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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資源 

健康及褔利政策遊戲 

主題冊十   健康護理制度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課堂設計經驗分享 

屯門官立中學陸燕婷老師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何倩姝老師 

 



 

1 健康及褔利政策遊戲 

教師分享  

  

  

屯門官立中學陸燕婷老師  

相信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老師都會

同意：健康及福利政策的相關概念比

較抽象和乏味。所以，我們一直希望

能把理論具體化，用較有趣的方式讓

學生經歷一下各制度的喜與憂。由於

牽涉的概念實在又多又複雜，設計初

感覺有點困難，感謝課程發展處的同

工給予意見，協助抽出重點，結果能

順利在學校試行。看見同學們反應積

極，反思時又能說出重點，有點喜出

望外，希望這次試教是一個好的開

始。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何倩姝老師  

學生多覺得醫療及社會福利制度抽

象、難明，也難理解國家的政策理

念，學習時只靠背誦。這次的教學

活動可讓學生從不同持份者的角度

出發，學習如何處理國家面對的問

題。過程中，我體會到需要把握學

生做每次決定或行動時的時機，以

問題引導學生思考背後目的，並連

結學科知識，讓學生明白政府理念

及人民的想法。   



 

2 健康及褔利政策遊戲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健康及福利政策遊戲  

教學計劃  

課題：主題 10   健康護理制度  

      主題 11   社會福利制度 

學習成果：學生能 

- 說出健康及福利政策的理念和方向 

- 從模擬情境中體會及反思不同政策中持分者的困難 

課時：兩節 

設備： 電腦、投影機 

階段 學習活動 材料 工具 

導入階段 

(5 分鐘) 

一、 提問(1)健康及福利政策的主要方向 - 市場主導國家 / 福利

國家；及(2)學生較認同的模式 

二、 工作紙(1)：國家的政策理念和方向 

  教學簡報 

階段一 

(10 分鐘) 

 

三、 分組，派發工作紙(2) (3)，棋子、骰子及棋盤 

 5-6 人一組  

 政府 1 人，其餘皆為市民 A-E 

 如人數不平均則可加一位財政司，協助政府理財 

四、 抽籤決定國家的政策理念和方向 

 注意平均分配兩個取向 

工作紙 教學簡報 

階段二 

(15-20

分鐘) 

五、 開始遊戲 

 每組最初可得$50 ：  

 市場主導國家：政府得$10; 每位市民得$8； 

 福利國家：政府得$40; 每位市民得$2 

 財政分配： 

 政府 市民 

市場主導國家  20% 80% 

福利國家 80% 20% 

 解釋理念 

市場主導國家 福利國家 

 讓市民可以保留自己的

財產以作投資之用 

 市民有責任照顧自己，

只有當個人未能照顧自

己時，政府才需要提供

援助 

 稅款是預留作應付福利

開支 

 社會的經濟成果應共

享，福利是每個公民可

享的權利，政府有責任

照顧市民 

 其後再得到財富，政府按國家所選模式的政策理念和方向，

先分派收回的錢給市民  

棋盤(可用簡

報投射到黑

板) 

骰子 

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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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決定如何分派給各市民 

 每組輪流擲骰子行棋，按棋盤內容支出/收入 

 時間完結則停止 

階段三 

(30 分

鐘) 

六、 反思 

 完成工作紙(4)反思部分 

 與同學分享 

  

總結階段 老師總結： 

- 不同制度中持分者的困難 

- 市場主導 / 全民福利的好處及壞處 

 

計分方法 

A. 貧富差距：國家內擁有財富最多的市民減去財富最少的市民：$_____________      

B. 國家的財富：政府收回整國財富，每死去一名市民罰款 10%。 

– 你所屬的國家的財富有： $______________       

C. 市民的對政府滿意度：每名市民用分數代表自己對政府滿意度(1-5，5 是最高)，共計五名市

民(例如：4+5+5+3+3=20) 

– 你所屬的國家的市民對政府滿意度：____________      

可設獎項 

• 我最滿意政府獎 

• 最佳國家：B(國家的財富) – A(貧富差距) +C(對政府 滿意度)=_________________ 

 



 

4 健康及褔利政策遊戲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健康及福利政策遊戲  

活動工作紙(1) - 國家的政策理念和方向 

同意下列 A 欄或 B 欄的句子？選取你同意的句子加上號。 

 A 欄  B 欄  

1.  個人有責任照顧自己和家人的需要。  政府應該是福利的主要提供者。  

2.  政府醫療補助應該只是提供給那些低

收入的人群用作支付醫療費用。 

 人人都應該享有社會福利。  

3.  政府只在個人和家庭未能照顧該市民

時才提供福利。 

 不論病人是否有能力付款政府應該為

全體國民提供全民普及的服務因為接

受治療是基本人權。 

 

4.  社會福利是慈善、援助。  社會福利是公民權利，社會經濟成

果，每日市民應該可以共同享有。 

 

5.  社會福利只是暫時的不會超過維持最

低生存的標準。 

 政府在任何時候也有責任照顧每位市

民的需要，包括醫療或福利。 

 

6.  醫療護理服務應該由市場主導，根據

消費者的付費能力提供不同類型的服

務。 

 醫療健康服務是維持生命和減少痛苦

所必須的，所以每一個人，無論有沒

有付費能力，都有權利使用醫療健康

護理服務。 

 

計算結果：計算所選同意 A 欄及 B 欄的項目數量 

 A 欄 B 欄 

項目數量   

選同意 A 欄較多：市場主導國家，例如：美國 

選同意 B 欄較多：福利國家，例如：英國 

 

 



 

5 健康及褔利政策遊戲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健康及福利政策遊戲  

活動工作紙(2) - 組長(政府)指引 

一、     分組： 

 5-6 人一組  

 政府 1 人，其餘皆為市民 A-E 

 如人數不平均則可加一位財政司，以協助政府管理國庫 

 政府的責任: 決定什麼時候收稅及收多少稅; 監察財政司是否按國家的財政分配原則

分配金錢 

 財政司的責任: 收取市民費用給老師及收取市民稅收給政府; 按國家的財政分配原則

分配所賺得的金錢 

二、 抽籤決定國家的政策理念和方向 

 你們是市場主導國家 /福利國家。  (刪去不適用的) 

參閱學習資料：主題冊 10 和主題冊 11 - 政策理念和方向 

三、 開始遊戲 

i. 分錢： 

 每組最初可得$50 ： 市場主導國家：政府得$10; 每位市民得$8 

 福利國家：政府得$40; 每位市民得$2 

ii. 分配原則： 

 其後每次政府有額外收入，均須要按國家所選模式的政策理念和方向，分派收

到的金錢給市民，如有爭議則由政府決定 

財政分配比率： 

 政府 市民 

市場主導國家  20% 80% 

福利國家 80% 20% 

分配原則： 

市場主導國家 福利國家 

 讓市民可以保留自己的財產以作投資之用 

 市民有責任照顧自己，只有當個人未能照

顧自己時，政府才需要提供援助 

 稅款是預留作應付福利開支 

 社會的經濟成果應共享，福利是每位公

民可享的權利，政府有責任照顧市民 

iii. 每組輪流擲骰，在棋盤上行棋，政府按情境需要付款 

四. 計分方法 

A. 貧富差距：國家內擁有財富最多的市民減去財富最少的市民：$             

B. 國家的財富：政府收回整國財富，每死去一名市民罰款 10%。 

 你所屬的國家的財富有： $             

C. 市民的對政府滿意度?：每名市民用分數代表自己對政府滿意度(1-5，5 是最高)，共計五

名市民(例如：4+5+5+3+3=20) 

 你所屬的國家的市民對政府滿意度：           



 

6 健康及褔利政策遊戲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健康及福利政策遊戲  

活動工作紙(3) - 小記者指引 

 

在遊戲過程中，紀錄不同國家的受訪者的決定﹑受訪內容及感受。 

 

市場主導國家 1 福利國家 1 

政府: 

 

 

 

 

 

市民: 

 

 

 

 

政府: 

 

 

 

 

 

市民: 

 

 

 

 

 

市場主導國家 2 福利國家 2 

政府: 

 

 

 

 

 

市民: 

 

 

 

 

 

政府: 

 

 

 

 

 

市民: 

 

 

根據這次遊戲的經歷，指出影響國家政策的因素，並解釋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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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健康及福利政策遊戲  

活動工作紙(4) - 學生反思 

你的角色是什麼?                   

 

A. 如果你遊戲中的角色是市民，回答以下各題:  

i. 你曾經被政府施予援手，以解決你的財政困難嗎? 你有什麼感受? 

 

 

 

 

ii. 你曾經交稅給政府嗎? 政府曾否加稅以解決國家的財政問題嗎?  

 

 

iii. 你覺得你繳付的稅款算高嗎? 為什麼? 

 

 

 

 

iv. 你對你國家的政府滿意嗎? 為什麼? 

 

 

 

 

B. 如果你的角色是政府 / 財政司，回答以下各題: 

i. 市民有向你尋求經濟援助嗎? 你有提出協助嗎? 為什麼? 

 

 

 

ii. 你對國家的財政分配安排滿意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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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你曾否加稅嗎? 為什麼? 

 

 

 

C. 假如發生一些國家性事故 (例如: 沙士)，一個社會福利國家與一個市場主導國家的政府在

處理上有什麼不同?  

社會福利國家: 

 

市場主導國家: 

 

 

D. 國家的政策理念和方向 

經歷完這次遊戲後，你所選取的國家的政策理念和方向有改變嗎? 請再次選取你同意的句子加

上號。 

 A 欄  B 欄  

1.  個人有責任照顧自己和家人的需要。  政府應該是福利的主要提供者。  

2.  政府醫療補助應該只是提供給那些低

收入的人群用作支付醫療費用。 

 人人都應該享有社會福利。  

3.  政府只在個人和家庭未能照顧該市民

時才提供福利。 

 不論病人是否有能力付款政府應該為全體

國民提供全民普及的服務因為接受治療是

基本人權。 

 

4.  社會福利是慈善、援助。  社會福利是公民權利，社會經濟成果，每

日市民應該可以共同享有。 

 

5.  社會福利只是暫時的不會超過維持最

低生存的標準。 

 政府在任何時候也有責任照顧每位市民的

需要，包括醫療或福利。 

 

6.  醫療護理服務應該由市場主導，根據

消費者的付費能力提供不同類型的服

務。 

 醫療健康服務是維持生命和減少痛苦所必

須的，所以每一個人，無論有沒有付費能

力，都有權利使用醫療健康護理服務。 

 

 

計算結果：計算所選同意 A 欄及 B 欄的項目數量 

 A 欄 B 欄 

項目數量   

 

選同意 A 欄較多：市場主導國家，例如：美國 

選同意 B 欄較多：福利國家，例如：英國 

 你所選擇的是市場主導國家 /福利國家。  (刪去不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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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選擇的國家的政策理念和方向有改變嗎? 為什麼? 

 

 

 

 

E. 試從以下三方面比較福利國家及市場主導國家的社會福利。 

 政策的理念 (理念：國家提供 / 全民福利 / 個人需要透過私有市場及家庭得到滿足，只有

它們崩潰時才短暫介入) 

 政策目標 (減少政府介入，減少依賴 / 提供普及性的服務) 

 服務特徵 (私人保險輔以醫療補助 / 國家醫療保健服務，全民全面保障)  

 福利國家 市場主導國家 

政策的理念 

 

 

 

 

 

  

政策目標 

 

 

 

 

 

  

服務特徵 

 

 

 

 

 

  

 

 你認為香港的福利制度屬於以上那一種模式？試解釋你的理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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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健康及福利政策遊戲  

活動工作紙(5) - 問卷調查 

 

為提升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的教學效能，透過遊戲讓學生體會及反思不同政策中持分者的困

難，以達到統整學科概念的目的。現透過問卷調查，收集同學的意見。 

 

請用鉛筆或原子筆在合適方格中填劃””。  

 

 

極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無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提升學習效能(統整概念的建立) 

1. 活動讓我把醫療及褔利政策具體化，加深我對課題的了解。      

2. 我能把是次經驗學習和科目內容(醫療政策模式)統整在一起，增

加對整個概念的了解 

     

3. 我認為此次活動能有效達到統整學科概念的目的。      

4. 提升學習興趣 

5. 我能夠與人協作以完成活動。      

6. 活動可以讓我體會到不同政策中持分者的困難      

7. 活動可以讓我反思不同政策中持分者的困難      

8. 活動可以讓我提高學習醫療及褔利政策的動機      

其他 

9. 我滿意是次活動。      

10. 我希望未來可以參加更多此類學習活動。      

 

問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