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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與澳門初中語文
課程標準的比較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鄭 國 民

　　這裡選擇的是大陸教育部 2000 年 3 月修訂出版的《初中語文教學

大綱》和澳門教育暨青年司課程改革工作組 1998/1999 學年修訂的《初

中語文教學大綱》(並參閱《初中普通話課程大綱》)。本文對二者進

行比較，分析其異同。

　　從大綱組織結構來看，澳門大綱由序言、總目標、主題內容、教

學法指引、評核五方面構成；大陸大綱有序言、教學目的、教學內容

和要求、教學中要重視的問題、教學評估、教學設備等部分。從總體

來看，澳門對於教學目標的規定比較明確、具體，而大陸教學大綱則

較為簡略，這可能是因為二者的使用範圍不同而造成的，大陸大綱面

向全國，各地教育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所以只能夠從最基本的方面作

必要的規定。而澳門大綱面向澳門一地，可以盡量詳細，方便教師統

一認識，規範操作。

　　下面從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價四方面具體比

較一下二者的異同。

一、構成語文教育目標體系的主要因素
1. 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人民精神的培養
　　語言文字是文化的載體，民族特有的語言文字是民族心理情感的

反映，也是民族文化積澱的結晶。語言文字是語文教學的重要內容，

語文教學不能脫離個人所處的文化背景進行空洞的語言訓練，語文是

人文學科，語文教育肩負 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的重任，所以大陸和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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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都將培養學生對本民族的心理認同感，作為語文教育的重要目標。

大陸要求語文教育要“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激發學生熱愛祖國

語文的感情”。澳門在這方面的規定尤為具體，“語文科應致力加強

中華民族文化的教育，提高學生尊崇、繼承祖國優秀的文化傳統”，

“教育學生認識中國，認識澳門，使他們能成為國家有地區觀念的歸

屬感的澳門公民”。這些規定反映了大綱編寫者提高學生民族心理認

同感和歸屬感的強烈願望。

　　除此之外，大陸與澳門的初中語文教學大綱都注重要求學生在對

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時能夠以開明、包容的心態，並要繼承全人類共同

的文化遺產。大陸認為語文教育“對於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和吸收人類

的進步文化”具有重要意義，澳門明確提出要“培養學生對其他民

族、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採取尊重友好的態度”，而且

還提出培養學生“與不同民族和睦相處的精神”，體現了澳門多元文

化背景下人才培養的要求。

　　語文學科是人文學科，語文學習對於學生人格的建全發展具有重

要意義。大陸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方面首先強調現實社會對於語文

教育的要求，要求“培養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品質”，具有鮮明的社會

主義政治制度特色。另外大陸也非常重視人的全面發展，語文教育要

“提高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發展健康個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這樣的要求明顯表現出了從學生的全面發展出發，重視培養學生的個

性。此外，大陸 2000 年修訂大綱增加了反映時代要求的教學目標，這

次大綱明確提出要“注重培養創新精神”，這是以前所沒有的，反映

出大陸當代開放的社會對於人才的要求。

　　相比之下，澳門的大綱對學生思想道德品質的培養要求更加具

體，“語文科對培養學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的質素、身體心理的質

素、審美的質素以及個性獲得健康發展的質素，以適應社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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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重要的教育作用。”因此，澳門強調培養學生的正確的人生觀和

道德感，要“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以及誠實，有公德心、愛心、責

任感、正義感、民主精神、講文明講禮貌、遵法守紀，尊重別人的精

神”，此外，它還要求培養學生協調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培養學生的

社會責任感和合作精神，“關心群體的利益，在參與社會、團體的活

動中，擔任不同角色，貢獻自己的力量。”“培養學生在參與社會、

團體的活動中，在共識的前提下，能一起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此外，澳門大綱也非常重視學生個人長遠發展，它不僅詳細地列出了

培養學生身心發展能力和審美發展能力的具體要求，而且還強調要

“培養學生能根據人的理想、志趣以及自我肯定和判斷，確定個人發

展的取向，顯示出自信和正面的自我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之

下澳門更重視語文學科的教化作用，強調培養學生文明社會所要求的

正確人生價值觀和道德責任感。

2. 語文知識的傳授和語文能力的培養
　　語文知識的傳授是語文教學的基礎，兩地的大綱有許多共同之

處，例如對於文學常識和重要的作家作品知識都非常重視，在教學目

標中都有相應的表達。但是這方面的教學目標上側重點又有不同。大

陸大綱非常重視現代漢語語法知識的傳授，要求學生了解詞的分類、

短語的結構、單句的成分、複句的主要類型和常見關聯詞語的用法，

了解常見的修辭格的用法。這些語法知識點都列出了具體的知識點，

例如修辭格列出了八種修辭：比喻、擬人、誇張、排比、對偶、反複、

設問、反問，便於教師講解具體的語法和修辭。在教學內容中對於語

法和修辭知識做了如此詳細的規定，一方面表明語法和修辭知識是語

文基礎知識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在強調語法和修辭知識的學習不

是為了掌握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重在學會具體運用。所以，2000 年

新修訂大綱在教學評估中明確提出：“語法修辭和文體常識不列入考

試範圍。”這是在糾正過去將語法和修辭知識教學概念化，而不重視

其實際運用的錯誤做法。在基礎知識教學方面，澳門側重學生辨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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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字形、詞義等基本的語文知識，雖然其大綱教學內容中語文知識

部分中包括語法，但是在教學目標中對現代文的語法規範卻沒有提具

體的要求，盡管也要求學生掌握常用的修辭格，但是沒有像大陸那樣

明確。

　　澳門在文言文知識要求方面比大陸要求高，例如要求學生“學習

並掌握一些基本的文言句式”，大陸只是到了高中才要求學生掌握主

要文言句式在課文中的用法。除此之外，澳門大綱教學內容中語文知

識部分還包括書法的教學，在教學目標中強調了書寫要“做到筆順正

確、字形規範、字體端正”，而且落實到日常查考時專門分硬筆書法

和毛筆書法兩方面進行查考，這體現了澳門重視繼承民族語文教育的

傳統。

　　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是語文教育目標的核心。兩地的教學大

綱都充分地考慮到了這一點，而且在表述上基本相近。大陸要求“在

小學語文教學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導學生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語

文，提高閱讀、寫作和口語交際能力，”澳門要求“語文科必須教育

學生熱愛祖國的語言文學，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學；提高閱

讀寫作、聽、說的能力。”大陸將聽和說的能力合起來表述為口語交

際能力，更強調在語言運用中學習，突出語文的工具性和實用性。

　　在具體能力培養目標的要求上，兩地大綱又各有側重。

　　閱讀能力方面，兩地的大綱都強調了培養學生對現代文的閱讀理

解和鑒賞能力，大陸大綱更強調學生在閱讀中的置疑能力，要求學生

“對課文的內容、語言和寫法有自己的心得，能提出看法或疑問”。

此外，大陸對閱讀活動有一些量的規定性，而且重視閱讀方法的指導，

便於操作。要求初中學生的認字量在 3500 個左右；要求學生養成默讀

的習慣，閱讀一般的現代文速度達到每分鐘 500 字左右，初步掌握精

讀和略讀的方法；課外自讀每學年不少於 80 萬字，其中文學名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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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 部。大陸還附上了詳細的古詩文背誦篇目，包括文言文 20 篇和古

詩詞 50 首，以及課外閱讀推薦篇目 10 篇，並與小學和高中形成一個

完整的序列。便於教師具體指導，學生逐步積累。澳門大綱則沒有如

此具體的要求，只提了每學年閱讀課外書不少於兩本。澳門學生學習

現代文相比起大陸學生確實是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沒有在此提出明確

的標準。

　　但是在文言文閱讀方面，澳門的要求卻比大陸高，澳門要求學生

“能讀懂淺易的文言文，能借助工具書和注釋，讀懂一定數量的課外

淺顯的文言文”，大綱還規定“指導學生閱讀課外淺易的文言文”，

“每學年不少於四篇”，而且還要求有檢查，寫讀後感、解釋字詞、

分析文言虛字等。而大陸只要求學生“誦讀古代詩詞和淺易文言文，

能借助工具書理解內容，背誦一定數量的名篇。”

　　寫作能力方面，兩地的大綱都強調了對書寫規範和寫作文體的要

求，兩地大綱都強調了學生不寫錯別字、正確使用標點符號等內容，

都要求學生會寫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和一般應用文。相比之下，

大陸對文字表達上的要求更高，要求學生會“選擇適當的表達方式，

合理安排內容的先後和詳略條理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運用聯想和

想像，豐富表達的內容”。而且“鼓勵有創意的表達”。另外，大陸

對於學生寫作習慣的要求也比較高，要求學生“養成觀察分析周圍事

物、收集積累語言材料、勤動筆多修改的習慣”。澳門也有培養學生

觀察能力和想像能力的要求，但是放在智力發展的能力中表述，作為

一項單獨的能力訓練項目來培養的，大陸則將之放在寫作目標中。此

外，在量的規定性上，大陸要求較高，要求“作文每學年一般不少於

14 次，字數不少於 0.7 萬，其他練筆不少於 1 萬字。45 分鐘能完成

500 字左右的習作”。而澳門雖然也要求每學期作文不少於 7 次，但

是對於課外練筆卻沒有量的要求。在大陸的中學中，課外練筆一直是

語文作業中比較重要的一項內容，大量的課外練筆有助於學生綜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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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各種語文知識和能力，對於語文水平的提高幫助是很大的。

　　聽說能力，兩地的大綱都強調了聽話的理解能力、概括分析能力、

複述轉述能力和口語表達能力。大陸大綱尤其強調說話時要“注意對

象和場合”，反映出了對於語言運用的重視。

3. 思維能力的培養
　　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思維能力又是智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語文

教學過程中，只有將知識的傳授、能力的訓練和智力的發展有機地結

合在一起，才能在提高語文綜合素質的基礎上，突出學生的個別發展。

大陸語文教育界有學者甚至提出“語文科是語言學科，同時也是思維

學科”的觀點。因此，思維能力與思維品質的培養在語文教學目標體

系中也佔有較高的地位。對於這一點，大陸與澳門都比較重視。

　　大陸側重於思維方法的要求，提出：“要重視學生思維能力的發

展。在語文教學的過程中，指導學生運用比較、分析、歸納等方法，

發展他們的觀察、記憶、思考、聯想和想像的能力，尤其要重視培養

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澳門對思維能力的培養目標放在總目標中智力

發展的能力部分中，提法較為概括，要求培養學生邏輯思維與抽象思

維的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問題解決的能力。澳門還強調了要培養

學生創造性想像能力，實際上，創造性想像是創造性思維的重要內容，

對於初中生來說，通過培養學生創造性想像來訓練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能力不失為一個可操作性較強的辦法。兩地都對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培

養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符合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4. 語文學習習慣的培養
　　從一定意義上說，語文學習的過程就是語文學習習慣養成的過

程。因此，語文學習習慣的培養是語文教育目標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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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面，大陸一直是非常重視的，在閱讀和寫作的目標中明確地提

出“養成讀書看報的習慣。學會瀏覽、檢索、摘錄、製作卡片、寫讀

筆記等讀書方法”和“養成觀察分析周圍事物、收集積累語言材料、

勤動筆多修改的習慣”。大陸對語文學習習慣的重視與對學生語文學

習過程的認識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從能力培養到習慣養成，切實保

障了語文教育目標的實現。澳門對學生學習習慣的養成主要要求“培

養學生逐步學會講普通話的能力和習慣”“保持良好的書寫習慣”。

偏重基本習慣的養成，這點符合澳門學生的實際，切實可行。

二、教學內容的安排
1. 範 文 選 擇 標 準 。大陸一直要求選文要“具有典範性，文質兼

美”，此外，還要求選文“題材、體裁、風格應該豐富多樣，富有

文化內涵和時代氣息。要體現教學目的，適合教學，有利於開拓學

生視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澳門雖然沒有自編教材，但是從借

用的香港教材篇目來看，與大陸的選文標準也是相符同的。

2. 文白比例。大陸規定，“課文以我國現代作品為主，古代作品也

有適當比例，同時兼顧外國作品。”其中古代詩詞和文言文佔 30%

左右。統計澳門借用的香港教材，三年共選文 103 篇，其中文言文

約 32 篇，也佔 30%多。

3. 範文數量。大陸規定“每學年課文不少於 60 篇”，這樣三年總數

不少於 180 篇。而澳門借用的香港教材，三年選文數量分別為 34、

35、34 篇，均低於大陸要求。大陸還規定課文中精讀課文與略讀課

文一般各佔 50%，澳門借用的香港教材也有基本程度與增潤部分的

區別，其基本程度文章共 72 篇，約佔 67%，增潤部分文章共 31 篇，

約佔 33%。大陸課文的數量和略讀課文的比例超出澳門許多，表現

出大陸重視學生閱讀的數量，希望學生大量地佔有語言文字材料來

提高學生語文水平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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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體比例。大陸對於範文的文體沒有做具體的規定，但是從寫作

訓練的要求來看，它要求學生“能寫記敘文、簡單的說明文、簡單

的議論文和一般應用文”。在基礎知識部分，改變了原大綱按照文

章體裁分成記錄、說明、議論等文體知識，而要求學生“了解散文、

詩歌、小說和戲劇文學的基本常識”。這裡的提法又是按照文學體

裁進行分類的。大陸的舊教材一直是將文學體裁與文章體裁分類混

編的，其閱讀教學中的範文分類與寫作教學文體的要求和文體知識

的講解並非一一對應的，存在 矛盾。新的大綱似乎仍然沒有很好

地解決這個問題。澳門的大綱主題內容部分規定了範文的文體包括

記敘文、描寫文、抒情文、說明文、議論文、寓言、童話、小說、

詩歌、戲劇幾種，其分類既有內容的標準也有形式上的標準。記敘

文、描寫文、抒情文、說明文、議論文是按照文章主要表達方式進

行分類的，小說、詩歌、戲劇是按照文學體裁進行分類的，寓言、

童話則是按照文章內容來分類的，採用的是混編範文的形式。澳門

大綱總目標的知識部分規定要“學習一般的記敘文、描寫文、抒情

文、說明文、議論文和部分應用文的基本寫法；重點學習記敘文、

描寫文、抒情文”，而寫作部分則規定學生寫作記敘文、描寫文、

抒情文，間或寫一些說明文、議論文的能力。閱讀教學與文體知識

介紹和寫作教學如何統一，澳門大綱在教學法指引部分介紹教師作

文命題時除與課文教學配合外，還應該顧及學生的生活經驗。在實

際操作中，可能需要教師對大綱和教材的精神把握較準，有一定的

組織協調能力才能做好。

三、教學實施方法
　　要保證教學內容順利地完成，教學目標順利地達成，需要教師合

理的教學方法的協調。因此兩地的大綱對教師教學實施方法均做了一

定的規定。

　　大陸的語文教學近些年來一直存在 重視知識因素，輕視情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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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知識講解過於瑣碎，能力訓練分解過細，忽視課文作為一個整體

各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繫，把完整的課文按照知識和能力訓練點進行

“肢解”，令優美生動的課文變得索然無味的問題。有鑒於此，大綱

在教學中要重視的問題部分提出：“語文教學中，要加強綜合，簡化

頭緒，突出重點，注重知識之間、能力之間以及知識、能力、情意之

間的聯繫，重視積累、感悟、熏陶和培養語感，致力於語文素養的整

體提高。”而且在閱讀教學的目標中也強調要重視“整體感知課

文”。大綱取消了一直以來的訓練提法，而代之以積累、感悟、薰陶。

語文知識的掌握和能力的形成不是通過機械地灌輸和訓練可以達到

的。因此，在教法上，重視啟發學生主動學習，“教學過程應突出學

生的實踐活動，指導學生主動地獲取知識，科學地訓練技能，全面提

高語文能力。要提倡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尤其是啟發式和討論式，

鼓勵探究性的學習方式。要避免繁瑣的分析和瑣碎機械的練習。”

　　澳門的大綱專設“教學法指引”一部分，對教師可以採取的教學

方法進行了詳細的羅列和具體的指導。相比起大陸大綱，澳門的大綱

更多側重於對教師進行具體的教法指導，不僅包括各種課型教學內容

的介紹，而且還列出了教學的大致流程，便於教師的操作。澳門大綱

在教學內容上分解較細，而缺少對於課文整體感知上的要求。澳門大

綱也重視啟發學生，“各單元在教學上宜採取多向式，以啟發學生為

主，配合各項活動，以期達至良好之教學成果。”澳門大綱比較重視

教師的作用，而且文中多次出現了“訓練”的字眼。

　　教學是教師與學生的共同活動，教學方法單純地強調教師的教或

者學生的學都不能達到很好的教學效果。關於教學活動中教師與學生

的地位問題，一直以來有“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說法，現在

又有教師和學生的雙主體論的說法，即在教學活動中，教師是教的主

體，學生是學的主體，雙方的作用都不可低估。總之，在教學中應該

是教師與學生雙方協同作用，才能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至於兩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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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對於教學方法上側重點不同的表述並不重要，只要在教學活動中處

理好教師與學生的關係，都能取得滿意的效果。

四、教學評價
　　教學評價是教學實施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教學目標、教學活動、

教學評價是一個相互制約、相輔相成的系統。因此，教學評價是課程

標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兩地的大綱對此都沒有專門的章節來

闡述這個問題。

　　大陸在教學評估的重點在於根除流弊，提出了一些進行教學評價

中應該注意的問題，針對地方將學生考試成績作為考核教師的唯一標

準的問題，大陸明確提出：“對教師的評估要重視教師的教學過程和

教學效果，不要以學生的考試成績作為唯一的評估依據。”針對語文

考試標準化，用標準答案來規範語文理解的多義性，束縛學生思路的

問題，大陸提出：“語文考試要以主觀性試題為主，鼓勵學生有創見。

不能用難題、怪題、偏題和繁瑣機械的題目考學生。語法修辭和文體

常識不列入考試範圍。”對於學生的考核評估，大陸規定“對學生的

評估要重視語文積累、語言文字運用能力和語文水平發展的評價，實

行定量與定性相結合、客觀與主觀相結合、筆試與口試相結合，堅持

態度情感與知識能力並重、過程與結果並重，有利於激勵和引導學生

語文素質的全面發展。”實際上是提出考試形式多樣化，把平時的考

核和總結性的考核結合起來。但是，大陸大綱並沒有提出具體做法，

只是原則上的規定。

　　相比起來，澳門在教學評價方面則顯得更加具體和可操作，從評

核的目的、評核的原則、進行形式、成績評核建議幾個方面對教學評

估作出了詳細的規定。對學生的測評更重視學生個人的發展，“評核

是按照學生個人進度來進行，而不必與其他同學做任何比較，以便找

出學生之優點及弱點加以發展改進。”而評核的方式分“形成性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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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和“總結性評核”來進行，“形成性評核”考察學生平時的學習

情況，“總結性評核”則是帶有階段性。澳門大綱設計的教學評估方

法基本符合大陸的教學評估原則，而且容易操作，比較完整，這是澳

門大綱的特色，可以為大陸教育工作者借鑒。

　　總體來看，大陸 2000 新修訂的初中語文教學大綱更多地是從改革

的角度 眼的，對於語文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作了全新的引導與規範，

較多原則性的規定，而沒有提出操作性較強的建議。而澳門初中語文

教學大綱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對於澳門的語文教學未來發展起 重

要的規範作用，所以指導尤為具體，便於教師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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