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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長久以來，文字都是歷史的重要載體，無論是官修的史著，或是民間流傳的野史，

皆為史學家提供了豐富而多角度的材料，讓他們能還原歷史事件、人物的面貌。隨著科

技的進步，印刷術的改良，繪畫和照片等圖象日漸普及，亦成為了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

它們擺脫了文字的限制，將歷史事件、人物「定格」在某個歷史時刻，讓我們能從文字

以外的角度，形象化地認識史事。自圖象出現後，歷史除了可以閱讀，還可以「細看」，

歷史場景的布置，歷史人物的神態動作皆在畫師的筆下，拍攝者的鏡頭下具體呈現，讓

歷史變得更形象化，更具時代氣息。

文字表述有直筆、也有曲筆；有如實舉陳的，亦有委婉表述的，圖象亦然 ──畫師

繪畫的畫作未必是其親身經歷，當中不免帶有想像元素；即使是拍攝「實景」的攝影師，

有時也會「精心布置」拍攝場景，以突出其想表達的重點，所以不難想像，無論是繪畫抑

或照片，當中或多或少都會帶有畫師及拍攝者的主觀感受在內，在研習這些圖象時，必須

仔細審視每一個細節，並參考相關的背景資料，才能找出一個最貼近事實的「真相」，這

亦是培養學生「歷史研習能力」的重要過程。研習歷史，除了是要了解過去，借鑒前人的

經驗，最重要就是訓練學生的思維，培養學生分析、歸納、綜合及評鑑史料的能力，凡此

種種，均是歷史學習及評估中重要的部分。培養學生的「歷史研習能力」，除了讓他們在

學習歷史時更加得心應手，更重要的就是讓學生明白從研習歷史中學到的技能，其實可以

活用於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諸如分析各種宣傳、資訊背後的目的、掌握「事實」與「意

見」的分別、明白證據在建立論點時的重要性，並學習以客觀持平的態度建立個人論點等，

在今天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能以中立、客觀、持平的態度分析各種資訊，明辨是非曲直

尤為重要。所以，歷史研習能力可說是終身受用，亦是學生「終身學習」的重要憑藉。

為了提升學生的歷史研習能力，教育局委託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鄺智文博士就

史料的種類，研習時的態度和方法等撰文解述，並拍攝成影片供教師教學之用；同時，

教育局亦委託行政長官卓越教師協會作統籌，邀請了六位資深的前線教師擬寫資料題，

並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研究中心卜永堅教授及李曉康博士審閱，製作成此資

源套，藉以支援初中及高中中國歷史科的學、教、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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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源套從史料的種類，圖象作為史料的作用及局限等作為理論方面的引入（理論

篇），說明研習史料時的態度和方法，讓學生能掌握史料研習的基本策略；資料題部分

（實踐篇），則從《歷史影像中的近代中國──徐宗懋藏品選》（2013 年）一書中，就

1841-1911、1912-1949、1949-1999 這三個歷史時期挑選了三十二幅不同的圖象擬題，

當中既有歷史漫畫、宣傳海報、亦有黑白、彩色的照片，讓學生可透過圖象進行探究式

學習：從不同的畫作、照片中找線索，抽絲剝繭，推敲作者的原意，從而培養學生分析、

歸納、綜合及評價等史料研習能力，令學習歷史變得更有趣味。資源套內的大部分題目

已自 2015 年 11 月 16 日開始，逢星期一刊載於星島日報教育版「看圖學中史」專欄，

供師生及公眾閱覽。

本資源套包括兩大部分：

• 理論篇：研究歷史時使用甚麼資料？──闡釋歷史、過去及回憶的分別，一手史料

在歷史研究上的價值；照片作為一手史料的價值和局限。此部分附有兩段影片，教

師可以之作導入，教授學生研習史料的態度和方法，或可以之作為自學材料，讓學

生作課前的預習。

• 實踐篇：就 1841-1911、1912-1949、1949-1999 這三個歷史時期出題，每篇資料

題均有導讀、歷史小知識，讓教師及學生能掌握照片史事的基礎的背景資料，而每

題分題亦有「作答方向」，指示教師要求學生的作答重點及方向，最後亦附有建議

答案，方便教師教學及學生自習，將「學、教、評」三者結合。每題均有參考分數，

一般能力的學生基本能取得一半的分數。

本資源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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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不得翻印本資源套及短片內容作商業用途。

若對本教材提出意見和建議，請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3 樓 1319 室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或傳真：2573 5299 / 2575 4318

電郵：ccdopshe@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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