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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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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常生活的細節學習

對廿一世紀的新世代來說，學習場地已不再局限於學
校課室，而學習內容亦不再只限於教科書上的內容。
為提升學與教成效，不少教師也躍躍欲試各種創新和
有趣的教學方法。以這二十年間的發展為例，教學已
由紙本學習走向電子學習，單向傳授的「填鴨式」教
育也漸漸轉為互動創新的體驗式學習。學生認識中華
文化，也不應再由歷史年份、事件、人物等生硬資料開
始。事實上，跳出課室走入社區，從日常生活的細節
學習，親身體會各種文化和社區的關係，以至當中的
發展及興衰原因，更能使學生全面地了解中華文化在
香港的承傳與發展，並有助他們利用相關經驗考察內
地及其他地區的歷史和文化發展，整全地了解中國歷
史及中華文化的發展脈絡，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 

概況。

修訂中國歷史課程（中一至中三）的其中一個學習目
標是「讓學生透過對中國社會文化發展、民族交往、
中外文化交流、科技發明的認識，了解、欣賞及承傳中
華文化兼容並包、開拓創新的精神，提高學生對中華
民族及文化的情感，並能尊重及關懷不同的文化與承
傳」。事實上，我們在香港可以隨處找到中國歷史及
中華文化的蹤影，例如周末跟爸媽到茶樓吃點心、早
上跟祖父母到公園耍太極、在傳統節慶裏到戲棚觀賞
粵劇、在涼茶舖喝一杯清熱袪濕的涼茶、逛街時發現
老字號店舖掛着以中國書法寫成金漆招牌……各式各
樣的文化傳統均在你我日常生活之中承傳。若我們學
會觀察身邊的一事一物，便能對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
有更好的體會及領悟，繼而發現其兼容並包、博大寬
宏的文化底蘊。

配合修訂中國歷史課程（中一至中三）「培養學生研
習歷史的能力，以及其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的課程
宗旨，教育局鼓勵教師善用社區資源，以多元化的學
習活動及策略，拓寬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空間。社區
資源如歷史建築、古蹟等，是不可缺少的學習資源。
有效的社區考察活動，能培養學生觀察、提問、分析
等學習能力，從而引發他們的好奇心及興趣，提升學
習中國歷史的動機。

前言

為提升教師及學生了解香港社區中的中華文化元素，
並透過社區觀察研習相關主題，以考察活動近距離了
解身邊的中華文化，教育局委託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
中心以「中華文化．香港遊蹤」作為主題，於 2018/19

學年為全港中學生籌辦「中華文化．香港遊蹤」比賽，
並邀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副教授楊永安博士為
顧問，編訂本導賞手冊資源套。

本導賞手冊包括以下部分：

理論篇：闡述社區考察如何促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學
習，讓教師和學生認識設計和籌備社區考察的要點。

實踐篇：從十個範疇介紹如何觀察社區的中華文化元
素，包括「語言及文學」、「服飾」、「飲食」、「娛樂」、
「體育」、「建築」、「節慶、習俗及宗教」、「科技與科
學」、「文化承傳」、「文化交流」，並收錄「中華文化．
香港遊蹤」比賽的個人地標賽得獎和優秀作品作示
例。與此同時，以團體路線賽得獎和參賽作品的路線
作示例，提供豐富及多元化的社區考察示例和活動 

素材。

參考資料和相片集：附上八個中華文化主題的參考資
料，包括書目、文章及相片，讓教師及學生作延伸學 

習，以深入探究不同主題的學習內容。

本導賞手冊版權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所擁有。學
校及機構可選取適用部分作非牟利之教學及研究。任
何人不得翻印本導賞手冊內容作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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