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 源 ． 2 0 2 3 ． 4 月 號10

宏觀中的細步，微觀中的豪情
與潘步釗博士漫談2024「校本評核」的統籌和開展

 撰稿：破城   資料整理：梁恩瑜  

根
據最新優化課程，2024年文憑試中文科卷數由四

變二，同時老師將要為2021至2022學年的中四

級學生呈交校本評核的分數。不過目前校本評核尚未經

過實際操作，老師在教學部署上或容易感到不安。幫助

老師作好校本評核的鋪墊，助學生取得佳績正是燃眉之

急。有見及此，今期《思源》請來元朗裘錦秋中學前校長

潘步釗博士，談談他對「校本評核」教學的看法。潘步釗

博士（下簡稱「潘」）是本地作家、資深語文教師、古典文

學的研究學者，也是元朗區校長會閱讀顧問，曾任課程

發展議會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主席，可說對推展課程的

各個階段都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深切

的體悟，這些即使如他

所云，只是拉雜地談，

相信都能給老師帶來正

中肯棨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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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理念  閱讀是中文教學的火車頭

校本評核的「閱讀報告」和「口頭匯報」兩部分

都考核學生的書籍鑒賞能力和語文能力。學生除了

要為文憑試作準備，認清閱讀的重要性亦是關鍵所

在，在 2024年課程優化前，學生需應對試卷三（聆

聽及綜合能力）；2021年之前，學生還要考試卷四

（說話能力），無論是卷三聆聽講者說話、整合閱讀

資料和拓展寫作，還是卷四小組討論，學生的中文

基礎都是來自閱讀。閱讀書籍是學生吸收中國文化

以至世界知識的途徑，知識「輸入」同時構建他們

的思維，幫助學生在其他試卷上靈活運用，即「輸

出」。例如學生通過閱讀散文感受作者的情感，考試

時或更容易理解閱讀篇章，而且他們能在日常中累

積寫作題材，應用在寫作卷上，收能力遷移之效。

因此即使考評局提出中文科優化課程，也不刪減閱

讀卷部分，因為「得閱讀，得天下」。

擔任老師和校長多年，潘認為社會對學生語文

能力的要求日新月異。從前，良好的語文能力多指

學生多讀書和寫作優異；而過去十年則是指學生的

理解、溝通和文學水平都要表現理想，要求比昔日

更高、更全面。例如聆聽試卷最後一題都有綜合內

容的題目，或提問講者的立場，或提問對話內容，

學生需整合全部對話再得出結論，考核學生歸納能

力。換句話說，聆聽綜合和說話兩卷原意是訓練學

生的思維——以「語文邏輯」應對日常需要，現在

優化課程中沒有了這兩卷，讓學生應用「語文邏輯」

的機會自然減少，那麼課程規劃上該以甚麼填補這

功能？似乎以「課外閱讀」為重心的「校本評核」是

個不錯的選項去促使學生將知識轉化為能力。

如潘所言，推動閱讀，基本上是每位中文老

師、校長都會贊同和支持的，應該不難達成共識。

那麼，整個中文教學團隊不妨乘「校本評核」新模式

推行的契機，一起坐下來好好籌劃一個完整的閱讀

推廣計劃，把高中的「校本評核」涵蓋在內。須知要

學生寫出具質素的「閱讀報告」是難以一蹴而就的，

如學校可為學生營造良好的閱讀氛圍，有望短期內

推高學生的閱讀高度。潘說這不是甚麼嶄新模式，

以往不少學校已在做，這些學校的學生也屢屢在本

地文學比賽中獲獎。換句話說，在高中推動閱讀該

像下圖所示，是簡單的「兩層內縮」結構。 

「校本評核」

引導與部署

推廣活動

宏觀的閱讀

推廣活動

師生共同發掘興趣  宏觀中的細步

許多學校都會以為「推廣閱讀」是相當廣義和空

泛，但正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每項長遠目標

都是靠許多細步的成效慢慢累積而達至的。如想加

快成效，學校應以師生共同推動的模式，須知「1+1」

的總和總是大於 2，所以如果師生一起出力推動，當

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化學效果。

潘認為要宏觀地推廣閱讀，老師不能一味只要

求學生閱讀。一向以來「身教」都是重要的，他強調

中文老師平常就算教學如何繁重，也應爭取時間看

書。在課堂上與學生交流和引導，向他們分享閱讀

心得，探討書本的「高度」，甚至可讓學生作簡單的

交流，介紹最近看過的書本，形式不必拘謹，學生

也不必擔心自己解讀有誤。這讓學生學習欣賞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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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文章，自行理解深層文意，同時有助訓練他

們應付校本評核中的「口頭匯報」部分，免於正式匯

報時過分緊張。老師可鼓勵學生多聽文學講座，豐

富課外中文知識，從中培養學生語文和理解能力，

幫助他們完成校本評核。

當學生在日常課堂中獲得相應的指導，便無須

太過擔心「校本評核」，因那始終不涉臨場發揮的

變數。潘強調老師若有閱讀習慣，除了有助平常溝

通，在溝通過程中亦可以學養魅力薰染學生，凝聚

他們一起策劃和籌辦各種閱讀推廣活動。潘舉例說

他曾在校內舉辦大型書展、閱讀週、本地作家閱讀

座談會等活動，讓校內所有學生參與，灌輸閱讀的

重要性和趣味，渲染校內閱讀氣氛。

老師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細步可做，就是提供

建議書目給各級學生，讓學生在指定時間看完書

本。潘舉例說可給初中學生提供 100本建議書目，

學生一年大約能看完十餘本已很好了。（換句話說，

100本可看足中學六年了！）整個中文教學團隊如此

通過課程規劃和詳細討論來制定活動策略和方向，

推動時則號召學生共同籌辧，讓學生分享到滿足

感，相信這樣應能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和建立校內

風氣，端正學生看書的態度，保持好學和認真的心

態。潘補充老師不要太執着自己的「高品味」，有時

也要「迎合」和「遷就」學生的口味。潘舉例說他曾

為了吸引學生多讀各種經典書籍，花時間觀看紅極

一時的《哈利波特》電影和小說，適逢《西遊記》電

視劇受本地大眾喜愛，潘從中抽絲剝繭，將兩者結

合，舉行「《西遊記》與《哈利波特》」讀書會，順水

推舟向學生介紹《西遊記》和《聊齋》鬼怪故事，活

動大受歡迎，足見了解學生感興趣的事物和流行熱

話也是推廣中國文化和文學書籍的重要因素。

撥亂反正的機遇  微觀部署中的豪情

如做好了「外圈」的宏觀閱讀推廣，進而適時引

導學生完成「內圈」的「校本評核」任務，可說只是

順水推舟之舉。只是現在不少學校只側重「應試訓

練」，更有老師表示大部分教學時間都耗在教授 12

篇「指定考核作品」。我們向潘問及他對此現象的看

法，他斷言應道：「這當然不理想！」要撥亂反正，

便要解開如此編排背後的心結。潘指出這樣傾側跟

老師的「安全感」有關：一來古典文章的研究資料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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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老師更易於整理，二來經過數年指定考核作品

的教學經驗，老師不論對作品還是教學模式都非常

熟悉。相反，卷一乙部白話文沒有指定文章，老師

需要花更多時間挑選與文憑試考材相近的作品作教

材，付出更多精神來備課。現在不少學校教授白話

文的方式便是不停要學生「操卷」，學生完成了一篇

白話文的閱讀理解題目便當作已「教完」一篇白話

文。潘反覆強調「考材」跟「學材」完全是兩碼子的

事，前者的內容和形式未必能有效引導學生用心鑒

賞，更遑論甚麼真切體悟了。如此只會大大減低學

生學習中文和創作的意慾，更遑論養成閱讀的習慣

和愛上文學了。他無奈地歎道，「操卷」只是應付考

試的方法，長遠無助學生學好中文；引導學生學好

中文應是大部分中文老師初入職時的雄心壯志吧！

潘強調學生作答的內容清晰、有條理和正確與

否，全靠他們日常閱讀所學習得來的語文能力，例

如乙部常問及作品句子的深層含意，考驗學生理解

和表達的功力。操卷往往只能讓學生知道得分點和

失分點，只會處理技巧上的問題，並不能更有效地

培養他們的語文素養，學生淪為答題機器，乃是現

今大部分中文教學的弊端。若然學生答卷時不能清

楚歸納內容，表達欠清晰和條理，即使再操練也是

難以得分。潘指現在刪減了兩卷，高中三年應可撥

出一些時間引導學生大量閱讀，扎穩語文基礎，提

升語文素養，他認為到中五下學期才慢慢開始應試

訓練也未遲。

潘提到考試成績的高低除了涉及作答技巧，更

多是取決於學生平日閱讀的數量，學習語文最有效

的方法仍然是閱讀優秀的文學作品。校本評核正

好是一個提升閱讀能力的機會，作為中文課程的輔

助。當中老師也可以扣連 12篇指定考核作品或其

他課文內容來進行校本評核，例如書本與課文的主

題、感情互相呼應，寫作手法具相似之處等。通過

課堂上各種閱讀導賞，相信學生更能融會貫通，將

日常所學應用在校本評核和考試上。

另外，如前所述，2024年刪除了聆聽綜合和說

話兩卷，中文教學中少了的思維訓練，正好以「校

本評核」填補，校本評核「口頭匯報」中的小組討

論要求學生結合書本內容作分析、闡述，並設下討

論主題，與同學交流閱讀心得，過程中考核學生能

否準確歸納要點和理解讀物內容，再作出恰宜的回

應，引導學生做好「校本評核」亦是鍛煉「語文邏輯」

的方法，這亦可反過來強化學生的應試的答題技巧。

看來要順利把握「校本評核」作為推動閱讀的機

遇，關鍵還是老師要拿出一點「豪情」，重新喚醒初

入職時的那份被消磨了的壯志，踏出側重教授12篇

文言文和以「操卷」穩住合格率的「安全區」，不要

一頭栽進「操卷」這些微末之事中，而是回到語文學

習的根本，即閱讀能力的培育上。誠然，現在離開

2024年呈交「校本評核」成績和樣本所剩的時間不

多，正常來說學校應已啟動「內圈」部分的工作；至

於「外圈」的「宏觀推廣」也應啟動籌備，不過目標

是再下一屆，即 2025年的考生。總括來說，老師拿

出豪情好好部署「外圈」和「內圈」的項目，只是針

對不同屆別的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