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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独中华文课程是华族母语教育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语文知识与能力，提高

思想水平，丰富文化素养，培养正确价值观，塑造理想人格。独中初中华文课程跟进

世界中等教育发展趋势，参考中、港、台语文课程发展情况，同时兼顾《2013～2025

马来西亚教育蓝图》的学生学习六大愿景及小学标准课程（KSSR）、中学标准课程

（KSSM）的华文课程总目标。 

    独中初中华文课程设置以初中三个学年，每个学年上课约 32 周，每周 6 课时，每课

时 40 分钟为考量，课程内容兼顾质与量，以利学生学习。 

 

 

                   二、课程宗旨 
 

（一）提升使用华语沟通和应对的能力。 

（二）掌握语文基础知识，提升阅读与写作能力。 

（三）灵活运用思维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提升数位素养，加强辨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五）培养审美情趣与文艺鉴赏能力。 

（六）培养阅读习惯，奠定终身学习基础。 

（七）培养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八）培养爱国意识，加强社会责任感。 

（九）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培养正面的价值观。  

（十）尊重多元文化，开拓国际视野。        

                          

 

                     三、 课程目标 
  

1.   聆听与说话  

1.1  能养成耐心和专注聆听的习惯。 

1.2  能听清楚讲述的内容，把握中心要点。 

1.3  能在聆听时辨别读音和语调。  

1.4  能用规范和流利的华语说话，做到语音清晰、重点突出、条理清楚。 

1.5  能注意对象和场合，说话用语得当，应对得体。 

1.6  能针对问题，积极自信地提出看法。 

1.7  能根据需要调整表达方式，增强话语感染力和说服力。 

 

2. 阅读 

2.1  能领会课文的思想内容，产生自己的心得和看法。 

2.2  能读懂浅易文言文，背诵一些著名篇章。 

2.3  能在阅读中积累知识，培养语言感受能力。 

2.4  能在阅读中积累词汇量，提升阅读效能。 

2.5  能搜集、辨识信息，统整阅读内容。 

2.6  能主动扩展阅读，培养阅读课外读物的兴趣和习惯。 

2.7  能通过阅读开拓视野，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培养正面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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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写作 

3.1  能写一般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应用文。 

3.2  能掌握相关文体的写作要点。 

3.3  能摘录文章要点，或对文字材料进行续写、缩写、扩写。 

3.4  能运用所掌握的词语，准确表达信息和思想。 

3.5  能发挥创意和想象力，丰富表达的内容。  

3.6  能掌握多样化的写作手法，并灵活运用。 

3.7  能依据个人真情实感和体验，认真写作、乐于写作。 

3.8  能通过写作提升对生活的感触和省思。 

    

4. 思维 

4.1  能掌握一般应用于听说读写的思维方法。 

4.2  能通过阅读、写作、听说活动，培养深刻、全面、灵活、善于创造的思维能力。 

 

5. 文学与文化    

5.1  能理解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的特点。 

5.2  能理解课文涉及的作者及其作品。 

5.3  能养成对文学作品的基本审美能力。 

5.4  能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习俗。 

5.5  能理解课文涉及的多元民族文化习俗。 

    

6. 语文基础知识 

6.1  能掌握汉字字形、语音、词义、语法、修辞和标点符号知识。 

6.2  能有效地把语文基础知识落实在听说读写的学习活动中。 

 

 

  四、 课程内容 
 

1. 初中一 

1.1  聆听与说话 

1.1.1  通过聆听，辨别读音。 

1.1.2 通过聆听，辨别语调。 

1.1.3 通过聆听，理解对话、提问、指示、故事、诗文等内容。 

1.1.4 进行提问、回答问题、给予指示、提出要求、表达意见等活动。 

1.1.5 学习复述听讲内容。 

1.1.6 练习自我介绍、交谈、讲述故事、朗读诗文、念绕口令、说明游戏规则等等。 

 

1.2  阅读 

1.2.1 略读或精读各类文章，体会作者的情思，感受语文之美。  

1.2.2 归纳段意，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 

1.2.3 通过阅读记叙文，了解记叙的要素，把握记叙的顺序。 

1.2.4 通过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理解其体裁、内容及中心思想。 

1.2.5 通过阅读古代诗文，理解其内容与中心思想，并能背诵其中的名篇。 

1.2.6 使用工具书辅助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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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写作 

1.3.1 习写记叙文、日记、周记、阅读报告、应用文（书信、便条）。 

1.3.2 了解应用文的写作要点（格式正确、行文简洁、措辞得体） 

1.3.3 学习审题的要领。 

1.3.4 学习编写提纲。 

1.3.5 学习提炼文章的中心思想。 

1.3.6 清楚交代记叙的要素。 

1.3.7 视情况选用不同的记事顺序（顺叙、倒叙、插叙）。  

1.3.8 通过写作表达真情实感。 

1.3.9 养成观察的习惯，积累写作素材。 

1.3.10 学习续写。 

 

1.4 思维 

1.4.1 学习听说读写的思维方法（概括、比较）。 

1.4.2 学习深入思考，准确表达。 

 

1.5 文学与文化 

1.5.1 了解现代散文的特点。 

1.5.2 了解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的特点。  

1.5.3 了解古代诗文的特点。 

1.5.4 认识与课文相关的作者和作品。 

1.5.5 学习与课文相关的文化知识（如天文、服饰、饮食、节庆、建筑、童玩等）。 

 

1.6 语文基础知识 

1.6.1 认识规范的汉字字形。 

1.6.2 了解华语的声韵调知识（声母、韵母、声调）。 

1.6.3 了解华语的音变规律（“一”“不”“啊”的变调和上声连读变调）。 

1.6.4 学习多音多义字。 

1.6.5 了解一词多义现象及多义词的应用情况。 

1.6.6 学习成语和格言。 

1.6.7 认识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与虚词（副词、连词、

介词、助词、叹词、拟声词）。 

1.6.8 了解标点符号的用法（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引号、

括号、书名号、破折号、连接号、省略号、间隔号、着重号）。 

1.6.9 学习修辞法（比喻、比拟、借代、引用、夸张）。 

 

 

2. 初中二 

2.1  聆听与说话 

2.1.1 通过聆听，辨别读音和语调。 

2.1.2 通过聆听，理解通知、说明、报告、演说、新闻等内容。 

2.1.3 进行讨论活动，提出心得看法。 

2.1.4 学习概述事件内容。 

2.1.5 练习介绍事物、讲解比赛规则、解说制作过程、说明用品或设备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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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阅读 

2.2.1 略读或精读各类文章，体会作者的情思，感受语文之美。 

2.2.2 分析文章结构，理解文章中的详写和略写。 

2.2.3 通过阅读记叙文，了解记叙中结合描写的写作方法。 

2.2.4 通过阅读说明文，了解说明的顺序与方法。 

2.2.5 通过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理解其体裁、内容及中心思想。 

2.2.6 通过阅读古代诗文，理解其内容与中心思想，并能背诵其中的名篇。 

2.2.7 理解古代汉语知识（一词多义、古今异义）。 

 

2.3  写作 

2.3.1 习写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公函、启事）。 

2.3.2 了解应用文的写作要点（格式正确、行文简洁、措辞得体） 

2.3.3 掌握记叙有详有略的要领（根据中心定详略）。 

2.3.4 掌握记叙层次清楚的要领（安排好结构，处理好开头、结尾、过渡等）。 

2.3.5 学习选择恰当的记叙人称书写记叙文。 

2.3.6 学习说明事物的特征和本质（静态说明和动态说明）。 

2.3.7 学习按一定的顺序（时间、空间、逻辑）说明事物。 

2.3.8 学习采用恰当的说明方法（如举例子、作比较、打比方、列数字、下定义、引

资料、列图表等）书写说明文。 

2.3.9 学习摘录文章要点。 

 

2.4  思维 

2.4.1 学习听说读写的思维方法（分析、判断）。 

2.4.2 学习灵活地处理材料，把知识转化为能力。 

 

2.5  文学与文化 

2.5.1 了解现代诗歌的特点。 

2.5.2 了解古代小说的特点。 

2.5.3 认识与课文相关的作者和作品。 

2.5.4 学习与课文相关的文化知识（如天文、服饰、饮食、节庆、建筑、童玩等）。 

 

2.6  语文基础知识 

2.6.1 了解汉字基本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2.6.2 了解汉字形体的演变。 

2.6.3 了解华语的轻声与儿化现象。 

2.6.4 了解词的感情色彩。 

2.6.5 学习谚语和歇后语。 

2.6.6 了解短语的结构类型（联合、偏正、动宾、主谓、谓补）。 

2.6.7 学习修辞法（回文、顶真、设问、反问）。 

 

 

3. 初中三 

3.1  聆听与说话 

3.1.1 通过聆听，辨别读音和语调。 

3.1.2 通过聆听，理解访谈、辩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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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学习概述文章和影片内容。 

3.1.4 进行采访、演讲、辩论活动。   

   

3.2  阅读 

3.2.1  阅读各类文章，赏析作品的艺术技巧。 

3.2.2  通过阅读记叙文，了解记叙中穿插抒情、议论的写作方法。 

3.2.3  通过阅读议论文，了解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和基本论证方法。 

3.2.4  通过阅读现代文学作品，掌握其体裁、内容及中心思想。 

3.2.5  通过阅读古代诗文，理解其内容与中心思想，并能背诵其中的名篇。 

3.2.6  理解古代汉语知识（通假字、词类活用）。   

 

3.3  写作 

3.3.1  习写记叙文、议论文、应用文（通告）。 

3.3.2  了解应用文的写作要点（格式正确、行文简洁、措辞得体） 

3.3.3  掌握人物描写的写作方法（外貌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 

3.3.4  掌握写物寄情的写作特色。 

3.3.5  书写议论文，做到论点正确、鲜明。 

3.3.6  学习选择论据和组织论证。 

3.3.7  学习运用各种论证方法（如例证、引证、对比、喻证）书写议论文。 

3.3.8  学习夹叙夹议的写作方法。 

3.3.9  学习缩写和扩写。 

 

3.4  思维 

3.4.1  学习听说读写的思维方法（想象、联想、创造）。 

3.4.2  学习发现问题，多方思考，提出新颖独特的见解。 

 

3.5  文学与文化 

3.5.1  了解现代小说的特点。 

3.5.2  了解古代词、曲的特点。 

3.5.3  认识与课文相关的作者和作品。 

3.5.4  学习与课文相关的文化知识（如天文、服饰、饮食、节庆、建筑、童玩等）。 

 

3.6  语文基础知识 

3.6.1  认识句子成分。 

3.6.2  了解复句的类型（联合、承接、递进、选择、转折、假设、因果、条件）。 

3.6.3  正确组织句子，力求简明、连贯、得体。 

3.6.4  学习修辞法（排比、反复、对偶、对比）。 

 

 

  五、 实施建议 
 

（一）教材编写 

1. 编写原则 

① 初中华文教材须符合《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初中华文课程标准》，体现课程宗旨， 

     达成所预定的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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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教材内容应按单元规划，每个单元有特定主题和学习目标。 

③ 教材内容应多元化，包含趣味元素，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④ 教材应具弹性，编入选读课文，以满足不同学生在学习能力和心智发展上的需求。 

⑤ 教材应通过选文兼顾文学、文化、语文基本知识的学习，听、说、读、写、思维能 

     力的训练及品德情意的培养和熏陶。 

 

2. 课本体例 

① 全书按主题分成若干单元。 

② 每一单元设简明扼要的提示和说明。 

③ 每一单元视需要编入课文若干篇，某些单元增加选读篇章。 

④ 每一课视需要设定学习要求、注释、作者简介、学习提示、阅读理解练习、延伸学 

     习等项目。 

 

3. 课本选文 

① 富文化内涵，并兼顾多元性、典范性和可读性。 

② 文质兼美，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和整体素质。 

③ 篇幅和难易度适中，切合学生的学习需求。 

④ 涵盖古今中外文学和马华文学作品。 

⑤ 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比例如下： 

        

年级 白话文 文言文 

初中一 80% 20% 

初中二 80% 20% 

初中三 70% 30% 

 

4. 教师手册 

① 每一单元附教学目标和单元说明。 

② 每一课视需要编制教学目标、课文分析、教学建议、译文、练习参考答案、教学参 

     考资料等。 

 

（二）教学建议 

1． 针对初中华文课程的特点实施教学 

教师在教学前，应充分掌握初中华文课程在聆听与说话、阅读、写作、思维、文学

与文化、语文基础知识方面的教学目标，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阅读鉴赏的方法，

提升语文应用和信息处理的能力，同时关注学生的语言积累、语感和思维的发展，

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和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给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

面正确的引导。  

2． 熟悉教材内容和编写特点 

教师应全面把握每一单元的主题要旨和内容特点，进而设计和组织针对性的课堂教

学活动，引导学生通过有关学习活动，在认知、语文应用、思想启迪、情意陶冶方

面取得进步和成长。课文分必读和选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灵活调动，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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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视语文实践活动 

   教师应尝试把静态的语文教学转化为动态的实践活动，让学生有机会通过思考、讨 

   论、表达，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教师也可以借助各种教学材料和课外资源，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加强教学效果。 

4. 强化语文应用能力训练 

   语文知识教学应结合课文阅读教学活动，同时紧密联系学生在听说读写中运用语文 

   的行为。教师应有意识地把静态的语法理论落实在语文应用实践上，以有效提高学 

   生的语文能力。 

 

（三）评量建议 

1. 以达成初中华文课程目标为基准 

   初中华文课程的评量应紧贴课程目标的要点，面向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个别差异， 

   采用灵活多样的评量方法。 

2. 以促进学生学习，改进教师教学为目的 

   初中华文课程评量应侧重学生的学习发展，发挥检查、诊断、反馈、激励等多种功 

   能，给学生提供表现所知所能的机会，让学生学会更多的学习策略，激发学生继续 

   提高华文水平的意愿。评量亦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学习上的优势、不足及其形成 

   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行为的反思、调整和改进。 

3. 评量方式多元化 

   根据课程内容的不同，学生身心发展及学习发展的差异，可采取不同的评估方式， 

   比如笔试、口试、报告、设计制作、表演、采访等等，以提高评量效果。 

4. 评量内容综合化 

   华文课程综合了认知、技能、情意陶冶等方面的内容，学生的语文能力亦是由多层 

   次的成分所组成的综合能力。初中华文课程的评量是能充分展现相关特点的综合性 

   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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