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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府的光影與人情

我有如遊子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
乃我知識之誕生地。

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學大禮堂公開演說

照片出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6%84%9B%E7%8E%B2#/media/File:Zhang_Ailing_1954.jpg



朱光潛
• 朱光潛（1897-1986），安徽桐城人。他將西方美學理論介
紹到中國，主要著作有《談美》、《文藝心理學》。1963 

年出版《西方美學史》開拓了中國美學研究的新領域。

• 朱光潛於 1918 年獲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資格到香港大
學主修教育，兼習英國文學。他在港大期間住梅堂，閒時
常與同學經克頓道登太平山頂。

• 1923 年畢業後，朱光潛獲官費留學愛丁堡大學，再繼續於
歐洲進修研究。

• 1933 年回國後，朱光潛先後在安徽大學、四川大學、北京
大學任教外國文學和美學。1985 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文
學博士銜。

圖片出處：劉蜀永編（1999）《一枝一葉總關情》。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晏陽初
• 晏陽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

• 1911年在成都認識來自香港的年輕傳教士史文軒（James 
Stewart），二人成為好朋友。

• 1913年來到香港聖士提反書院就讀，同年以最優成績獲香港
大學取錄。

• 1916年驚悉史文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戰場喪生，為紀念
好友，晏陽初以 James 為自己名字。

• 同年，得港大同學之助，乘船赴美國耶魯大學攻讀碩士。

圖片出處：晏阳初（2014年重印）《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運動》。北京：商務印書館。



晏陽初
• 1918 年耶魯大學畢業後，嚮應基督教青年會的號召，赴法國戰
場為華工服務。

• 於法國戰場，晏陽初開始時為華工寫家信。但是來要求寫信的
人太多，他開始萌生想法，為華工寫信不如教他們識字，好讓
他們能夠自己寫信。

• 再後來，他發現部份華工學得特別快，所以就邀請他們帶識字
班，教更多的華工識字脫盲。

• 由此，晏陽初立定志向，終生奉獻平民教育。

我不但發現了「苦力」的苦，還發現了「苦力」
的力，「苦力」的潛伏力。他們最需要的不是
救濟，而是發揚——發揚他們的潛伏力。

生意人知道開金礦銀礦的重要，
忘記了腦礦。

圖片出處：https://view.inews.qq.com/k/20200404A01ILU00



• 1920 年，晏陽初回國，參與《平民千字課》編寫，並於湖南長沙
初試平民識字教學推廣。

• 1923年，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 1926 年，於河北定縣展開結合鄉村建設的教育實驗，即「定縣實
驗」，試圖解決農村「愚、窮、弱、私」的問題。當時由知識份子
遷到農村親自主持的鄉村建設運動十分罕見，「定縣實驗」引起全
國注意。

• 1940年，抗戰期間，於重慶成立「鄉村建設學院」。

• 1949年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基本教育特別顧問。

• 1960 年，晏陽初於菲律賓創立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協助亞洲、非
洲、中南美洲多個世界國家建立鄉村改造促進會。享譽為「平民教
育運動先驅」。

晏陽初

圖片出處：中國新聞網「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回顾：岁月蹉跎，理想不灭」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2/03-31/3790310.shtml



教學育人的傳承

1938 年，香港大學教育學會師生為失學兒童籌辦免費夜學校。

2021 年，我們的同學在小學實習教學。



課程 教材

教學法 評估



語文和文學

素養

課程設計

和教學實踐學習的理論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1930 年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成立師生合影

•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始於 1927 年成立的中文系。近 100 多
年來，中文學院駸駸然成為發揚中國學術、溝通中西文化，
卓具國際聲譽的學術重鎮。

•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與香港中文發展息息相關。校友李景康
先生創辦了香港第一所官立漢文中學（今金文泰中學）。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是香港第一所現代中文圖書館，乃
由李景康先生的學生馮秉芬、馮秉華昆仲家族慨捐成立。
馮秉芬先生於 1960 及 1970 年代為創立香港中文大學、推
動中文成為香港官方語文，貢獻良多。

許地山教授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中文學院師資羣像

漢語方言學

古典戲曲

明清文學

香港文學

唐宋詩詞

女性文學

當代小說

台灣文學

華語系電影

粵語語言學

商周金文

研究範疇舉隅：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網址：https://web.chinese.hku.hk/

社會語言學

現代漢語

專家散文

漢語詞彙學

宋遼金元史

中國宗教史

道家思想

佛家思想

早期香港史

中外交流史

儒家經典

https://web.chinese.hku.hk/


教育學院中文教育師資羣像

閱讀教學 寫作教學

說聽教學 文學教學

戲劇教學 漢字教學

創意教學 文化教學

課程設計 教學評估

課堂話語分析

資訊科技教學應用

教育心理學

第二語言學生中文教學

國際學校中文教學

語文教育政策

中文教育歷史

相關研究範疇：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網址：https://web.edu.hku.hk/

https://web.edu.hku.hk/


學養

深入研習
中國語言、
文學及文化

教學法

掌握教學理論
與方法

熱誠

能成為愛護、關心、
尊重學生的老師

課程目標



五年制綜合課程，相等於：

一年制教育文憑課程四年制文學士及教育學士學位課程

文學士學位

主修中國語言、
文學及文化

教育學士學位

主修中文教育

教育文憑課程

已具備認可的中學及小學
中文教師專業資格

課程結構



• 中文教學法
• 沉浸課程
• 教育研究
• 教學實習

修讀科目（共 300學分）

教育學院

120

• 中國語文
• 中國文學
• 中國文化

文學院

90

自由選修
或副修科

48

大學
核心課程

24

• 英文
• 普通話

語文增潤

18

*學員同時須完成香港大學指定的其他科目或課程。



三年級或以前

自選完成一個本地、內地或海外
的「體驗式學習單元」

教育體驗及實習

五年級

於中學實習十個星期

四年級

於小學實習十個星期

二年級暑期

於內地著名師範大學參加
語文沉浸體驗課程



境外語文沉浸體驗課程
二年級暑假到境外著名師範大學參加語文沉浸體驗課程*

02. 普通話
學與教

06. 文學探究

05. 歷史文化
專題研習

04. 資深教師
教學法分享

03. 探究社區

01. 中小學
教學協作

部分圖片出處：
「中山陵」。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中山陵，2019年8月23日版本。
「梅」。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梅，2019年9月29日版本。
「周莊鎮 (昆山市)」。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周莊鎮 (昆山市)，2019年5月6日版本。
「長城」。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長城，2019年10月8日版本。
其餘圖片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學生及老師提供，特此鳴謝。



三年級或以前自選體驗學習科目，例如：
▪ 香港海洋公園體驗學習計劃
▪ 戶外環境教育體驗學習計劃
▪ 服務學習：以學生領導能力共建社區
▪ 大灣區港人子弟學校體驗學習計劃
▪ 打開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大門：斯里蘭卡體驗
學習計劃

網址：https://el.edu.hku.hk/

體驗學習科目

https://el.edu.hku.hk/


中文老師
（香港中小學、國際學校）

畢業前景

教育人員
（教育局、考試及評核局）

學術研究
（語文研究、課程發展、

測試評估、教育心理學、

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資訊科技教學應用）

商業機構
（教科書編輯、語文培訓）



畢業前景

官立、資助學校
學位教師起薪點：34,060 元

資料來源：香港敎育工作者聯會 https://hkfew.org.hk/

生效日期：2023 年 4 月 1 日
此表僅供參考，以政府或學校資料為準。



學員可利用自由選修學分，於文學院、教育學院、社會科學院等攻讀副修學科，例如：

文學院
▪ 中國歷史及文化
▪ 香港研究
▪ 歷史學
▪ 語言學
▪ 翻譯學
▪ 美術史
▪ 音樂
▪ 哲學
▪ 佛學
▪ 比較文學
▪ 性別研究
▪ 日本文化
▪ 環球創意產業

副修學科

教育學院
▪ 資訊管理
▪ 社會數據科學

▪ 英語研究
▪ 歐洲研究
▪ 韓國研究
▪ 非洲研究
▪ 美國研究
▪ 阿拉伯語
▪ 法語
▪ 德語
▪ 西班牙語
▪ 意大利語
▪ 葡萄牙語
▪ 瑞典語
▪ 泰語

社會科學院
▪ 認知科學
▪ 輔導學
▪ 地理學
▪ 心理學
▪ 社會學
▪ 犯罪學
▪ 新聞及傳媒研究
▪ 傳媒及文化研究
▪ 中國研究（社科）
▪ 神經科學
▪ 社會政策及發展
▪ 人力資源管理
▪ 都市管理

理學院
▪ 統計學
▪ 物理學
▪ 化學
▪ 環境科學
▪ 生態學

建築學院
▪ 建築研究
▪ 景觀研究
▪ 都市研究

關於香港大學副修學科詳情，可參考：https://aao.hku.hk/list-of-minor/。
不同學年可供副修的學科會有不同，以大學正式公佈為準。部分副修學科要求學員曾修讀指定的香港中學文憑試科目或滿足其他資歷要求。

https://aao.hku.hk/list-of-minor/


https://www.ug.arts.hku.hk/

香港大學文學院各主修課程介紹



課程以外的香港大學生活

林陶傑（三年級）於愛丁堡大學

香港大學交換生計劃

Liu, Yingsheng (2022). Chinese parents’ 
experiences of reading English storybooks to 
preschool children: A case in Guangzhou, China.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https://doi.org/10.1177/1476718X221105379

劉瀛聲（五年級）
於 2021-2022 學年參加

本科生研究計劃，其成表發表於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本科生研究計劃

徐碧愉（二年級）擔任
香港大學青藜教育小組幹事
到本地中學介紹中國農村教育

課外教育活動

李娜（三年級）於南京大學

https://doi.org/10.1177/1476718X221105379


我適合當老師嗎？

• 品行良好，能以身作則，為兒童青少年樹立榜樣。
• 喜愛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 富有好奇心、探索精神，願意嘗試，勤於反思。
• 富有創意和想像力。
• 具有團隊協作精神，能跟不同人溝通。
• 願意深入研習教學法和課程設計理論。



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的本地申請人，
須循「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報名。
申請人須達到香港大學的基本入學要求。
合資格的申請人可能獲邀面試。

入學要求——聯招途徑

成績最佳五科總積點較高的申請人；

面試表現突出的申請人。

曾修讀中國文學或中國歷史的申請人；

中國語文科成績優秀的申請人；

Q: 哪些申請人會有優勢？

*港大聯招收生網頁顯示的 2022 年取錄分數已按照港大計分方式換算，
即 5**=8.5 分、5*=7 分、5=5.5 分。
*本課程 2024 年的分數計算公式取最佳五科總積點，其中必須包括中文科。
中文科成績將會加權，即是先按照港大計分方式換算，然後再乘 1.5 倍。



港大聯招彈性收生安排

*詳情以香港大學正式公佈為準。



參加其他考試（例如 IB 國際文憑考試）的本
地及非本地申請人，須循「非聯招（non-

JUPAS）」途徑直接向香港大學報名，詳見：
http://www.aal.hku.hk/admissions/

入學要求——非聯招途徑

成績較佳的申請人；

面試表現突出的申請人。

將中國語文作為第一語言/母語修讀

的申請人；

Q: 哪些申請人會有優勢？

申請人須達到香港大學的基本入學
要求。合資格的申請人可能獲邀面試。

http://www.aal.hku.hk/admissions/


http://web.edu.hku.hk/programme/undergraduate

如欲查詢入學資格，可聯絡教育學院或瀏覽學院網頁。

3917 2545

babedchi@hku.hk

查詢

babedchi@hku.hk

http://web.edu.hku.hk/programme/undergraduate
mailto:babedchi@hku.hk
mailto:babedchi@hk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