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华文化教学大纲探究 

摘要 

 

本人于年前启动“中华文化教学工程”，以全面建构渐进式和系统化的文化

学习大纲，让学生通过与生活相关和紧贴社会发展的知识，认识中国历史、文化

的传承和变革，进而奠下文化创新的基础。上述大纲的制订，本来是针对香港一

般中小学而言；不过，一些实施国际文凭课程的学校和若干国际学校，也自愿参

加实验计划，并在实验结束后，继续在校内推行下去。就教学大纲而言，以中文

为母语的本地主流学校的学生和以中文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国际学生可斟酌采

用类似的中华文化教学大纲。就教材内容而言，两者所采用的文化教学内容却应

有所区别。如其中所涉及的品德教育、情意教育、价值观念等，都应作特别处理。

本文第三部份的中华文化教学大纲，涵盖全面，典型性强，略加调整，即可作为

外国学生学习中华文化的大纲蓝本。 

 

关键词：中华文化 教学大纲 中国历史 教学实验 

 

 

一、研究背景及内容 

 

为全面落实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关于中国语文科中华文化教学的宗旨，本人受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委托，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携手

合作，启动“中华文化教学工程”，以全面建构渐进式和系统化的文化学习大纲，

让学生通过与生活相关和紧贴社会发展的知识，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变

革，进而奠下文化创新的基础。计划得到海内外教育界、文化界和出版界资深学

者担任顾问，冀望合力从环球视野来全面建构中华文化教学大纲和内容，为全球

华人和外国朋友提供人文教学资源。 

目前，坊间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中华文化知识的介绍，非常缺乏。对于中小

学生而言，从身边的素材入手，由亲身体验而认知，学习效益更为显著。美国著

名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提出“经验学习”、“从做中学”的概念，美国

著名组织行为学教授大卫.库伯(David Kolb)进一步发挥，提出“体验学习圈”

理论，认为文化学习是由具体体验、反思观察、抽象概括到行动应用等四个阶段

所组成螺旋上升的完整过程。将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的学习置于不同的时间、

地方、制度、文化及价值体系之中，学生透过研习不同的范畴，反思这些情境中

出现的行为、事件和议题，得以探究现今实况、明白过去的关连及思考将来的种

种可能性。 

初中阶段应注重学生对文化精粹的吸收，适当强调“批判性思维能力”，因

此，我们会着重启导学生通过多元化的多媒体体验，从图片、照片、录像、文字、

声音学习，汲取知识，进行思考。研究人员首先建构大纲，分门别类，提取要点，

通过轻松活泼的笔调介绍文化知识和深入浅出的评析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并以

撰择、判断、填充、配对等命题方式进行评估。 

制作这一套具“适用性”和“典型性”的教材，不可能纯粹由研究人员单方

面操作，而必须经过学校的教学实验，做到深浅得宜。因此，除了专职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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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文化学的专家学者外，校长、教师、学生共同参与实验的过程是不可或

缺的。制订学习大纲和范围后，我们依此编订读物，并在 20多所学校进行实验。

参加实验的学校老师，必须参与专门为培训教学的工作坊，掌握实验教材的编写

精神、施教方法和评估方式，将来逐步进行阶段性评估，并提供改进意见，以求

最终为华人地区和世界各地不同类型学校编订校本教材时提供参考。 

当然，学习的情境必须做到动静相配合。知识的探讨，不宜受教科书限制，

必须“从生活中去体现”，自课室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环境，积极参与计划提供

的不同种类的文化活动。计划除了制订学习大纲、编写实验教材、建立资料库网

站、培训教师和进行实验教学作为重点项目外，更以举办文物古迹实地考察、文

化讲座、家长敎师座谈会、写作比赛、文化散步、文化保育工作坊等方式全方位

配合，以引起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兴趣。 

从 2003-2011年以来，我们在相关研究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基础，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得到教育界和社会广泛的认同。在延揽研究队伍方面，我们一直保持着

稳定的高素质研究实力，研究人员都具有硕士或以上学历，并且教学经验丰富。

多年来我们成功举办了大型文化讲座及工作坊各十余次，吸引近八千名师生参与。

我们还在本港、内地、台湾及美国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收到热烈回

响。四个学习阶段的研究成果《中华经典启蒙》
1
、《中华经典导读》

2
、《中华文

化承传》3、《中华文化撷英》4，由享负盛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深获各界

好评；现该套丛书的繁体版、简体版和英译版已陆续出版，并在内地和世界各地

发行。其中《中华文化承传》更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选为“全国青少年百种优秀

图书”之一，亦获“中国国际经典出版工程”审批，拨出基金，正式启动英译出

版工作。2008年 5月，本研究计划获优质教育基金“杰出计划奖”。除各大报章

的广泛报道外，香港无线电视翡翠台“优质教育创新天”节目，亦重点报道了计

划的成效和影响。 

 

二、四个研习阶段 

 

中华文化的范围非常广阔，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各阶段学生的兴趣和能

力发展亦各异，我们需制订一套配合不同学习阶段的教学大纲，由浅入深，以作

为整体的指导方向。中华文化教学在中、小学不必独立设科，而是作为中文科的

一个学习范畴，因此教学大纲必须配合中国语文课程的实施。 

 

（一） 第一阶段 (初小)：《中华经典启蒙》 

《中华经典启蒙》的选材经过广泛谘询，最终选定82篇代表性篇章。研究人

员选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孝经》、《治家

格言》等启蒙书籍以及一些千古传诵的小诗和短文，作为这部教材的内容，并配

备名家的朗诵示范。从教学角度而言，小学的基础教育，影响学生一生最为深远。

从小培养学生的诵读兴趣，对提高文化感悟和语文能力，至为重要。生动的诵读，

                                                        
1
   施仲谋、杜若鸿、邬翠文：《中华文化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
   施仲谋、杜若鸿、邬翠文：《中华文化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3
   施仲谋、杜若鸿、邬翠文：《中华文化承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
   施仲谋、杜若鸿、潘健、邬翠文：《中华文化撷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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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高口头表达能力，还可以积累词汇，理解词义，掌握句子和段落的组织，

提高阅读兴趣和书面表达能力；同时，还可发展形象思维，引起想象和联想。 

我们邀请了专家学者和校长教师，配合中华文化的教学目标，制订文化学习

大纲。具体内容以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和教师、学生的回响作综合研究确定。编写

之前先以问卷作意见调查，充分考虑师生对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同时结合顾问委

员会的意见，逐步修订。尤其是蒙书部分，不要求学生全面涉猎，而是撷取其中

的精华。 

 

（二） 第二阶段 (高小)：《中华经典导读》 

本阶段采用“诵读经典原文”的模式，让学生从小就有接触经典原文的机会。

围绕这个模式，依据文化内涵丰富、思想内容健康、语言精炼优美、易读易诵易

记、联系生活实践等五项原则，摘录经典原文中的片段和选取诗词名篇，并配合

朗诵示范。我们选材时，尽量涵盖经、史、子、集最具代表性的篇章，然后分门

别类，加入注释、语译，提取文化要点。教材通过深入浅出的评析及点拨式的提

问，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图文并茂，以增强学生自学兴趣；并以选择、判断、

填充、配对等命题方式，进行阶段性的评估。 

《中华经典导读》的选材经过广泛谘询，最终选定 100篇代表性篇章，各按

作者或作品时序排列。经典及散文多为节录，诗词亦以简短为主。入选的篇章，

力求语言精炼生动，声调铿锵优美，宜于诵读。资料已全部放到网站。关于字词

的读音，从切从众，颇费权衡。普通话读音有全国统一的审音标准，主要依据《新

华字典》和《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便可以了，我们尽量根据统读规定，但也注

意保留古音。广州音方面，仍多据黄锡凌《粤音韵汇》作为读音标准，并参考饶

秉才《广州音字典》及詹伯慧《广州话正音字典》等两种取音原则较为宽松的字

典。至于诵读古典诗文，除参考《经典释文》、《辞源》、《王力古汉语字典》、《汉

语大字典》等辞书外，诗词也根据平仄和押韵的格律，多方斟酌研究。 

 

（三） 第三阶段 (初中)：《中华文化承传》 

初中中华文化教学大纲参照现行初中中文科课程纲要，并参考其他有关文献，

订定 24 个范畴共 222 篇文章。兹表列如下： 

 

1. 神话故事 2. 民间传说 3. 社会习俗 4. 传统节日 

5. 河山风貌 6. 名胜古迹 7. 情操礼仪 8. 康乐文娱 

9. 饮食文化 10.工艺服饰 11.语言文字 12.修辞语汇 

13.伦理道德 14.经济贸易 15.交通传讯 16.科学技术 

17.文学作家 18.名篇佳作 19.艺术欣赏 20.人文教化 

21.治乱兴衰 22.历史人物 23.学术思想 24.宗教信仰 

 

本阶段采用“知识小品文”的模式，透过轻松活泼的叙述笔调介绍文化知识，

力求做到趣味性、知识性、文学性与现实性兼具。“趣味性”目的是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性”用以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文化，并

掌握其菁华；“文学性”是指善用诗词韵文、警语名句贯穿文章，以富有文学色

彩的笔墨感染学生，引起共鸣；“现实性”则用来拉近学生生活，将“知”与“行”

结合起来，在生活中体现优秀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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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四阶段 (高中)：《中华文化撷英》  

参照香港新高中中国语文科及通识科的课程大纲，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订

定 8个研习专题共 154 篇文章。兹表列如下： 

 

 

 

 

文章体式采用“评论式小品文”，透过具思辨性的深入浅出笔触评介文化知

识，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网站教材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然而，这些学术观

点都是在经过理解和消化后，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带给读者的。它没有学术论文的

晦涩和繁冗，尽量避免注脚和征引原文，偶然引用原典，都尽量清晰交代。此外，

对各种材料，都尝试在归纳整理后，力求以浅白的语言带出，与读者建立起一道

沟通的桥梁，而不会使人望而生畏。 

 

三、中华文化教学大纲 

 

上述中华文化教学大纲的制订，本来是针对香港一般中小学而言；不过，一

些实施国际文凭课程的学校和若干国际学校，也自愿参加实验计划，并且在实验

结束后，还继续在校内推行下去。就教学大纲而言，以中文为母语的本地主流学

校的学生和以中文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国际学生可以参考采用类似的中华文化

教学大纲。就教材内容而言，以中文为母语的本地主流学校的学生和以中文为第

二语言或外语的国际学生所采用的中华文化教学内容却应有所区别。本人参考了

第三阶段的中华文化教学大纲，用英文编写了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5 一书，其中对本地学生视为理所当然的品德教育、情意教育、价值观

念等，都似乎需要回避、调整或改变其表达方式。 

就四个阶段而言，第一、二阶段是诵读和背诵中华经典和诗词，对本地生乍

看似有一定难度；但如果指导恰当，分量适宜，并配合必要解释，诚如许琳主任

所言：“可以让读者通过诵读的方式，和经典面对面接触，和传统文化大师直接

展开心灵对话。我相信，通过诵读这些富有哲思和美感的经典篇章，读者一定能

深刻体验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隽永魅力，进一步加深对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的

情感，并在学习、认识和反思中，获得自身道德、学识和修养的提升。”6 这对

于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初阶学生而言，当然有点强人所难，而且也没有必

要。至于第四阶段的专题研讨，对一般外国学生而言，似也属陈义过高。倒是第

三阶段的中华文化教学大纲，涵盖全面，典型性强，略加调整，可作为外国学生

学习中华文化的大纲蓝本。末附第三阶段中华文化教学大纲，仅供参考。 

 

                                                        
5
 Chung-mou Si & Yun-cheng Si,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6
 施仲谋、杜若鸿、邬翠文：《中华文化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页 4。 

1政治与发展       2经济与生活 3文学与人生 4艺术与审美 

5科技与文明 6伦理与教化 7思想与社会 8传承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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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话故事 

(一)中国神话的特色 

(二)著名的神话 

1  盘古开天辟地 

2  女娲补天 

3  天狗吃月 

4  后羿射日 

5  龙的传说 

6  精卫填海 

7  月下老人 

8  寿星彭祖 

9  八仙过海 

10 孙悟空大闹天宫 

(三)古代中国人的想象力 

 

二、民间传说 

(一)中国传说的特色 

(二)著名的传说 

1  孟姜女哭长城 

2  昭君出塞 

3  桃园三结义 

4  木兰从军 

5  梁祝化蝶 

6  白蛇传 

7  包公断案 

8  杨家将 

9  济公活佛   

10 天后妈祖 

(三)古代传说的文化寓意 

 

三、社会习俗 

(一)社会习俗的特色 

(二)重要的时令 

1 二十四节气 

2 天干地支 

3 十二时辰 

4 十二生肖 

(三) 重要的习俗 

1 姓氏、名、字、号 

2 祭祀与民间信仰 

3 避讳与吉祥观念 

4 阴阳五行 

5 农耕仪式 

(四)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五) 文化思考﹕习俗与民族文化 

 

四、传统节日 

(一)传统节日的特色 

(二)重要的传统节日 

1 春节 

2 元宵 

3 清明 

4 端午 

5 七夕 

6 中秋 

7 重阳 

8 冬至 

(三)文化思考﹕节日与民族文化 

 

五、河山风貌 

(一)河山风貌的人文特色 

(二)河山风貌 

1  黄河 

2  长江 

3  珠江 

4  五岳 

5  黄山 

6  庐山 

7  大明湖 

8  西湖 

9  太湖 

10 桂林山水 

(三)欣赏河山风貌的文化内涵 

  

六、名胜古迹    

(一)名胜古迹的人文特色   

(二)名胜古迹             

1  孔庙 

2  长城 

3  兵马俑 

4  明十三陵 

5  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 

6  故宫 

7  天坛 

8  中山陵 

(三)七大古都 

(四)历史文化名城 

(五)欣赏名胜古迹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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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礼仪情操 

(一)中华礼仪的文化特色 

(二)重要的礼仪 

1 五礼 

2 古代的婚姻 

3 古代的丧葬 

4 见面礼仪 

5 交谈礼仪 

6 公共场所礼仪 

7 家庭礼仪 

8 称谓、谦称及尊称 

(三)文化思考﹕礼仪和品德情意 

 

八、工艺服饰 

(一)工艺服饰的民族特色 

(二)传统工艺 

1 青铜文化 

2 陶瓷文化 

3 印刻文化 

4 石雕文化 

5 泥塑文化 

(三)著名工艺品 

1 玉玺 

2 和氏璧 

3 唐三彩 

4 景德镇瓷器 

5 景泰蓝 

6 石湾陶塑 

7 苏绣 

8 剪纸艺术 

9 桃花坞年画 

10 铜车马 

(四)服饰 

1 龙袍、凤冠 

2 唐装、中山装 

3 长袍、马褂 

4 旗袍 

5 簪、钗、玉佩 

(五)少数民族服饰 

(六)欣赏工艺、服饰的民族文化特色 

 

九、饮食文化 

(一)汉族和少数民族饮食的文化特色 

(二)饮食礼仪及器具 

(三)特色名菜 

(四)茶文化 

1 茶艺 

2 「茶圣」 

3 中国名茶 

(五)酒文化 

1「酒圣」 

2 中国名酒 

(六)文化思考﹕饮食和民族文化 

 

十、康乐文娱 

(一)传统康乐文娱的特色 

(二)戏剧 

1  京剧 

2  昆剧 

3  粤剧 

4  梨园戏 

5  木偶戏 

6  皮影戏 

(三)游艺竞技 

(四)古今康乐文娱的变迁 

 

十一、文学作家 

(一)中国文人的特质 

(二)杰出的文学家 

1  曹植 

2  陶渊明 

3  李白 

4  杜甫 

5  白居易 

6  韩愈 

7  李煜 

8  欧阳修 

9  苏轼 

10 辛弃疾 

(三)文化思考﹕文人和文化 

 

十二、名篇佳作 

(一)中国文学的特质 

(二)重要的作品 

1 屈原和<<离骚>> 

2 司马迁和<<史记>> 

3 关汉卿和<<窦娥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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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 

5 施耐庵和<<水浒传>> 

6 吴承恩和<<西游记>> 

7 曹雪芹和<<红楼梦>> 

8 鲁迅和<<阿 Q 正传>> 

9 巴金和<<家>>、<<春>>、<<秋>> 

10 金庸和武侠小说                       

(三)文化思考﹕文学作品的文化价值 

 

十三、伦理道徳 

(一)基本的伦理观念 

(二)伦理价值 

1 五伦 

2 家庭观念 

3 宗族关系 

4 慎终追远 

5 仁义礼智 

6 忠君爱国 

7 尊师重道 

8 仁爱 

9 舍生取义 

10 君子 

(三)文化反思﹕伦理价值的优点和局限 

 

十四、经济贸易 

(一)古代经济的特色 

(二)经济方面的知识点 

1  以农立国 

2  重农轻商 

3  商品贸易 

4  盐铁官营 

5  金属货币与纸币 

6  官营及民间手工业 

7  赋税徭役 

(三)古代著名商港和商业名城 

1  广州 

2  泉州 

3  扬州 

(四)文化反思﹕传统经济的偏向和不足 

 

十五、交通传讯 

(一)古代交通概况 

1  基本建设 

2  传讯方式 

(二)重要人物和文化交流 

1  张骞 

2  班超 

3  法显 

4  玄奘  

5  马可‧波罗 

6  郑和 

(三)文化思考﹕交通和中华文化的传播 

 

 

十六、科学技术 

(一)古代科技发展的特色 

(二)重要发明 

1 数学 

2 天文 

3 历法 

4 医药 

5 四大发明 

(三)重要人物 

1 张衡 

2 华佗 

3 祖冲之 

4 沈括 

5 李时珍 

6 蔡伦 

(四)文化反思﹕古代科技发展缓慢的文化原

因 

 

十七、艺术欣赏 

(一)中国艺术的特质 

(二)书法 

1  文房四宝 

2  杰出的书法家 

3  书体导赏 

(三)绘画 

1  杰出的画家 

2  杰出作品导赏 

(四) 建筑 

1 园林艺术 

2 石窟艺术 

(五) 音乐 

1  重要的乐器 

2  重要的作品 

(六)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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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人文教化 

(一)古代教育制度的特色 

(二)教育方面的知识点 

1  太学、国子学 

2  书院、私塾 

3  京师大学堂 

4  四书五经 

5  六艺 

6  启蒙字书 

(三)古代的选士制度 

1 「养士」风气 

2  察举制度 

3  九品中正制 

4  科举制度 

(四)重要的教育理念 

1  有教无类 

2  因材施教 

3 不耻下问 

4  循循善诱 

5  学思结合 

6  温故知新 

(五)文化反思﹕古代教育的优点和偏向 

 

十九、语言文字                            

(一)汉字的产生和演变 

(二)汉字的性质和结构 

(三)语言文字的知识点 

1 方言和共同语 

2 官话、国语、普通话、华语 

3 文言文、白话文 

4 外来词 

5 繁体字、简化字、异体字 

(四)字典辞书 

(五)汉字和文化 

 

二十、修辞语汇 

(一)汉语的特质 

(二)修辞语汇 

1 典故 

2 成语 

3 俗语 

4 格言 

5 谚语 

6 歇后语 

7 反语 

8 双关 

9 灯谜 

10 对联  

(三)修辞语汇和文化 

 

廿一、治乱兴衰 

(一)中国政治发展的特质 

(二)中华民族的形成 

1  华夏始祖 

2  尧、舜、禹传说 

3  汉族和少数民族 

(三)政治知识点 

1  政府组织 

2  重要职官 

3  朝代兴替 

4  禅让与世袭 

5  仁政与霸政 

6  人治和法治 

7  谥号、封号、年号 

(四)文化反思﹕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廿二、历史人物 

(一)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二)帝王 

1 秦始皇 

2 汉武帝 

3 唐太宗 

4 康熙帝 

(三)相辅 

1 周公 

2 张良 

3 诸葛亮 

4 魏征 

5 范仲淹 

(四)将帅 

1 孙武 

2 李广 

3 关羽 

4 岳飞 

5 郑成功 

(五)欣赏历史人物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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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学术思想 

(一)中国学术思想的特质 

(二)重要的思想家 

1 孔子、孟子、荀子 

2 老子、庄子 

3 墨子 

4 韩非子 

5 董仲舒 

6 王充 

7 朱熹                          

(三)新文化运动 

(四)文化反思﹕传统思想的优点和不足 

 

廿四、宗教信仰 

(一)中华民族的宗教精神 

(二)原始宗教 

1  自然崇拜 

2  图腾崇拜 

(三)佛教 

1  佛陀生平 

2  基本要义 

3  佛经故事 

4  宗教圣地 

(四)道教 

1  基本要义 

2  道教故事 

3  宗教圣地 

(五)文化反思﹕宗教、人生与现代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