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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大	編	《論語》	教	材	初	中	生	趣	學	睿	智		
2016 年 6 月 20 日	 星島日報

 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與團隊開展「論語與現代社會」實驗教學計畫，包括開發一套
初中教材，以金錢、宗教及交友等生活化觀念切入儒家經典《論語》。

中學文憑試將於二○一八年開始，重新考核文言文範文，Elsie不時收到家長查詢學好文言文的
方法。要提升閱讀及理解文言文的能力，最好自小開始培養，Elsie知道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
的研究團隊，去年便開發了一套「論語與現代社會」實驗教材，利用交友、金錢及音樂等貼近日常
生活的角度，向初中學生介紹逾二千年歷史的《論語》。有份試用該教材的保良局蔡繼有學校，便
打算於下學期開始，以教材取代部分原有課程。

Elsie聯絡過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施教授表示，他與研究團隊近年
設計多套中文教材，去年更開展「論語與現代社會」實驗教學計畫，其中一個核心部分是編寫一套
初中《論語》教材，並提供予十七所中學於剛過去的學年中試用。施教授表示，《論語》是讓學生
同時接觸中國文化及文言文的不錯選擇。「它是一部關於立身處世的重要入門書籍，亦是儒家思想
的代表作。現時學生的文言文根底的確比較差，但《論語》以語錄體寫成，用字亦不太深奧。學生
一方面可通過內容學習待人處事，同時通過文字學習文言文，相信有助提升學生中文水平及文化修
養。」

中國儒家文化已有二千五百多年歷史。施教授表示，《論語》正是結集了孔子對生活各方面的
想法，在現今社會仍然適用，更可以補足品德教育。「整部《論語》說的都是做人道理，遇到問題
應怎麼解決，可說是中國的『聖經』。」他指，他們設計的這套《論語》教材共有十二個單元，大
都從一些生活化主題入手，如「孔子迷信嗎？」、「音樂家孔子」、「談交友」，著重拉近孔子思
想與年輕學生的距離。

每一個單元會圍繞同一主題分成四課，每一課以小故事引入主題，再提供相關的《論語》篇章
原文、詮釋及賞析，最後以「趣味知識」及「大家來想想」鼓勵學生思考如何在現實社會實踐所學
的道理。好像單元四「孔子喜歡賺錢嗎？」其中一課引用了「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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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也！」施教授向 Elsie解釋這一句的意思是，「一個有志向的讀書人，如果嫌棄食物不好吃、衣物
不美麗，就不容易成就一番大事業。孔子不鼓勵太著重物質的生活，認為有志向的年輕人應要刻苦
耐勞一些。這些態度仍值得現今小朋友學習。」

施教授又提到，除了主題貼近生活，教學手法亦要令學生覺得有趣。「我們為試用教材的學校
提供網上系統作評估，亦有舉辦微電影、話劇比賽，鼓勵學生藉新媒介發表學習心得。早前亦舉辦
了生活營，利用吟誦、平甩功的形式，讓學生親身感受儒家文化。」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是十七所試用學校之一。Elsie問過總校長劉筱玲博士，以及中文科主任王清
鳳，她們表示，今個學年該校七年級生（即中一）試用了其中四個單元。學校亦有參加配套活動「學
論語，做君子」生活營，以及參觀教育大學早前舉辦的孔子展覽。

Elsie知道該校學生主要報考 IGCSE及 IB課程，為何仍注重學生的文言文能力？劉校長及王主
任就強調，IGCSE亦曾以文言文或《論語》出題。「雖然我們不認同只為了考試而學習，但課程其
實對學生的古文水平有一定要求，加上《論語》是中國文化的精華，當中關於學習態度、做人處事
的內容也可用作品德教育。」

劉校長指，教材除了解釋《論語》，還包括很多補充知識，內容豐富。雖然小學及中學部課程
已包括中國經典文學，如唐詩、宋詞等，亦會因應主題單元加入《論語》內容，但就未有系統化的《論
語》單元。「故計畫下學年開始，中文科利用這套教材至少開設一個有關《論語》的單元。」

王主任指，普遍學生對經典有遙不可及的感覺，「但這套教材將《論語》結合現代生活，學生
較有共鳴。老師亦反映，學生以往難以掌握文言文的虛詞、實詞，但通過讀《論語》提升語感，減
低對文言文的恐懼之餘，有學生更懂得在作文引用《論語》。」

雖然施教授表示，整個實驗計畫明年初才會完成，屆時將收集試用學校及學生意見再作調整，
將會把整套教材編輯成書，免費送予學校及圖書館，亦會上載到網站。不過，Elsie知道，現時整套
實驗教材亦已公開放到網站（http://www.eduhk.hk/analects/）。施教授與團隊以往為小學及中學研發
的中華文化及文學經典導讀教材，亦已全部上載至 http://www.eduhk.hk/chineseculture/，家長不妨自
行下載，並與子女一起閱讀，從小培養對中華文化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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