO).

Please use the system to apply for our support services. For technical

support on the OAS, please contact the School-based Professional

Support Section at 2152 3604.

https://clo.edb.gov.hk

https://clo.edb.gov.hk/


讓我們與你
並肩同行

We are there 
for you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m1PmYxvXSAhUJPo8KHSBVDkAQjRwIBw&url=http://www.clker.com/clipart-light-pink-tag.html&psig=AFQjCNHczYo5tLitdDYELRvDi-k-tSDEzQ&ust=1490665006705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