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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念欣教授談  

香港中文教科書中的香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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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鄧翠萍

中學中國語文課程在近十年從範文教學革新成單元教學的模式，至 2009 年

教育局推行新高中學制，高中中文課程又經歷一變。中文教科書的內容和編排

也因應新課程有所變更。以選文為例，現時教科書收編的課文數量遠超舊課程

（2001 年前）的範文教學年代，而香港文學在教科書課文中所佔比例也大幅增加

了。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黃念欣教授在去年十月出席由香港公共圖書館及香港中

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合辦的文學月會研討會，就中文教科書內容編排上的轉

變，及香港文學在香港中文教科書中的角色提出一些看法。

舊課程教科書的編排

黃教授指出自中文科取消範文後，中文教科書收編的文章數量大幅增加，香

港文學作品也按比例增加了。1990 年中學教科書收錄的香港文學作品只佔課文總

數 4%。至 2001 年推行單元教學課程，教科書中香港文學課文的比例增至 18%，

數量由 5 篇增至 106 篇。選文包括小思、西西、王良和、也斯、胡燕青、鍾曉

陽、秀實、羈魂、劉以鬯和陶傑等香港文學作家的作品。內容以寫景為主，題材

生活化，如描寫街道上或大自然風景、敍述作者與家人

相處的時光、抒發旅遊感受等，都能展現本土地方色

彩，有別於範文年代所選的，多是有關戰爭和帝王將相

故事的經典文章。不過單元課程所選的文類與舊課程相

似，傾向選取散文及短篇小說等敍事文體的作品。

黃教授以一冊舊課程教科書的課文編排為例（依

次為現代散文《從今天起》、宋文《岳飛之少年時代》、

五四散文《背影》、唐詩《詠物詩二首》），指出範文年代

的教科書編排較簡單，篇章出現的次序並不依據作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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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重點貫穿不同時代的篇章，當中更加入香港文學

作品。黃教授認為教科書把香港文學和傳統經典文

學並置，能令香港文學作品與經典篇章的地位差異

收窄，也有利學生思考和結合文章與生活經驗，從

而產生新得着。

第一個好處是以往這些貼近生活感受的香港文

學作品只會在課外書才能讀到，如鍾曉陽《販夫風

景》寫買豆腐花及炒栗子等內容，道出香港街道特

色和零食文化的起源。對比舊課程課文林海音《城

南舊事》講述北京城南之地，《販夫風景》中所用的

親切文字及所抒發的感受是經典文學作品未能具備

的。若教科書收錄的是優質香港文學作品，可以令

學生有親切感，並有助激發他們對居住地與生俱來

的感情及閱讀的感悟。

成的時序。老師授課時，也不會編排專題教學，課

本結構簡單，一般由作者、篇章背景、內容分析、

注釋等組成，而課後的討論問題與篇章內容有關。

單元教學下香港文學的位置

單元教學課程實引入單元教學，教科書的編排

也改由單元組成。黃教授以本社中學課本《啟思中

國語文》第一版中二單元六「人物描寫」為例，說明

中文教科書改革後對推廣香港文學的好處。新課程

下每個單元分為講讀篇章、導讀篇章及自習篇章三

部分。這個單元示例的講讀篇章是鍾曉陽《販夫風

景》，導讀篇章包括《世說新語》的《荀巨伯遠看友

人疾》及杜杜的《補鞋匠》，自習篇章是胡適《差不

多先生傳》。整個單元以「學習人物描寫方法」的學

《啟思中國語文》第一版中二單元六單元目錄 《販夫風景》中賣豆腐花、棉花糖的場面，勾起不少人
的童年回憶。



其次，在單元教學課程的教科書編排中，香

港文學作品與不同時代的經典作品並置，有助提升

香港文學在學生心目中的位置，從而推動創作的風

氣。黃教授指語文教學的最終目的是讓學生「實踐」

所學，寫作（表達）就是實踐的方法，其中仿作則是

有效而重要的學習方式。香港文學作品讓學生較容

易仿作。老師教學生仿作《販夫風景》買豆腐花的情

節，遠比要他們模仿老舍《趵突泉的欣賞》、夏丏尊

《白馬湖之冬》等容易得多，也較容易提升學生創作

時的信心及興趣。

黃教授再以「景物描寫」的單元為例，說明教科

書多選香港文學作品的第三個好處。這個單元選取

富香港色彩的遊記式散文和詩歌作品，包括也斯《石

的呼吸─記破邊洲》、秀實《遠航吉澳》、吳靄儀

《西環》及《燈火欄柵處─獅子山下》等作品。黃

教授表示這是好的突破，她指出在舊課程描寫景物

的範文，如老舍《趵突泉的欣賞》和《濟南的冬天》、

夏丏尊《白馬湖之冬》、李商隱《晚晴》、李廣田《花

潮》等，所描寫的地方，學生一般不曾到過，難以

產生感悟。黃教授認為學生要結合作品內容和生活

經驗，才能有獨特的體會。她提到《石的呼吸─

記破邊洲》的預習要學生在地圖上標示破邊洲的實

際位置，然後搜尋由住所出發至破邊洲的路線及方

法，能幫助學生把作品所寫的地方與自己的實際生

活連繫，授課時老師就更易引導學生進入想像空間。

黃教授認為學習的階段是先吸收知識，然後

有所感悟，最後產生智慧，但現今教育過份着重吸

收知識。她不贊成學生在中學階段還未接觸過香港

文學作品，就先要認識香港文學的特色和源流等資

料，這會窒礙學生認識香港文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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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思中國語文》第一版中二單元三單元目錄

《遠航吉澳》描寫吉澳山水美景，展現香港寧靜的一面。



單元教學下選文的價值

座談會上不少出席提出者有關教科書選文的問題。有出席者擔心單元教學課

程下，範文教學年代的經典文章會被廢棄不教。黃教授指在新課程下，很多舊篇

章仍保留了，而且單元教學課程中文言文篇章還佔有一定的比重，只是課文編排

有所不同。黃教授相信把從範文年代的經典篇章與香港文學作品並置，對經典篇

章也會產生正面衝擊。新舊文章並置，學生在閱讀時便無分經典與否，有助消減

他們認為傳統經典篇章不入時，與生活全無關係的印象。

另外，有出席者擔心單元教學課程所收的篇章沒有學習價值，黃教授認為被

選入課本的文章若能激發學生仿作及創作的意欲，令他們觀察文學與人和生活的

關係，引發他們的本土情感，並讓他們進入文學感悟的世界，已是有閱讀價值的

文章。黃教授再三強調，由於單元教學課程中課文總數大幅增加，因此學生所接

觸的文言文及經典篇章並沒有減少。換言之，單元教學課程的教科書不但沒有放

棄舊課程的經典範文，而且收編了更多好文章。

結語

黃教授認為教科書加入大量文學作品是令人期待的轉變。教科書改革是客觀

的社會趨勢，黃教授建議老師把握這契機，藉着香港文學作品大量加入學習及教

育經驗中，努力把作品內容連繫學生的生活和興趣，鼓勵學生多創作，加強他們

對文學的感受。學生在對文學最有興趣和準備的時候多接觸富有本土色彩的香港

文學作品，才是最好的語文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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