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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中文教育 

專題講座及課程介紹 

2025年5月



生成式人工智能判別式人工智能 

產生新的內容幾乎不會產生新內容 

輸入相同指令會產出不同的結果輸入相同指令會產出相似的結果 

每次使用可以為機器提供學習訓練數據每次使用不會自動為機器提供訓練數據 

任務比較複雜多樣任務比較固定單向 

判別垃圾郵件 識別圖片中的動物 

語音轉錄為文字 檢查程式碼錯誤 

判斷答案正誤 

自動撰寫郵件 創造動物圖像 

模仿聲音唱歌 自動寫程式碼 

提供綜合評語和意見將文字數據轉為概念圖表 

為發音準確度評分 檢查病句和錯別字 

擬人互動對話 

提供新的詞彙和句式 

調整文本深淺、形式
和風格 



圖片生成工具：豆包 



將文字與圖片相互轉換，讓學生比較文字與圖片的異同。 
圖片往往加添文字沒有的元素，可以成為學生的練筆素材。 

圖片生成工具：豆包 



• 老師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作文批改平台，把學生作文
拍照上傳，由平台批改學生作文。 

• 老師可以將學生作文轉化成結構圖，讓學生直觀了
解自己文章的段落結構。 

• 老師也可以選取作文片段，利用人工智能就詞語選
用、修辭立意等評價修改，讓學生比較自己文字與
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異同。 

圖片生成工具：豆包 





新華網：体力不够，装备来凑！“黑科技”助力攀登泰山 
http://www.sd.xinhuanet.com/20250131/906269c216d3471abd22a 
3367e45e20f/c.html 

兒童過早依賴外骨骼輔具可能令雙腿肌肉發展不良。 
同樣，兒童過早依賴人工智能可能令兒童智力發展受限。 

圖片生成工具：豆包 



重視兒童的心智發展 

最少夠用即可， 
不要為用而用 

讓兒童了解人工智能侷限， 
由父母師⾧與兒童共同監督 

為兒童營造有溫度的、 
整全的語文學習體驗 

圖片生成工具：豆包 



天亮了。
小鳥對大樹說：「早！」
小魚對小河說：「早！」
我也起來了，
我對爸爸媽媽說：
「爸爸早！媽媽早！」

課文出自《新編啟思中國語文》小一（上） 



天亮了。
小鳥對大樹說：「早！」
小魚對小河說：「早！」
我也起來了，
我對爸爸媽媽說：
「爸爸早！媽媽早！」

天亮、鳥、樹、魚、河、爸爸、媽媽認識字詞 

□□對□□說：「早！」造句 

能夠朗誦全文朗讀 

關懷自然、敬愛父母品德情意 

課文出自《新編啟思中國語文》小一（上） 



天亮了。
小鳥對大樹說：「早！」
小魚對小河說：「早！」
我也起來了，
我對爸爸媽媽說：
「爸爸早！媽媽早！」

指令： 
「請從趣味性、文學性等角度，分析這篇兒童文本的精彩之處。」 

「請你以教師身份，基於這篇課文設計多模態教學活動，並融入前文分析的特色。」 

課文出自《新編啟思中國語文》小一（上） 



天亮了。
小鳥對大樹說：「早！」
小魚對小河說：「早！」
我也起來了，
我對爸爸媽媽說：
「爸爸早！媽媽早！」

這篇一年級兒童課文雖然文字簡潔，但蘊含著豐富的文學性與童趣魅力，以下從三個層
次分析其精妙之處： 

1. 擬人化「晨光交響曲」的動態畫面
課文以「天亮了」為舞台提示，讓小鳥、小魚、孩子接連「演出」問早。生物與非生物
（大樹、小河）的互動打破常規，樹能接收問候、河能對話，這種萬物有靈的視角正是
兒童獨特的詩意邏輯。更巧妙的是三個問早場景形成「空中→水中→家中」的空間流動，
宛如鏡頭推移的蒙太奇效果。 

2. 三重遞進中的情感升溫
結構上採用「自然→人類」的遞進：先是小動物對棲息環境問早（小鳥-大樹/小魚-小
河），最後聚焦人類親子互動。這種編排既符合兒童「由遠及近」的認知順序，又隱含
「人與自然共生」的潛文本。而孩子對父母雙重稱呼的「爸爸早！媽媽早！」透過重複
句式，強化了家庭親密感。 

3. 隱藏的聲音遊戲與身體感知
若細聽文本聲音，會發現「早」字出現五次，形成輕快的節奏韻律。更有趣的是所有角
色都處於「動作狀態」：小鳥鳴叫、小魚游動、孩子起床，這些肢體語言讓文字產生動
畫般的鮮活感。尤其「我也起來了」的「起來」二字，既是生理上的起床，也隱喻著兒
童對世界的主動探索。

文學教學的深層價值
這篇課文示範了如何用最簡白的語言承載多重意涵：既教導禮儀用語（早安），又培養
觀察力（自然現象），更透過「說早」這個動作，悄悄在孩子心中播下「萬物互聯」的
哲學種子。這種將教育目標隱藏在文學趣味中的手法，正是低年級教材編寫的藝術所在。

內容生成工具：深度求索 課文出自《新編啟思中國語文》小一（上） 



天亮了。
小鳥對大樹說：「早！」
小魚對小河說：「早！」
我也起來了，
我對爸爸媽媽說：
「爸爸早！媽媽早！」

《天亮了》多模態教學教案
教學目標 
• 體會擬人化表達的趣味，培養觀察自然的詩意視角 
• 理解「問候」的社會性意義，延伸情感表達（家庭/自然/社區） 
• 通過多感官活動發展語言表達與創造力

【活動一】自然劇場：萬物的「早安」（擬人化體驗）
模態：肢體表達+角色扮演+聲音模仿

動態插圖：學生分組用身體拼出「大樹」「小河」（如手臂作樹枝、波浪形隊列作河流）
教師用紗巾模擬「天亮」過程，學生輪流扮演小鳥/小魚/孩子，對著「自然場景」說早，
並設計特色動作（如小鳥拍翅膀、小魚擺尾）

聲音蒙太奇：播放清晨自然音效（鳥鳴、流水），學生閉眼聆聽後說出「還聽到誰在說
早安」（延伸想像：露珠對小花說早/風對雲說早）

【活動二】早安地圖：從家到世界的聯結（空間遞進）
模態：視覺藝術+社會互動

同心圓繪圖：發放三色圓形卡紙，中心畫「我的家」（紅色），外圍環狀畫「社區」
（黃色），最外層畫「大自然」（綠色），在對應區域粘貼課文角色貼紙並補充新角色
（如鄰居阿姨/公園松鼠）

行走採訪：學生攜帶自製「早安記錄表」，課後記錄不同對象（家人/保安/寵物/植物）
的問候方式，下次課分享「最特別的早安」

內容生成工具：深度求索 
課文出自《新編啟思中國語文》小一（上） 



天亮了。
小鳥對大樹說：「早！」
小魚對小河說：「早！」
我也起來了，
我對爸爸媽媽說：
「爸爸早！媽媽早！」

【活動三】疊句創編：早安變奏曲（語言韻律）
模態：音樂節奏+集體創作

身體打擊樂：用拍手（爸爸早）、跺腳（媽媽早）、搓手（小鳥早）為課文配節奏，感
受重複句式中的韻律

連鎖詩創作：教師開頭：「天亮了，__對__說早」，學生接力填空並動作示範（如「鬧
鐘對枕頭說早」「書包對課本說早」），最後彙編成班級早安詩集

【活動四】跨學科延伸

科學角：觀察教室植物/魚缸，記錄「它們每天如何醒來」（光合作用/遊動變化）

德育實踐：發起「早安行動周」，每天用不同語言（方言/手語）問候他人

內容生成工具：深度求索 

課文出自《新編啟思中國語文》小一（上） 



* 靈感來自林葦葉老師 





1923 年 2 月 20 日孫中山先生 
在香港大學大禮堂公開演說 



朱光潛（1923 文學士） 
中國現代美學開拓者 

圖片來源：「朱光潜：读书不在多，在精」，《新浪新聞》、《澎湃新聞》，2021年6月10日。 
https://finance.sina.cn/tech/2021-06-10/detail-ikqcfnca030350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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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陽初（1916 文學士） 
中國農村教育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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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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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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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觀、內在的
心理認知 

宏觀、外在的
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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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學院師資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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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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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eb.chinese.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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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院中文教育師資羣像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網址：https://web.edu.hku.hk/ 

https://web.edu.hku.hk


深入研習中國語言、 
文學及文化 

掌握教學理論 
與方法 

能成為愛護、關心、
尊重學生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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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認可的中學及小學 
中文教師專業資格 



300 

中文教學法 
沉浸課程 
教育研究 
教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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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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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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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教室:香港、大灣區與新加坡博物館體驗學習計劃 
網址：https://el.edu.hku.hk/ 

https://el.edu.hku.hk


老師及課程領導 
香港小學和中學、國際學校 

教育人員 
教育局、考試及評核局 

學術研究 
課程發展、測試評估、 

教育心理學、中文二語教學、 

資訊科技應用、語言學、文學 

其他專業 



官立、資助學校 
學位教師起薪點：35,080 元 

資料來源：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https://hkfew.org.hk/ 
生效日期：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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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院 
 資訊管理 
 社會數據科學 

 環球創意產業 
 英語研究 
 日本研究 
 韓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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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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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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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arts.hku.hk/ba   



林陶傑（2024年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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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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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碧榆（五年級）擔任 
香港大學學生青藜教育小組幹事 
到本地中學介紹中國農村教育 

課外教育活動 

李娜（ 2024年畢業）於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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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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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聯招收生資料顯示的 2024 年取錄分數已按照港大計分方式換算，即 5** 級 = 8.5 分、5* 級 = 7 分、5 級 = 5.5 分。 
本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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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申請人會有優勢？ 

• 成績最佳五科總積點較高的申請人； 
• 中國語文科成績優秀的申請人； 
• 曾修讀中國文學科或中國歷史科 

的申請人； 
• 面試表現突出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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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admissions.hku.hk/apply/international-qual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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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申請人會有優勢？ 

• 將中國語文作為第一語言 / 母語科目 
修讀的申請人； 

• 懂廣東話、普通話和繁體字的申請人； 
• 成績較佳的申請人； 
• 面試表現突出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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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