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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香港文言教學的現況與對策

廖佩莉

香港教育學院

自清末語文設科以來，語文課中文言教學佔有一席位置，已有百多年的歷史。

五四運動後，文言的地位並不如白話，但這並不意味着語文課程不需要教文言。現在

大多數學生認為文言寫的是古人古事，現代社會已不需要（張偉  2010），所以他們沒

有興趣學習。其實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文言是重要的文化遺產，是需要承傳的。香港

中國語文科中文言是學生學習語文的一環，但卻是他們學習的一個難點。最近 2012 年

中學文憑試（Diploma for Secondary Education）中國語文科的成績僅有五成學生及格，

是中文、英文、數學和通識科四科成績中學生表現最差的，中文科閱讀理解試卷中，

學生表現最不理想的是閱讀文言的部分。其實香港教師是很用心教學，但文言教學效

能卻是差強人意。筆者任教教師培訓課程十多年，有機會到訪不同的學校，觀察教師

上課的情況，本文就觀察所得，與教師分享和討論文言教學的現況與對策，希望加強

教師對文言教學的信心。

1. 文言教學的現況

根據《古漢語知識辭典》的解說，文言是指古代漢語的書面語言形式之一。馬

蒙（1979）指出“古漢語”一般籠統的稱做“古文”或“文言”。楊伯峻，何樂士

（2001）認為現代，近代以前的漢語都是古漢語。王力（2002）指出古代漢語實際上

就是古書裡所用的語言。他對古代漢語進行嚴格的科學研究，確立為上古時期（一般

指漢代以前）、中古時期（一般指魏晉南北朝隋唐）、近代時期（一般指宋元明清）。

王力認為中古和近代的文人都學著運用上古的詞匯和語法，他們盡可能做到跟古代的

文章一樣。這種文章叫做“古文”，後來又叫做“文言文”。換言之，文言是指以先

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古漢語的書面語，以及後代用這種書面語寫成的作品（許令儀  
2007），包括有韻和無韻之文。《文心雕龍》提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

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就是指詩、辭、賦等作品；“筆”是指文言散文。所

謂文言教學是泛指教導學生學習中國古代有韻和無韻的作品。

從學習文化的角度而言，文言的流傳，保存了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遺產（田小

琳  1994），學生學習文言能加深他們認識中國文化。從學習語文的角度來看，王力

（2002）認為學習古漢語，不但可以提高閱讀文言文能力，同時也可以提高閱讀現代

書報和寫作能力。他解釋現代漢語是由古代漢語發展而來的，現代漢語的語法，詞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