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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宋王臺看宋朝歷史 

例子一：主題學習 

 

主題一：沙中線的文物保育 

學習時數：50分鐘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了解不同人士對沙中線文物保育的觀點，學會分辨事實與

意見。 

2. 透過互動討論，讓學生分析保育沙中線文物的好處和壞處。 

3. 培養學生對社會的關注，願意為共同福祉努力 

學習流程: 以翻轉教室的理念，促進學生主動參與學習。 

課前預習： 

教師以港鐵興建沙中線時發現宋朝古蹟作為引入點，引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 

(1) 學生在網上閱讀 2014年相關的新聞剪讀，初步了解當日事

件。 

(2) 學生在家中觀看相關的短片，在預習簿上寫下自己的想法。 

課堂討論 

教師按短片內容，分「古井的發現」、「考古的演述」和「古蹟應

該保留嗎？」三個大綱與學生一起探究宋王臺古蹟群的保育價值。 

探問題目： 

 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分別。 

 分辨短片中講者是屬於歷史學家還是考古學家。 

 分析和觀察講者的意見，並找出理據解釋兩人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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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總結並講述有關沙中線的其他資料。 

小組討論(兩人一組) ： 

 原地保育的好處和壞處 

小結： 

   沙中線文物保育的方案需要顧及各人意見，平衡各方利益。 

 

學習重點(一)：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 

對朝代的興衰故事有一定認識，也對

該朝代的人民生活與文化傳承有深刻

的研究。 

歷史的搜證以文獻書籍為主，重視經

典與口述故事與生活文化的傳承，也

重視學者間的交流與觀摩。 

考古學家： 

根據發掘工作，以科學及有系

統的方法考證出土文物，評鑑

物品所屬的年代，並以書籍典

故，說出文物的朝代與當時的

社會民生。 

出土文物的保育，是人類研究

或了解歷史的憑證，也可以確

實和補足歷史故事。 

 

 

學習重點(二)：觀點與立場 

學生從影片中人物的說話內容分辨他們所說的，是客觀事實、還

是觀點立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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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事實 觀點立場 

1. 當地是大平原，有河流流經，

附近又有優良港口，交通便

利，所以皇帝留駐九龍城機會

最大。 

2. 宋王臺現時被遷移到原址以西

300呎宋王臺公園。 

1. 今次發現或證明九龍城一帶

早於宋代已有市集，為來往

香港的商船提供補給。 

2. 香港過去不少古蹟就是因外

表不美觀而被破壞。 

 

 

學習重點(三)：原地保育的支持與反對 

學生根據個案中不同人物的論點，加以分析和討論，並作出歸

納，匯報組員的共識。 

 

 

1) 可以發展成歷史文化園
區，補足小皇帝曾在香港定
居的故事。

2) 這是香港歷史上唯一一
次有天子到來的地方，值得
紀念。

3) 可與其他九龍城的古蹟
(如:現時被遷移到原址以西
300呎的宋王臺)聯結，成為
歷史文物徑

1) 保育方案會令地鐵超支
50多億元，有財務負擔。

2) 根據法例，列為法定古
蹟的建築受保護，古井無法
定地位。

3)原址保留的部分古井已不
能回復當日模樣，保留的意
義不大。

支持

[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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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重視師生間的互動學習與同儕

間的討論，讓彼此的思考層次邁向

高階，也能協助學生從多角度探究

事件，學會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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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 從宋王臺看宋朝歷史 

學習時數：50分鐘  

學習目標： 

1. 透過宋王臺的故事，讓學生了解宋末兩位小皇帝在香港的居住歷

史，培養他們尊重歷史證據的研習態度。 

2. 協助學生從資訊科技工具中找出、評估、提取、整理和表達資訊 

3. 協助學生從不同資料中，探討歷史事件及人物的不同看法。 

 

學習流程：以翻轉教室的理念，促進學生主動參與學習。 

課前預習： 

教師鼓勵學生在家中觀看「宋王臺」的影片，例如： 

(1)教育電視，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在預習簿上寫下重點。 

(2)資源短片(edu-puzzle)，鼓勵學生回答影片中的相關提問。這

資訊工具可即時把各學生的表現傳遞給教師。根據這數據，教

師對學生的知識水平有初步了解，有助課堂的深入探討。 

課堂研習： 

教師首先匯報學生觀看宋王臺故事的數字，讚賞學生的勤奮與聰

穎，繼而以宋王臺的故事，帶領學生進入南宋敗亡的歷史隧道。教師

以「簡報」展示北宋和南宋的地圖，帶出宋代令人佩服的歷史人物，

與及宋代海路發展和官富場的歷史。教師設計課業，透過師生互動的

方式完成討論的重點，與學生共同建構知識。 

學習重點(一)：宋代英雄 

教師以學生的已有知識「岳飛的故事」，帶出南宋偏安的史事。學

生透過閱讀「宋朝歷史」的文章，在課業的年代更替表中列出宋代的

大事。從過程中，學生學會以年編序的歷史，看到國家由盛轉衰的情

況，與及議和後，國運享有太平的日子。 

教師派發「我最喜愛的宋代英雄」工作紙，邀請學生扮演宋末三

傑，作自我介紹。然後學生投票，選出最喜愛的宋代歷史人物。學生

在代入角色的過程中，分享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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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從影片初步認識宋王臺的故事，讓他們在課堂中更投入活動，

從師生互動的答問，與課業的指引中，深入探討南宋皇室逃亡時，

國家與香港的相互關係。 

學習重點(二)：宋代的香港 

教師設計課業，讓學生分組討論，讓學生從文獻史料中，分析和

歸納，作出結論。 

討論重點：為甚麼宋朝皇帝

南逃時，選擇香港作為居留

地？ 

疑點： 

(1) 甚麼是官富場？    

(2) 宋代香港的鹽業發展如

何？ 

(3) 離開九龍後，宋朝皇帝

去了哪裏？有回來嗎？ 
 

延伸討論：為甚麼宋朝皇帝

選擇海路南逃？ 

疑點： 

(1) 陸路交通有危險嗎？ 

(2) 海上交通繁榮嗎？ 

(3) 宋朝皇帝南逃的港口與

當時的「海上絲綢之

路」有何關係？ 

 

 

小結：宋朝的繁華，因戰亂向南遷移。香港自宋代以來，都是海

運的商口。 

工作紙: 請填寫南逃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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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預設的課業上，利用資訊工具下載的地圖，標示現今馬頭

角一帶，當年宋家皇室留下的古蹟，例如：宋王臺公園、聖山所在的

沙中線地盤、金夫人(晉國公主)墓所在的聖三一堂學校、露明道公園

內「古瑾圍」舊址，與及紀念國舅楊亮節的侯王廟。 

 

  
 

學生利用資訊工具下載的地圖，標示現今馬頭角一帶，當年宋朝

皇室留下的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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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延續 

1. 教師可進行跨課程閱讀，鼓勵學生從文章中，引發自學的興趣，

例如： 

 閱讀「宋帝在九龍的事跡」文章後，進一步尋找宋帝在港居

留的其他地點和故事，例如：淺灣(荃灣)、大奚山(大嶼

山)。 

 閱讀宋代文人的愛國詩詞，圈出其中感人語句，說出感受。 

例如：滿江紅、示兒、過零丁洋 

 閱讀《清明上河圖》文章後，可進一步尋找畫中景物的故

事。 

 

2. 教師可設計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參觀新界文天祥公園，了解

他後人南來定居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