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美德通古今 ── 傳統美德與正面價值觀學習資源套  主題：禮 

讓人一步又何妨 

 生活範疇 

 個人 

 學校 

 社交 

 社會、國家及世界 

 

 學習目標 

1. 學會以理性的態度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糾紛。 

2. 學會以謙讓、有禮和誠懇的態度對待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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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他人＊ 

 同理心＊ 

 國民身份認同＊ 

 理性 

 樂觀 

 積極 

 律己 

 

 配合的中華傳統美德 

 謙讓 

 



 

 

 

 適用科目（跨學科） 

 中國語文 

 生活與社會 

 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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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尺巷》 

張英是清朝時的一個大官，他的老家與吳家為鄰，兩家院落之間有條巷子，供雙

方出入使用。後來吳家要建庭院，想霸佔這條路，張家的人並不同意。雙方爭執不下，

只好到當地縣衙打官司。縣官考慮到兩家人都是名門望族，誠惶誠恐，不敢輕易判決。 

張家的人一氣之下寫了一封信給身在京城的張英，要求他利用職權解決這件事。

張英看了信後，認為應該謙讓鄰里，他在回信中寫了一首詩：「千里來書只為牆，讓

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意思是：你寫信來這麼遠的

地方，就只為了一堵牆。萬里長城現在仍然屹立不倒，但是當年偉大的秦始皇已經灰

飛煙滅了，你又何必為了一堵牆而跟別人爭執呢？）家人收到信後，明白當中含義，

主動讓出三尺空地。吳家見狀，深受感動，也主動讓出三尺空地。最後，兩家爭奪的

地方成了六尺寬的巷子，「六尺巷」由此得名。張、吳兩家從此和睦相處。 

 

（為配合教學設計，歷史故事及典籍內容或經修訂。）  

 



 

 

 

今日應用 

正賢是班會主席，正與班會幹事討論班會秋季學校活動事宜。副主席巧敏提出到

郊外燒烤和野餐，正賢則建議到商場溜冰。班會幹事家晞表示因為正賢是班會主席，

所以一定會支持他的意見。 

正賢認為大家應該一起討論活動地點，因此為大家說明兩個活動的優點和缺點，

讓大家思考當中的利弊，並鼓勵大家尊重彼此的想法，稍後再作出決定。 

 

故事思考點 

我們都聽過「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故事。這個寓言的寓意，正是說出互不相

讓，只想着對自己有利的一面，最後只會招來損失，兩敗俱傷。謙讓一向是中國人傳

統重視的美德，是「禮」的表現。 

古代故事是生活中常見的事，鄰里之間為了個人權益，有時候各不相讓，更打算

對簿公堂，這不但傷害了彼此的感情，嚴重的話，更會引致肢體衝突。幸而故事中出

現了一位關鍵人物 —— 張英，扭轉了事件的走向。張英面對家人要求協助，並沒有利

用自己官員的身份去解決問題，而是選擇平心靜氣、理性地解決糾紛，勸服家人主動

讓出三尺土地。 

張英能夠理解鄰居的需要，尊重和謙讓他們，具有同理心。在他的調解下，鄰里

之間的矛盾和平地解決了。正向的想法是可以感染別人的，當張家禮讓後，吳家也像

鏡子般，以禮讓作回報，讓出三尺土地，使兩家回復和諧的關係。 

在現代故事中，正賢沒有因為自己是班會主席的身份而自作主張決定活動地點，

反而以有禮和誠懇的態度，主動提出以討論的方式去決定活動地點，積極和理性地處

理同學的不同意見，求同存異。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 ） 教學重點 

活動一：熱身活動（ 5 分鐘 ） 

以情境題引導學生思考： 

弟弟把家中的漫畫書胡亂擺放，更把哥哥絆倒。哥

哥感到很不滿，立即大罵弟弟，喝令他把漫畫書收

拾好。 

 弟弟會有甚麼反應？ 

 如果你是弟弟，你被哥哥大罵，你會有甚麼感

受？ 

 你認為哥哥應該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以家人之間相處的情況作

例子，引導學生思考如何

解決日常生活上所遇到的

糾紛。 

 

 

 

     

活動二：觀看動畫 （ 1５分鐘 ） 

觀看動畫的第一及第二部分──《六尺巷》 

教師展示教學簡報，進行提問： 

 張家和吳家因何事而發生爭執？（吳家想擴建庭

園，希望張家能讓出三尺空地，但張家老爺並不

同意。） 

 最初兩家人用甚麼方法處理紛爭？（到衙門要求

縣官主持公道。） 

 故事的結局是怎樣的？為甚麼會有這個結局？

（兩家人都分別讓出三尺空地，變成了六尺巷。

因為張家的人聽從張英的說話，主動讓出三尺空

地；吳家見狀，深受感動，也讓出三尺空地。） 

 如果兩家人堅持己見，結局會怎樣？（對簿公

堂，這不但傷害了彼此的感情，嚴重的話，更會

引起肢體衝突。） 

 

 

 

 理解故事內容，引導學生

思考以理性的態度解決糾

紛的重要。 

 明白「六尺巷」出現的原

因。 

 思考用不同的態度應對糾

紛，會有何不同的結果，

明白「禮」的重要。 

 學會了解別人的需要，尊

重和禮讓別人，培養同理

心，能以理性的態度和有

禮的行為解決問題和紛

爭。 

 



 

 

教學步驟（ 時間 ） 教學重點 

 張英以怎樣的態度處理問題？（理性、客觀、易

地而處、將心比己。） 

 張英的處理方法展現了哪種傳統美德？（禮讓、

易地而處、將心比己。） 

小結：每個人的處境各有不同，人與人之間的相

處，往往會因意見不合而出現紛爭。如果雙方都只

顧自己，惡言相向，問題會難以解決。因此，我們

應該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以誠懇而理性的態度解

決問題，做到「一人讓一步」。出現紛爭時適當地

妥協，能夠達到雙贏的結果。 

 

完成工作紙第一部分 

 

 

 

觀看動畫的第三部分  

教師展示教學簡報，進行提問： 

 正賢與同學們商討甚麼事情？（秋季活動的地

點。） 

 這件事出現了甚麼分歧？同學們各有甚麼理據？ 

（正賢提議到商場溜冰，巧敏則提議到郊外燒烤

和野餐。家晞也贊成去商場溜冰，因為商場有空

調，溜冰後也可到商場吃冰淇淋；況且去商場溜

冰是班會主席提出的，班會主席本來就有權決定

活動的地點。） 

 正賢怎樣處理這次的分歧？（正賢不認為班會主

席可自把自為作決定，反而為大家解釋兩個選項

的優點和缺點，讓大家思考當中的利弊，並鼓勵

大家尊重彼此的想法，稍後再作出決定。） 

 

 

 

 

 理解主角正面對同學對

秋季活動地點的分歧。 

 分析主角處理這次分歧

的方法和原因。 

 讓學生明白應以以理性

的態度解決分歧。 

 學會尊重別人的意見，

以有禮和誠懇的態度，

積極解決問題。 



 

 

教學步驟（ 時間 ） 教學重點 

 你認同正賢的處理方法嗎？為甚麼？（認同，因

為秋季旅行是大家有份參與的活動，所選地點應

該是大家都贊同的，所以應該由大家一起決定；

不認同，因為正賢是班會主席，有權決定秋季活

動的地點，而且這樣做較為省時，不用花過多時

間討論。） 

 可以提出延伸追問： 

1) 假如由正賢一人決定，有可能產生甚麼問題？

（例如：正賢的意願未必是人人都喜歡的，會有

同學產生不快。） 

2) 相比之下，正賢所用的方法，有甚麼值得學習

的地方？（1. 羅列各個方案的優缺點，讓大家客

觀理性分析，並設身處地想一想彼此贊成或反對

的理由，坦誠溝通；2. 給予各人空間冷靜思考，

然後才作出判斷。） 

 如果你是正賢，你會怎樣處理這件事？ 

完成工作紙第二部分 

小結：禮貌就是人與人的良好溝通方式，是個人透

過說話或行為對別人表達敬意，也是理性解決糾紛

的方法。在處理不同意見時，應以開放的態度分析

事件的方方面面，並以有禮誠懇的態度、謙恭的言

行，彼此尊重，達成共識。 

課堂延伸活動：角色扮演（10 分鐘） 

教師讓兩至四位學生根據工作紙第三部分的內容，

進行角色扮演，然後提問： 

 假如學生不認同正賢的

處理方法，教師可引導

他 們 思 考 「 易 地 而

處」、「理性分析」、

「互諒互讓」、「禮

讓」等良好態度怎樣有

助解決問題。 

 

 

 

 

 

 

 

 

 

 

 

 

 

 進行活動前，先向學生

說明，從古至今，禮都

是待人接物應有的態



 

 

教學步驟（ 時間 ） 教學重點 

 慧婷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自己的照片，有甚麼感受

和反應？ 

 美玲有甚麼回應？你認為她的做法是否「無

禮」？ 

 其他人的留言是否恰當？ 

 假如你是美玲，看到慧婷的留言後，你會刪除照

片嗎？ 

提示學生在網絡世界所做的事情都會影響別人，因

此在網上與人交流時，必須自律，保持有禮的態

度，不應嘲笑別人，令別人難受。 

 

小結：無論在現實世界或網絡世界中，我們都應以

禮待人。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喜

歡的事，也不應強加給別人；想別人怎樣待你，你

也應該怎樣待人，這就是同理心。 

完成工作紙第三部分 

度。現今社會資訊科技

發達，在互聯網或社交

平台上，我們都應該以

禮待人，承傳這種美

德。 

 鼓勵學生了解別人的感

受，喚起他們的同理

心。 

 明白在網絡世界中也要

慎言律己，彼此尊重，

以禮待人。 

 讓學生注重運用資訊科

技的態度，提升媒體及

資訊素養。 

 

 

 補充資料 

 「禮」是中國人立身處世的重要美德。中國的「禮節」、「禮儀」是待人接物的

形式，「禮貌」是指個人的修養涵養和態度，而「禮讓」則用於處理人際關係。

中國人十分注重「禮」，因而擁有「禮儀之邦」的美名。 

 「禮」的根源是恭敬、辭讓之心。孟子曾說「恭敬之心，禮也」、「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禮」是指以恭敬、誠懇、辭讓的態度來對待他人。 

 「禮」也指具有莊重的儀表和大方得體的言行舉止。孔子說：「君子不失足於人，

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孔子認

為，君子的言行要不失體統，儀表要保持莊重，言語要謹慎；所以，君子的外貌



 

 

足以使人敬畏，儀表足以使人感到威嚴，言語足以使人信服。有得體的舉止、莊

重的儀表和慎重的言語，才是有「禮」的表現。 

 「禮」的功能，在於維持社會和諧，亦是反映人的行為和內心修養的標準，「禮」

的實踐也能於社會體現出「尊卑分明，長幼有序」的中華文化精神，例如「君臣

之禮」、「夫妻之禮」、「父子之禮」、「長幼之禮」等。孔子說：「弟子入則

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意思是要孝順父母、尊敬兄長，真誠

守信，博愛大眾。人人遵守禮節，有助維持社會秩序，締造和諧社會。 

 與「禮」相關的中華經典名句： 

1)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衞靈公》） 

2)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 

3)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林則徐） 

 

 

 

 

教育局 ── 中華經典名句 

 

《燦爛的中國文明 ── 如何正確使用禮節用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