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美德通古今 ── 傳統美德與正面價值觀學習資源套  主題：仁 

「同理」共享 

 

 生活範疇 

 個人 

 家庭 

 社交 

 社會、國家及世界 

 學習目標 

1. 學會體會和理解別人的感受和需要，換位思考，養成同理心。 

2. 學會關心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生活，彼此和諧共處，着重群體福祉。 

3. 學會主動關心社會、國家和世界發生的事情。 

 重點培養的價值觀和態度 

（＊十個首要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   

 關愛＊ 

 同理心＊ 

 尊重他人＊ 

 國民身份認同＊ 

 尊重生命 

 接納 

 主動 

 積極 

 服務精神 

 

 

 



 

 

 

 

 配合的中華傳統美德 

 樂善好施 

 仁愛（寬厚） 

 適用科目（跨學科） 

 中國語文 

 生活與社會 

 品德及倫理教育 

 中國歷史 

 教學時間 

約 30 分鐘  

 故事大綱 

古代故事《李士謙好施》 

南北朝時，有一年發生飢荒，很多鄉民生活困難，三餐無以為繼，十分困苦。當

時，一位善長名叫李士謙，他十分同情受災情影響的鄉民，於是主動把數千斤糧食拿

出來，借給處於困境之中的鄉民，以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幫助他們維持正常的生活。 

然而，到了第二年，農作物再次失收，上一年向李士謙借過糧食的鄉民無法償還，

於是紛紛到李士謙的家中道歉。 

出乎鄉民的意料，李士謙不但沒有要求鄉民償還糧食，還招待他們在家中吃飯，

更把他們之前借糧食時簽下的借條燒為灰燼，以示把鄉民的欠債一筆勾銷，鄉民紛紛

表示謝意。李士謙寬厚大量、不求回報的精神，讓鄉民感到十分溫暖。 

 

（為配合教學設計，歷史故事及典籍內容或經修訂。）  

 



 

 

 

 

今日應用 

暑假快開始了，正賢準備升班。他有幾本上一個學年的教科書還是完好無缺的，

於是打算把書賣給二手書商，並把賣書的錢買曲奇送給爸爸媽媽，以答謝和孝敬他們。 

正賢在前往二手書商的途中，看到一個慈善團體正舉行二手書募捐活動，慈善團

體會將收集到的二手書轉贈給家庭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可是，假如把教科書捐給慈善

團體，正賢就沒有錢給爸媽買禮物了。雖然如此，他還是決定捐出教科書，幫助有需

要的人。 

雖然最後正賢沒有給父母買禮物，可是父母都讚揚他，認為他有善心和同理心，

而且懂得關愛社會上的弱勢社群。這份「禮物」對爸媽來說，比物質享受更珍貴、更

有價值。 

 

故事思考點 

「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在別人喜慶時送上祝福，是很容易的；在別人遇

上困難時，施予援手，其實也並不困難。從古今兩個故事中可知，只要我們能留意別

人的需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便可以給予適當的援助。 

古代故事中的主人翁是個富有的人，即使在災年，他仍能夠過着衣食無憂的生活。

可是，他依然時刻留意社會其他階層人士的需要，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他們，甚至不

問回報。這不但表現出他的仁心，更展示了他的同理心。 

在現代的故事中，正賢不是大富翁，可是他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選擇將本來賣

予二手書商的舊教科書，捐給慈善團體，轉贈給有需要的人。這個行為也體現了正賢

的善心和同理心。 

我們往往認為，弱勢社群總會得到社會福利制度和其他人的幫助。但是，「莫以

善小而不為」，我們應理解弱勢社群生活的困難，以自己的力量施以援助，哪怕是再

小的力量，都能集腋成裘，成就關愛的社會。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 ） 教學重點 

活動一：熱身活動（ 5 分鐘 ） 

教師提問： 

 你有幫助別人的經驗嗎？如有，那是甚麼？ 

（有，例如：捐出舊衣服 / 舊玩具、帶視障人士

過馬路、教導低年級的同學做功課等。） 

 在這些事情上，你付出了甚麼？ 

 對受助者而言，他們得到了甚麼？ 

小結：古語說：「莫以善小而不為」，即不要因為

這只是一件很小的善事而不做。善事不分大小，聚

沙成塔，只要每個人付出一點力量，可以使社會更

和諧。 

 

 

 喚起學生關於「仁」的記

憶，反映在關心他人、樂於

助人等行為上。 

 讓學生明白每個人都有幫助

別人的能力。 

 

 

     

活動二：觀看動畫 （ 1５分鐘 ） 

教師提問：你曾經借東西給別人，而對方沒有按時

歸還嗎？或：你曾經未能如期歸還東西給別人嗎？

回答以下問題，說說你的經驗。 

 你借出／向對方借的是甚麼東西？ 

 你／對方為甚麼要商借這東西？ 

 你／對方為甚麼未能如期歸還這東西？ 

 當時對方／你有甚麼反應？為甚麼？（例如：十

分生氣、破口大罵或表示不介意。原因：認為對

方失信；先從對方角度想，或許對方真的有困難

才不能如期歸還。） 

小結：「仁」除了反映在樂善好施的行為上，還在

於我們有沒有同理心。「有借有還」是基本的禮貌

 

 聯繫學生的現實生活經驗，

帶出動畫故事，引導學生思

考李士謙的行為如何體現樂

善好施的精神。 

 

 

 

 

 

 

 

 



 

 

 

 

教學步驟（ 時間 ） 教學重點 

和尊重，但在現實生活中，當對方未能如期歸還東

西時，我們應該主動了解箇中原因，並寬容以待。

古代有一個善長名叫李士謙，現在我們來看看他的

故事。 

 

觀看動畫的第一及第二部分──《李士謙好施》 

教師展示教學簡報，進行提問： 

 為甚麼鄉民要向李士謙道歉？（因為農作物失

收，他們沒法償還李士謙借給他們的糧食。） 

 李士謙為甚麼要把借條燒為灰燼？（因為他體恤

鄉民的苦況，不要求他們歸還糧食。/ 他不想鄉

民有負擔，為還債一事而憂慮。） 

 你會怎樣形容李士謙呢？（樂善好施、寬宏大

量、不求回報等。） 

 你認為鄉民也有值得欣賞的地方嗎？那是甚麼？

（有，他們誠實地向李士謙明言無力歸還糧食，

請求他原諒。） 

小結：從李士謙在饑荒時派糧食給鄉民的行為，可

見他有樂善好施的精神。另外，李士謙明白鄉民的

苦處，把借條燒毀，寛恕他們無法依期還債的過

失，免卻他們的顧慮，可見他有同理心。李士謙的

行為顯現了一名仁者的風範。 

完成工作紙第一部分 

 

 

 

 

 

 

 讓學生理解故事內容，引導

他們設想李士謙幫助別人、

不求回報的心態，凸顯其仁

愛之心。 

 明白李士謙把借條燒為灰燼

的原因。 

 反思李士謙的為人及行為有

哪些值得學習的地方。 

 學習體會別人的感受和需

要，懂得從別人處境考慮。 

 

 

觀看動畫的第三部分  

教師展示教學簡報，進行提問： 

 

 



 

 

 

 

教學步驟（ 時間 ） 教學重點 

 對於怎樣處理手上的二手書，正賢正面對甚麼抉

擇呢？ 

1) 把二手書賣給二手書商，再用賣書的錢買禮

物送給父母，以表孝心；但這樣就不能幫助

有需要的學生。 

2) 把二手書捐給慈善團體，然後轉贈給有經濟

困難的學生；可是這樣做就不能把賣書的錢

買禮物給父母。 

 他最後的選擇是甚麼？為甚麼他會有這個選擇？ 

以下各項，他比較重視的是甚麼？ 

1) 個人利益 vs 群眾福祉 

2) 家人快樂 vs 有需要人士的快樂 

3) 物質帶來的快樂 vs 心靈上的滿足 

（正賢選擇把二手書捐給慈善團體，然後轉贈給

有經濟困難的學生。雖然買禮物給父母可以為他

們帶來物質上的快樂，但他認為群眾福祉比個人

利益更重要。幫助有需要人士，可以令他們快

樂，也能為自己帶來心靈上的滿足。） 

 如果你是正賢，你又會如何抉擇呢？為甚麼？ 

 你幫助過弱勢社群嗎？試和大家分享有關經驗。 

 

完成工作紙第二部分 

小結：社會上有不同階層和不同需要的人，只要我

們多關心身邊的人和事，常存善心，即使年紀小，

也能夠為他人帶來支持和幫助。有時候，幫忙他人

時所帶來的快樂和心靈上的滿足遠超物質享受。不

 理解主角正面對的兩難情

況。 

 思考正賢的兩個選擇是出於

甚麼考量。（孝敬父母 ／關

愛他人。） 

 分析主角取捨背後的原因，

辨析當中的價值觀。 

 反思正賢的行為和動機。 

 喚起學生的同理心，思考如

何選擇合適的方式表達對社

會不同人士的關心。 

 領略幫助別人的心情，感受

關心社會各階層的意義。 

 



 

 

 

 

教學步驟（ 時間 ） 教學重點 

過，我們在幫助弱勢社群時，也要衡量個人能力，

量力而為。 

活動三：課堂討論（ 10 分鐘 ） 

教師讓學生閱讀報道，分析新聞事件的內容。 

 中國向非洲捐贈甚麼？（10 億劑新冠疫苗。） 

 中國為甚麼要作這次捐贈？（幫助非洲國家盡快

提升疫苗接種率。） 

 中國這次捐贈有何條件？（沒有，這是一次無償

援助。） 

 這次捐贈有甚麼好處？（可以幫助非洲國家盡快

提升疫苗接種率，增強人民的抗疫力，對抗疫

情。） 

 中國還採取哪些措施援助非洲？這反映了國家本

着甚麼精神和世界其他國家相處？（中國派出醫

療人員和專家到非洲，以及援助其醫療項目。所

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這反映「仁」是愛的擴張，應由親人延展至國人

以及天下間所有的人。「仁」的體現不單出現於

個人、家庭的層面，國家之間也可以互助互愛的

仁愛精神和諧共處。） 

 你認為報道中中國的措施能夠體現「仁」嗎？為

甚麼？（能夠，因為這些措施有助非洲人民對抗

新冠疫情，並提升當地的醫療水平，保障人民的

健康。這反映了中國能關愛其他國家的人民，了

解他們的需要，展現了善心，體現了仁愛精

神。） 

 

 

 

 引導學生明白中國向非洲作

出援助的原因。 

 學習主動關心社會、國家和

世界發生的事情。 

 學會關心國家和世界不同階

層人士的生活和福祉，散播

善心，共建和平的世界。 

 



 

 

 

 

教學步驟（ 時間 ） 教學重點 

完成工作紙第三部分 

結語：關愛別人不會受空間限制，並不止於身邊的

人，還有全世界的人。在國際層面上，不少事例體

現了國家對「仁」的實踐。我們應該多關心世界各

地發生的事、人民的生活和福祉。 

 

 補充資料 

 據《論語》所記載，孔子與門生討論的主要話題，主要涉及「仁愛」、「禮樂」、

「信義」、「孝悌」、「忠恕」、「恭敬」等。而出現最多的是「仁」，有 109

次之多。 

 孔子對「仁」沒有一個統一的解答，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問同樣的問題，孔

子的答案也不同，因此很難有一個固定的說法。 

 例如樊遲三次問「仁」所得到的回答皆不同。第一次，孔子回答「仁者先難而後

獲，可謂仁矣」，即仁者從政時，會不辭勞苦地為人民解決困難的事，等事情完

成後，自己才獲得功祿；第二次時，孔子回答「仁」是要「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即居家要謙恭，做事要謹慎，和人交往要忠實，

即使雖身居野蠻的地方，也不可以拋棄這三件事；最後一次，孔子則回答「仁」

即要「愛人」。 

 孟子則從「惻隱之心」來說「仁」。「惻隱之心」的基礎和核心是「不忍之心」，

即不忍心看見別人無緣無故地受到傷害。「不忍之心」的對象不單是人，也包括

動物，是道德的底線。孟子認為，當一個人有「不忍之心」，他便能設身處地、

將心比己，推己及人，由對某件事、某個人的「不忍」，推廣為對全世界、全人

類的「不忍」，進而推廣為對全世界、全人類的「愛」。 



 

 

 

 

 曾子以「忠恕」來詮釋「仁」。「忠」即是真誠地面對自己，發揮自己的良知良

能；「恕」即是推己及人、無私的對待他人。簡單而言，「忠恕」就是「愛己愛

人」。 

 「仁」在不少儒家著作中都是重要的主題，如《中庸》中講述了「仁」的涵義的

發展、《易傳》則加強了「仁」作為本體及宇宙生化根源的意義。 

 與「仁」相關的中華經典名句：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孟子‧離婁下》） 

3)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 

 

 

 

 

教育局 ── 中華經典名句 

 

 

 

《燦爛的中國文明 ── 孔子解構「仁」字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