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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2年3月，新學制下的中六學生應考首屆
中學文憑試，成績有待揭曉。試前的緊張氣氛，

教一眾師生如坐針氈。考評局於1月收集來自約
20間中學、逾2800份中文科練習卷，分析考生
的作答表現，結果一如以往──考生的中文水平

有待改善。

去年最後一屆中學會考中文科的考試報告

直指考生對文言字句認識不足，建議學生應多讀

經典及名家作品；而文憑試練習卷報告指在閱讀

能力卷中，考生在理解文言篇章表現欠佳，在綜

合全文主旨、分析文章結構、手法和作用的表

現也較弱；在寫作能力卷中，考生被批評文章

欠組織，偶有口語或潮語入文，未能做到用詞 

精確……

讀經典好文章有助學好中文是老生常談。過

去十年，中學中文科推行單元教學，學生接觸的

文言篇章數量比舊範文年代多，何以考生仍常被

批評文言文知識薄弱？

今期思源專輯訪問了來自不同學術範疇的

五位名家、學者，從他們的經驗或能獲得一些啟

示：閱讀文言經典，受益的不止是學生的語文能

力；在強調學習動機的年代，學生要先了解文言

文的價值，教師要懂得把古文內容連繫生活，大

概才是文言經典教學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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