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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古代經典著作眾多，《三字經》可說是最淺顯易
懂的讀本，取材範疇包括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
理、人倫義理、忠孝節義等，內容非常豐富，文詞編
排精簡，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又能啟迪
心智。

 對初學的兒童而言，背誦《三字經》等於熟記了許多
常識、國學及歷史故事，還可將學習到的內容作為做
人處世的典範，明白做人的道理，因此《三字經》一
直以來都是兒童啟蒙教材的首選。



 配合高小中國語文課程，為全港高小學生學習中華文化
知識提供參考教材；

 引起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科的興趣，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為校本課程老師自編教材提供參考；

 培養小學生正確的人生觀，樹立正確的道德、是非觀念。



 參加學校名單

1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15 鳳溪創新小學

2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16 佛教慈敬學校

3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17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4 保良局志豪小學 18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5 漢華中學（小學部） 19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6 聖公會主恩小學 20 寶安商會溫浩根小學

7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21 路德會沙崙學校

8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22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9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23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10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24 東涌天主教學校

11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25 南丫北段公立小學

12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26 港大同學會小學

13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27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14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8 黃埔宣道小學

 進行教學實驗

小四至小六



 舉辦專為教師而設的培訓班，指導參與實驗學校的
老師掌握三字經教材的編寫精神，指導學生自學方
法、評估方式及如何推展活動。

 我們鼓勵老師靈活運用各種教學形式與資源，如在
教授《三字經》中國歷史部份時，教師可選播教大
《看動畫.學歷史》短片，作輔助教材。

 老師可引導同學，討論如盜竊、不禮貌行為、孝順
父母等和《三字經》內容相關的現代議題。



A) 實驗教學納入常規中
文課程：

實驗教學為期一學年

教材每學期分四期上載網
站，上下學期共八次

每次老師用一至兩節課講
解；學生於計畫網站預習
、練習及自行評估

由研究人員作統計分析

B) 實驗教學列作課外語文
活動：

 實驗教學為期一學年

 教材每學期分四期上載網
站，上下學期共八次

 老師只在每學期用一至兩節
課講解；學生於計畫網站預
習、練習及自行評估

 由研究人員作統計分析

每次老師用一至兩節課講

解

老師只在每學期用一至兩節
課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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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對象：小四、小五、小六

共八大單元

每月進行一個單元

每個單元有5-7課



單元（一）性善孝悌篇

單元（二）百科常識篇

單元（三）五倫四書篇

單元（四）群經諸子篇

單元（五）歷朝史綱篇（上）

單元（六）歷朝史綱篇（下）

單元（七）尚賢勉學篇（上）

單元（八）尚賢勉學篇（下）



1.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習相遠

苟不教 性乃遷 教之道 貴以專

2. 昔孟母 擇鄰處 子不學 斷機杼

竇燕山 有義方 教五子 名俱揚

3. 養不教 父之過 教不嚴 師之惰

子不學 非所宜 幼不學 老何為

4. 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學 不知義

為人子 方少時 親師友 習禮儀

5. 香九齡 能溫席 孝於親 所當執

融四歲 能讓梨 弟於長 宜先知



1. 小故事

2. 知識小學堂（原文）

3. 註釋

4. 語譯

5. 賞析

6. 大家來想想



1. 

收錄和所選篇章有關的故事，引起學生閱讀興趣，取材涵蓋：

歷史故事－－例：《史記》《漢書》《三國志》等

小說情節－－例：《水滸傳》《射雕英雄傳》等

諸子寓言－－例：《孟子》《莊子》《韓非子》等

民間傳說－－中國、西方、中東等



2. 
3. 

引錄《三字經》原文，加標點

解釋難明的字詞

標上粵音和普通話音

參考古今《三字經》各家註釋



4. 

參考現代各家《三字經》學者的白話譯文

重新編譯，力求淺白準確

主要參考：

章太炎

錢文忠



5. 

深入淺出地分析《三字經》篇章的內容

引領學生掌握《三字經》中的哲理

先理解

再反思

後評賞



6. 
讓學生反思所學到的《三字經》篇章內容

問題注重現代化和生活化

使學生能把《三字經》融入現代社會和日常生活

例：

您有否曾經因為有壞習慣而被家人、老師、同學、朋友批評？
如有，您有沒有嘗試改掉那壞習慣？試和老師與同學分享經驗。

現時流行「虎媽」式管教法，你認同這一套做法嗎？你對這社
會現象有什麼看法？



老師可因應教學時間長短，選擇取捨

教學重點

1. 誦讀《三字經》原文

2. 按「註釋」和「譯文」解釋篇章的意思

3. 從「賞析」的切入角度分析篇章的深層意義

4. 討論「大家來想想」的問題，強化學習，促進思考

5. 「小故事」僅供學生自行閱讀



 2018年9月22日上午10:30-下午12:30，教大校園

讓參與計劃的老師了解本計劃的目標、理念、教學
技巧，掌握教材的編寫精神、施教方法和評估方式



 2019年11月2日10:30-12:30，國際經典文化協會會址

 國際經典文化協會主席溫金海先生，向現職中小學教師及
準教師，分享孔子的教育理念及其現代意義



3.「三字經與朗誦藝術」教師工作坊
 2020年7月3日下午4:00-5:00，以ZOOM於網上進行

 講者以《三字經與現代社會》有聲書為例，探討朗誦與語
文教學，分享朗誦經驗，交流心得。



 2019年4月19-20日，假座沙田慈航學校舉行

約160名高小學生及家長參與



 集體遊戲、扇面設計、經典誦讀、手語帶動歌曲合唱、說唱藝術
工作坊、《三字經》知識問答大賽，體現古為今用的文化



編著：施仲謀、李敬邦

 出版社：中華書局



 單元（一）性善孝悌篇

 單元（二）百科常識篇

 單元（三）五倫四書篇

 單元（四）群經諸子篇

 單元（五）歷朝史綱篇（上）

 單元（六）歷朝史綱篇（下）

 單元（七）尚賢勉學篇（上）

 單元（八）尚賢勉學篇（下）



每課六大部分:

1. 小故事

2. 知識小學堂（原文）

3. 註釋

4. 語譯

5. 賞析

6. 大家來想想



 特色：師生協作——學生繪製插畫及錄製粵普有聲書

每課均印有
QR code，
用手機掃描
後即可聆聽
全文粵普朗
讀

每課均有插
畫，與課文
內容相關，
深化主題，
增添美感



插畫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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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書課文目錄



 課文全文內容，包括粵普有聲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