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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言 歷 史 教 育 需 與 時 俱 進，道 器 並 重。其 中 以「 器 」傳 情，以「 物 」達 意，教 導 

學生如何透過歷史文物 體 會歷史的精神，建立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一直

是歷史教學的重要策略，而博物館學習更是歷史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 

以 博 物 館 為 基 礎，以「 器 物 」為 文 物 教 育 的 媒 介，讓 學 生 透 過 近 距 離 接 觸 

「器 物」，引 發 學 習 歷 史 的 興 趣，誘 發 思 考，有 所 感 悟，產 生 共 鳴，進 而 主 動 探

究，自 發 學 習。能 夠 立 體 地 傳 遞 寶 貴 的 歷 史 訊 息，讓 學 生 印 證、鞏 固、深 化 及

延伸課堂所學，拉近學習的距離。在中國歷史教學中，學校只是學習的起點。

有 效 的 學 習 不 會 局 限 於 課 堂 內，教 師 可 善 用 博 物 館 的 特 有 優 勢，輔 以 多 元 

活 潑 的 教 學 策 略，充 分 運 用 不 同 的 學 習 時 間 和 空 間，讓 文 物 走 進 課 堂，展 現

其背後的歷史故事和文 化 內涵；或突破課堂的限制，使博物館成為學生學習

歷 史 的「第 二 課 堂」，讓 他 們 樂 於「微 觀」、勇 於「探 索」文 物 背 後 的 故 事，寓 觀

賞文物於深度學習之中，拓展課堂學習經歷，充分發展全方位學習。 

教 育 局 一 直 與 本 地 博 物 館 緊 密 合 作，透 過 多 元 化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豐 富 學 生 在

歷 史 探 究 方 面 的 學 習 經 歷。適 逢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於2022年 開 幕，承 蒙 國

家 鼎 力 支 持，國 寶 級 的 展 品 可 謂 琳 琅 觸 目，璀 璨 生 輝。教 育 局 為 進 一 步 推 動

文 物 學 歷 史，達 至「 文 物 進 校 園 」的 目 標，於 2022年 首 度 與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館 合 作 出 版《細 說 文 物 —— 中 國 歷 史 教 學 資 源 冊》，深 獲 學 界 廣 泛 認 同。今 年

我 們 再 度 攜 手，共 同 編 撰《 細 賞 文 物 —— 中 國 歷 史 教 學 資 源 冊 》，引 入「 授 人 

以 魚，不 如 授 之 以 漁」的 理 念，特 別 設 計 以 圖 卡 展 示 內 容 的「文 物 寶 藏 篇」及 

「活 動 錦 囊 篇」，幫 助 教 師 掌 握 初 中 中 國 歷 史 科 課 程 的 主 題 導 賞 知 識 及 設 計

教 學 活 動 的 理 念。多 元 化 的 探 究 學 習 活 動 及 文 物 共 通 知 識，既 能 幫 助 學 生 

活學文物、鞏固學習，亦能激活教師的創新教學意念。即使展覽的文物輪替，

教師也能運用資源冊所提供的教學策略示例舉隅，轉化成多元化的創意導賞

活動，以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提升他們在博物館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並進

一步認識學習歷史所需的求真精神與毅力，為學習中國歷史創設有利條件。

期 盼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展 出 的 珍 貴 文 物 配 合 資 源 冊 在 學 與 教 策 略 方 面 的

建 議，能 便 利 教 師 共 同 努 力 推 動 文 物 學 習。教 師 不 但 能 透 過 資 源 冊 體 驗 不 一

樣 的 導 賞 活 動 設 計，並 能 因 應 所 需，通 過 恰 當 剪 裁 及 有 序 鋪 排，策 劃 具 校 本

特 色 的 導 賞 路 線，為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機 會，讓 學 生 透 過 參 觀 博 物 館

的 藏 品，加 深 認 識 中 國 歷 史 古 今 發 展 的 進 程 及 體 會 中 華 文 明 的 輝 煌 璀 璨 與

賡續不絕，培養以史為鑑、繼往開來的精神，同時增強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

認同感、歸屬感和責任感。 

李美嫦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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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館 教 育 是 一 項 細 水 長 流 的 工 作。千 里 之 行，始 於 足 下，我 們 希 望 可 以 

持 續 地 與 教 育 局 合 作，在 十 年、二 十 年 的 時 間，一 定 可 以 見 到 顯 著 的 成 效。 

我 亦 期 待 日 後 會 影 響 更 多 學 生 成 為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文 化 大 使，協 助

我們傳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吳志華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

序 
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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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與 教 育 局 合 作 編 製 了《 細 說 文 物 ── 中 國 歷 史 

教 學 資 源 冊 》，用 於 學 校 參 觀 展 覽 前 後 的 研 習，受 到 老 師 和 同 學 的 歡 迎。 

由 於 反 應 熱 烈，今 年 我 們 再 度 合 作，編 製 了 續 篇《 細 賞 文 物 ── 中 國 歷 史 

教學資源冊》，我謹對編輯團隊和教育局致以衷心的謝意。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自 2022年 7月 開 館 以 來，首 年 的 參 觀 人 數 已 達 130萬， 

受 到 廣 大 觀 眾 的 熱 烈 歡 迎。公 眾 透 過 觀 賞 館 內 展 出 的 故 宮 文 物，可 以 進 一

步 對 中 華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有 全 面 和 深 入 的 了 解，認 識 到 中 華 五 千 年 文 明 的 發

展，以 及 其 連 續 性、統 一 性、創 新 性、包 容 性 與 和 平 性 等。對 於 學 生 的 參 觀 與 

體驗，我們則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因應學生不同的學習背 景 和興趣，我 們的團隊製作了不同的教材，協助老師

制 定 合 適 的 學 習 教 案。同 學 們 可 靈 活 地 將 這 些 文 物 資 訊，結 合 自 身 的 學 習 

經 歷 及 生 活，建 構 屬 於 個 人 的 文 物 與 歷 史 意 義。長 遠 而 言，我 希 望 同 學 在 

學習知識之餘，還可以 進 行實踐性的學習經歷，成為傳統文化創新和傳𠄘的

一份子。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目標是成為世界領先的博物館，推動中國文化藝術

的研究和欣賞，並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博物館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與

故宮博物院的合作項目，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捐35億港元成立， 

並於2023至2031年期間支持博物館部分年度大型展覽及教育項目。

博物館以嶄新的策展手法，從香港角度出發，結合環球視野，展出故宮博物

院和其他世界重要文化機構的珍藏。博物館將透過展覽、研究、教育和專業

人員交流，建立全球合作夥伴，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

位。博物館亦是香港社區的文化資源，提供活力充沛的平台，推動社區參

與，鼓勵對話與合作，並增強文化創造力和跨領域合作。 

我們致力與本地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建立長期策略夥伴合作，提供原創教

材、新穎的教學方法與教師培訓。博物館鼓勵學生和青年人參與，培養他們

對中國文化藝術和歷史的興趣。 

關注我們！獲取更多博物館的最新動態： 

www.hkpm.org.hk

關於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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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本 導 賞
路 線 新 思 維 

導賞策略
大不同？

在參觀過程中，教師宜因應學生特質及需

要，靈活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構思學習

活動，提升學與教效能。規劃導賞流程及

方法時，可因應學生的能力、興趣及參觀

時間，運用以下模式或混合模式進行：

➁ 互動探究式 
導 賞 員 講 授 及 學 生 探 究 並 重。
導 賞 員 以「 促 進 者 」身 份 指 導
學 生 自 行 探 究，並 提 供 適 當 的
指 導 及 適 時 的 回 饋。透 過 不 同
形 式 的 活 動，發 揮 師 生、生 生
互動的學習效能。

➂ 自我探索式 
教師先設定探究主題，設計及運用不同
的 學 習 活 動，引 導 學 生 觀 察 不 同 文 物，
進行分析、整理、歸納出對主題的看法，
自行建構知識。

① 直接教學式 
以 導 賞 員 講 授 為 主，
導 賞 員 是 主 要 知 識 傳
授 者，以「 導 賞 講、學
生 聽 」形 式 達 致 預 期
學習成果。

細賞文物　



參觀也要 
  瞻前顧後?

正如規劃課堂一樣，博物館參觀也

要有清晰的教學目標和教學流程，

不能 讓 學生「漫 遊（漫無目的地 遊

覽參 觀 ）博 物 館 」。按 學 生 能 力及

興 趣 設 計「引起 動 機 」活 動，是 讓

參 觀 事 半 功 倍 的 重 要 部 署；而 參

觀 後 的「總 結 」活 動，能 起 畫 龍 點

睛之 效，讓 學生 反 思 所 學、鞏固學

習，甚至能提升學生的應用與轉移 

能力，令博物館學習更具意義。 

學 習 貴 精 不 貴 多，「 學 懂 」遠 比 

「 看多」重 要。與 其 走 馬 看花，不

如緊扣參 觀 主 題、連 繫 課程，深化 

所學。以一小 時 參 觀 為例，若加入

互 動 元 素，以 細 賞 5 至 6 件 文 物 為

佳；若 使 用直 接 教學方 式，亦不宜

多於10件文物。 

展品經常輪替難免為導賞帶來 挑 戰，

但 只 要 在 文物輪 替變 換中，尋 找 其不

變 的共 通 點，展 品 也能 成 為豐富學生

學 習 視 角，認 識、理 解 及引證 不 同 類

別文物 特色的珍 貴 教 材。教師甚至 能

幫助學生轉 移學習經 驗，提 升 知識 應

用能力，即使學習同一主題，也會覺得 

耳目一新。 

由於 博 物 館 的 參 觀 時 間 及 活 動 空間

有限，所以並不適合進行大量閱讀、

活 動 幅 度 大 或 需要 花 大 量 時 間 思考

的活動。反之，教 師應以節奏 明 快、

簡單易明的原則，創建有趣的博物館

學習任務，如配對、找不同、猜文物、

快速拼圖等，讓學生速嚐學習成果。 

怎做到適切
又有趣?

校 本 導 賞
路 線 新 思 維 

展品眾多 
怎麼辦?

展品經常 
輪替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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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本 導 賞
路 線 新 思 維 
導賞規劃流程舉隅 

➈反思
檢討流程、活動、文物數目等 
是否合宜，以便規劃下次活動

➂構思展示主題路向
參考《細賞文物》，取得初步概念，並從
軍事、文化、外交成就的相關文物着手

➃實地視察
到博物館視察、拍照， 

確認文物是否仍在展示中

➇博物館導賞
 

➄選取導賞文物
選出5至6件與主題 

相關的展品

➅整理資料
參考《細賞文物》共通知識內容， 

輔以各類網上資源介紹

➆決定導賞模式
參考《細賞文物》導賞規劃篇及活動錦囊篇，運用互動模式， 

設計導引、參觀及反思活動

10 11

➁初選合適的參觀文物
按1小時參觀時間為準則，
初步揀選不多於10件文物

① 設定主題 
認識清初盛世

細賞文物　



參觀規劃＋課程內容＋多元教學＋
自主學習……真的可行嗎？ 

教 師 雖 不 是 專 業 導 賞 員，但 卻 熟 悉 課 程 內 容， 
精 於 教 學 設 計，明 白 學 生 需 要。只 要 教 師 能 掌 握
文 物 的 共 通 知 識，加 強 文 物 與 課 程 的 連 繫，運 用
規 劃 課 堂 的 技 巧，把 課 堂 目 標、學 習 流 程、教 學
策 略、延 伸 學 習 轉 化 為 參 觀 主 題、參 觀 路 線、互 動
策略、延伸活動，就能演化為獨一無二的校本導賞，
突 破 傳 統 博 物 館 學 習 模 式，讓 中 國 歷 史 的 第 二
課 堂 變 得 更 有 趣 味，更 具 意 義。 

本 資 源 冊 配 合 教 育 局《 中 國 歷 史 課 程 指 引（ 中 一
至 中 三 ）》課 程 大 綱 的 學 習 重 點，配 合 靈 活 的「 文
物 寶 藏 篇 」及「 活 動 錦 囊 篇 」圖 卡，擺 脫 博 物 館 
展 品 經 常 輪 替 的 限 制，讓 教 師 也 能 策 劃 具 校 本
特 色 的 導 賞 路 線。 

為何以圖卡設計？
本資源冊設有「文物寶藏篇」及「活動錦囊篇」圖卡，教師可以靈活運
用兩套不同圖卡，以設計校本導賞路線。兩套圖卡特色簡介如下：

文物簡介
選 取 本 資 源 冊 出 版 時 在 展 的 12
件 文 物，提 供 相 關 文 物 資 料， 
教師可藉此策劃導賞活動。

共通知識
提 供 相 類 文 物 的 共 通 知 識（ 如
特 點、用 途 等）。即 使 展 品 更 替，
教 師 也 能 藉 此 掌 握 相 類 文 物 的
學 習 重 點，從 而 輕 鬆 地 預 備 導
賞內容。
 

「文物寶藏篇」（共12張圖卡）

設計特色及
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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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活動
提 供 適 用 於 參 觀 博 物 館 時 的 學
習活動，打破單向的導賞模式，
讓 參 觀 體 驗 更 具 趣 味 和 自 主 學
習精神。

活動舉隅
提 供 導 賞 活 動 的 具 體 示 例 作 
參考。

「活動錦囊篇」（共10張圖卡）

展品位置圖有何用？
資 源 冊 內 附「文 物 寶 藏 篇」的 12件 文 物 位 置 圖，以 便 教 師 規 劃 校 本
導賞路線。

《 細 賞 文 物 —— 中 國 歷 史 教 學 資 源 冊 》可 於「 教 育 局
中國歷史科教學資源及參考資料」網頁下載

設計特色及
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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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路線示例
示例一
清初盛世

清初盛世
• 文武兼善的康熙帝、雍正帝和乾隆帝祖孫三代創下了 
 清初盛世。

• 康熙帝在位61年，南平三藩、出兵台灣，統一全國，亦曾六次 
 南巡，了解民生。

• 雍正帝在位13年，勤政不懈親批奏摺；並因時制宜，革新朝政。
• 乾隆帝在位60年，自詡為「十全老人」，曾五次減免錢糧， 
 惠及百姓，又編纂《四庫全書》，以垂久遠。

• 三帝在位合共134年，文治武功各有成就， 
   令國力強盛一時。

①明黃色雲龍紋男單朝袍（康熙）
⇨

➁《萬國來朝圖》
⇨

➂御筆文淵閣記玉冊
⇨

➃花葉紋執壺
⇨

➄四象馱水法轉水禽鐘
⇨

➅「為君難」印

⓵拼湊速遞  
⓶文物多媒體  
⓸尋同求異  

⓺史地一家親  
⓽各從其類
⓻微距鏡頭

步驟
一 引入活動

活動一：拼湊速遞——營造祡禁城

①  指引學生完成活動。

➁  完成活動後，引導學生觀察〈附錄：Q版紫禁城 
 簡圖〉佈局及建築物頂部不同的人物（如皇帝、 
 皇后及官員），讓學生認識紫禁城的設計及 
 佈局特色：
● 以「中軸線」作為建築佈局，講求「左右對稱」。
● 前後區分：前是前朝，後是後宮。

教學備忘
教師可利用
電腦軟件進行拼湊

16 17

主題動畫簡介

活動錦囊篇

文物寶藏及 
導賞路線

請於教育局網頁瀏覽
《趣看中史＠文物》動畫及文字稿

活動錦囊篇⓵

請於教育局網頁下載 
〈Ｑ版紫禁城簡圖〉

細賞文物　



導賞路線示例一

步驟
二 導賞參觀（配合電子學習）

導引
我們常聽說皇帝穿的衣服就是「龍袍」，但其實皇帝在不同場合都
會穿着不同的衣服，而不是每款皇帝的衣服都稱作「龍袍」。 

明黃色雲龍紋男單朝袍（康熙） © 故宮博物院

提問／指示
「同學可以對比現場展品

與上述兩圖，找出哪件與
展品最為接近，並在圖中
圈出相似之處。」
左圖較接近展品，相似 
之處包括有披領、有腰帷、龍紋較多。

提問／指示
「請數數展品上有多少條龍？」

導賞解說
展品及左圖（即朝服／禮服）不能稱為龍袍，右圖才是龍袍； 
而展品則是康熙皇帝夏季所穿的朝服。 

「朝服」是清代君主最隆重的禮服，主要是在登基、萬壽節（皇帝
生日）、大婚等盛大場合時穿着，因此穿的次數並不多。除了黃色
外，朝服亦可因應不同場合而選用紅色、藍色或月白色（淡藍色）。 

我們常說的「龍袍」，正式的名稱為「吉服」，則是君主於日常召見
臣子或一般喜慶日子所穿着，甚至可以作為皇族近親間的互贈
禮物。吉服的設計就與朝服有明顯的分別：

「吉服」上下之間沒有腰帷，為通身袍、不配披領，下擺前後左右
四開裾，袍上繡九條五爪龍紋。「朝服」則是上衣下裳相連的設計
樣式，肩配披領，下擺正前正後不開裾，並有禮服裝飾，而袍上的
龍紋可不止九條的呢！ 

導賞解說
這件朝服上繡有龍紋，遍佈於上衣前後、兩肩、腰帷、下裳、兩袖
等，數量遠超過一般以為帝皇袍服有九條龍的觀念。朝服的龍紋
間襯以彩雲和海水江崖紋，有「綿延不絕」、「一統山河」、「江山永
固」的喻意，充分表現帝皇氣派。 

這 件 清 帝 朝 服 還 繡 有 帝 皇 專 享 的 十 二 章 紋 飾（如 日、月、星 辰、
龍）；又有馬蹄袖、披領等滿族服飾特點，是滿漢文化融合的一種
表現。 

①

➂

➁

➃

左圖：朝服/禮服　 右圖：吉服/龍袍

活動二：尋同求異——哪一件才是龍袍？ 
 

活動錦囊篇⓸

文物簡介

共通知識：
皇帝的衣服

18 19

文物寶藏篇⓵

參觀展品 
明黃色雲龍
紋男單朝袍
時，教師展示

「朝服」和 
「吉服」圖片

請於教育局 
網頁下載 

〈附錄：朝服與 
吉服〉

細賞文物　



導引
清 初 君 主 文 治 武 功，各 有 成 就。當 時 四 夷 臣 服，各 國 各 地 的 使
節紛紛來朝。

乾 隆 帝 在 位 期 間 安 排 宮 廷 畫 家 繪 製《 萬 國 來 朝 圖 》。這 個 系 列
的 作 品 場 景 豐 富，更 以 鳥 瞰 角 度 展 示 各 國、各 民 族 使 節 朝 賀 的
景象。

此 圖 繪 製 於 乾 隆 年 間，描 繪 了 世 界 各 國 使 臣 來 朝 見 清 帝，所 以
定 名 為《萬 國 來 朝 圖》。圖 中 地 點 為 寧 壽 宮 建 築 群。從 上 方 的 景
山，可知是在紫禁城內的東北部。

《萬國來朝圖》 © 故宮博物院

指示
以3至4人為一組，每組學生完成以下其中一項任務：

任務1：觀察展品，在紫禁城地圖上圈出皇帝所在地。 
皇帝所在地為寧壽宮花園，又稱「乾隆花園」。寧壽宮區是乾隆帝
為自己退位之後準備的太上皇宮殿。 

任務2：找出乾隆帝，並推想他的比例與其他人物為何不同。 
教師可引導學生留意乾隆帝的身型較大，以示他才是畫中主角，
亦顯出在他統治下，萬國來朝，一片和樂景象。 

任務3：找出畫中有甚麼動物，並推想哪些動物有特殊象徵意義。 
參考答案及其象徵性：象（太平有象）、麒麟（瑞獸）、馬（貢馬）。 

任務4：請選擇其中一位來朝使節，並說出他來自何地。 
學生可按文物推斷出答案。

①

導賞解說
圖 中 不 但 描 繪 清 朝 周 邊 國 家 的 使 臣，也 有 來 自 歐 洲 的 使 者。 
細數圖中畫工精細的人物，竟然包含了來自四十多個地方與國
家的使節團，他們或騎象或牽馬，場面熱鬧非凡。雖然這種場面
是虛構的，但卻反映了清帝理想中的政治抱負。 

事實上，乾隆帝先後十次重要的對外用兵，武功顯赫，使清代的
版 圖 超 越 漢 唐 兩 代。他 更 先 後 五 次 減 免 天 下 錢 糧（即 農 業 稅）， 
令全民皆大歡喜。 

➁

活動三：微距鏡頭——宏大的細節

20 21

文物簡介

文物簡介

主題動畫

活動錦囊篇⓻

共通知識：
有圖有真相？

導賞路線示例一

文物寶藏篇⓶

細賞文物　



御筆文淵閣記玉冊
© 故宮博物院

提問／指示
找出文淵閣位置所在，並在活動一的 

「Q版紫禁城簡圖」上圈劃出來。
溫馨提示： 

• 鄰近金水河 
• 黑色瓦頂 
• 外朝東面
 

①

導賞解說
文 淵 閣 瓦 頂 為 黑 色，五 行 中 屬「 水 」，而「 淵 」又 是 從 水 的 部 首， 
為何要這樣呢？全因為書籍怕「火」，所以要以水剋火。 

文淵閣始建於明朝，乃藏書、編書及天子講讀之所，後來因明末
戰火被毀。及至清代，乾隆帝下詔編纂《四庫全書》，並決定重建
文淵閣，以收藏這套鉅著。他將建閣初衷撰為《文淵閣記》，並將
文章刻上十塊玉板珍藏。

文 淵 閣 於 乾 隆 四 十 一 年（1 7 76）落 成，但 由 於《 四 庫 全 書 》工 程 
浩大，直至六年后才終於編成第一部。乾隆帝難掩興奮，在文淵
閣內，宴請負責編纂的大臣，以慶賀這一盛事。

➁

活動四：史地一家親——文淵閣特色 

22 23

文物簡介

主題動畫

主題動畫

活動錦囊篇⓺

共通知識：
宮廷圖書館

導賞路線示例一

導引
乾隆帝非常喜歡作詩，一生寫下共四萬多首作品，當中關於茶
的詩就有二百多首。乾隆帝亦鍾愛留在自己的私人圖書館——
文淵閣，究竟他的圖書館在哪裏呢？ 

文物寶藏篇⓷

細賞文物　

Q版祡禁城簡圖 （局部）



花葉紋執壺 
© 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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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指示
根據博物館相關展品的聲音檔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a.  痕都斯坦地區以何種工藝品聞名？ 
玉器。 
b.  乾隆帝認為如何才能有利外交？ 
了解鄰近地區及好好學習其語言。 
c.  乾隆帝懂得多少種語言？ 
5種（滿語、漢語、蒙古語、回語、唐古忒語（藏語）。 

［聲音檔提及的「番語」是藏語中的其中一種方言］ 

①

導賞解說
由此可見，乾隆帝為了在外交建立威信，一生不斷認真學習。 

這件文物來自痕都斯坦，「痕都斯坦」是由乾隆帝據不同地方語
言親自考定的地名，指的是今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東部
的地區，當時該地區主要由「莫臥兒帝國」統治，而來自該地區的
玉器在清宮也開始被稱為「痕都斯坦玉」。 

➁

活動五：文物多媒體——做好外交的學霸  

活動錦囊篇⓶

共通知識：
語言的本領

導賞路線示例一

導引
不 要 以 為 乾 隆 帝 不 學 無 術，只 會 叫 人 編 書，其 實 他 也 是 一 名 

「學霸」。 

這 個 以 黃 金 鑲 嵌 寶 石 的 花 葉 紋 執 壺 來 自 位 於 南 亞 的 莫 臥 兒
帝 國（Mughal Empire，1526–1857）。乾 隆 帝 可 獲 得 來 自 遠 方 的 
玉器，反映了他的外交成就。

請聆聽語音小劇場，聽一聽乾隆帝如何教導皇子勤學勤政，做
好外交工作。

文物簡介

文物寶藏篇⓸

細賞文物　



四象馱水法轉水禽鐘 © 故宮博物院

26 27

清朝的機械人 
指示
觀看《國寶檔案——故宮鐘錶》4'30"至5'50"時段影片，從《銅鍍
金象馱轉花鐘》及《銅鍍金寫字人鐘》看清宮鐘錶的機械技術。

看古鐘，識水法  
提問／指示
a.  請學生瀏覽故宮博物院網站，以「水法轉鐘」字詞搜尋相關文 
 物，看看不同宮廷鐘錶的獨特造型。 

b.  「水法」是甚麼？ 
「水法」是當時很常見的一種活動裝置，透過機械帶動透明螺旋

形的玻璃柱，模擬各種水流效果，是科技與藝術的結合。 

提問／指示
細心觀察文物，並回應以下問題：
a.  這座「四象馱水法轉水禽鐘」的水法在哪裏？ 
鐘分三層，底層為鐘座，藏有樂箱，正面是二針時鐘，中層放置 
水禽，環轉不停。上層為一組水法柱，鐘頂裝有一支轉花。 

b.  底座是甚麼動物，在中國傳統有何象徵意思？ 
大象，牠在中國傳統中被視為吉祥動物，有「太平有象」、「萬象 
更新」等寓意。 

①

➁

➂

活動六：文物多媒體——情有獨「鐘」 

活動錦囊篇⓶

文物簡介

共通知識：
地老天荒，
華麗可待

共通知識：
地老天荒，
華麗可待

導賞路線示例一

導引
清代君主對西式鐘錶尤其喜愛。 

因 應 清 朝 推 行 的 外 交、貿 易 政 策，來 華 的 使 節、傳 教 士、商 人 帶
來大量的西洋鐘錶。這些鐘錶設計新穎、構造複雜，會以機械帶
動不同的人和物（如獸、禽、花等）轉動。這類鐘錶會以大自然及
田 園 風 光 為 背 景，部 分 更 有 變 換 畫 面 場 景 和 奏 樂 的 機 關，工 藝
精湛，兼具實用與觀賞價值。 

文物寶藏篇⓹

細賞文物　



© 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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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提問／指示 

a.  根據以上介紹，再仔細觀察文物，想想它有什麼用途呢？
鑒賞收藏之用。

b.  在博物館展品中找找有沒有其他皇帝的璽印。  

➁

活動七：皇帝的璽印 

共通知識：
皇帝也愛 
儲印仔

導賞路線示例一

導引
雍正帝是一個勤於政事的皇帝，在位13年間，親筆硃批四萬多份
奏 摺，對 官 員 施 政 詳 加 指 導；還 常 常 親 下 聖 旨，因 時 制 宜，進 行
改革！為躬行實踐，他更親筆寫下「勤政親賢」匾額以為承諾。他
日理萬機，有說他每天睡眠不足4小時。 

雍 正 帝 曾 命 人 篆 刻 下「為 君 難」印 章，蓋 印 於 御 書 及 古 書 畫 上，
用以激勵自己不要忘記作為君主的職責。 

主題動畫

「為君難」印

文物寶藏篇⓺

文物簡介

細賞文物　

導賞解說
與歷任皇帝一樣，清代皇帝都有製作御用璽印，種類繁多，用途
廣泛： 

「國寶」： 為了發布詔書和文告的權威性，清代皇帝沿襲前代傳
統製作御用璽印。乾隆帝曾定下二十五方國寶，注明了它們的用
途。除了在清入關以前就已在使用的四方國寶，其餘二十一寶的
滿文漢文一律改用篆書，左邊是滿文，右邊是漢字。
其他璽印：「國寶」之外，清代皇帝的璽印也有用來紀念重要事
件、鑒賞收藏、標識室名之用。



導賞路線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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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三 鞏固學習

每組獲發6張觀賞過的展品圖卡，並以「清初盛世」為題， 
將圖片歸類及說明如何體現清初盛世。 
   

活動八：各從其類——讓文物說話 

活動錦囊篇⓽

請於教育局網頁下載 
本冊之附錄

附錄：尋同求異——哪一件才是龍袍？

左圖：朝服/禮服　 右圖：吉服/龍袍

細賞文物　

附錄：Q版祡禁城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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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路線示例
示例二
清朝尚武崇文之風

清朝尚武崇文之風
• 尚武崇文是清初的統治特色。 
• 清初君主把漢文化融入教育，尊「孔」重「孝」。雍正帝祭 
 孔，改站立為跪拜，將「丘」姓改姓「邱」，藉避諱以示敬重孔子。 

• 乾隆帝孝順母親更是典範。 
• 清朝尤重視承傳滿族尚武精神。每年舉行「木蘭秋獮」 
 活動，君主策馬上陣，皇族、大臣齊發弓箭，射火槍， 
 藉狩獵作軍事訓練，銘記祖先以武立國的艱辛。

⓷眼看手動  
⓺史地一家親  
 

⓹圖文互證   
⓼御印創作

步驟
一 引入活動

活動一：眼看手動——翻轉文物

觀看《趣看中史@文物》之「清朝尚武崇文之風」 
主題動畫，並根據影片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教學備忘：教師可運用教學軟件，將問題嵌入影片，
以翻轉學習形式在參觀前進行]
①  清初統治政策有何特色？請選出正確答案。
      A .  重文輕武   B .  重武輕文   C .  尚武崇文

➁  以下哪些是清代皇子的學習內容？

      I .  滿文   I I .  漢文    I I I .  四書五經     IV.  騎射
 A .  只有I、II
 B .  只有I、 IV
 C .  只有II  、III 
 D .  以上皆是

➂  雍正帝將「丘」改為「邱」的目的是甚麼？請選     
 出正確答案。
 A.  表達對孔子尊重      B .  幫助改變運勢    
 C .  純粹個人喜好

➃  根據影片，以下哪項是滿族傳統？
 A .  飲酒賦詩   B .  木蘭秋獮    C .  蹴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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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動畫簡介

活動錦囊篇

文物寶藏及 
導賞路線

➆康熙帝御用弓
⇨

➇乾隆帝御題松鹿紋扳指
⇨

➈火藥袋
⇨

➉交龍紐「十全老人之寳」
⇨

《珠躔朗曜壽星圖》
⇨

《乾隆帝是一是二圖》 

請於教育局網頁瀏覽
《趣看中史＠文物》動畫及文字稿

活動錦囊篇⓷

細賞文物　



導賞路線示例二

步驟
二 導賞參觀（配合電子學習）

康熙帝御用弓 
© 故宮博物院

指示
「國語騎射乃滿洲根本」，請在 

Q版紫禁城簡圖上圈出清室 
練習騎射的地方。

導賞解說
清 初 君 主 不 但 在 宮 中 設 立 練 習 騎 射 地 方，康 熙 帝 在 康 熙 二 十 
年（1681）於熱河建立木蘭圍場，承繼滿族習俗，更親率皇室子弟
及八旗將士行圍狩獵，訓練武技。 

此弓正是康熙帝御用弓，以竹、牛角、牛筋三層材質，由外而內複
合製成。為防雨水，以樺樹皮包裹，弓中加置暖木為弓弝，以防握
弓時滑手。弓弦為鹿皮製，堅韌耐用。　　 

康熙帝自言「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以今天的單位計算， 
即 是 他 能 用 超 過 八 十 公 斤 臂 力 拉 動 弓 弦，並 且 能 連 發 十 三 箭， 
可見臂力驚人。

①

➁

活動二：史地一家親——神射高手 

活動錦囊篇⓺

共通知識：
騎射好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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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簡介

文物寶藏篇⓻

細賞文物　

Q版祡禁城簡圖 （局部）



導賞路線示例二

提問／指示
觀察展品及細閱圖片，並回答問題。

a.  這件展品是以弓箭狩獵時的「最佳拍檔」，請猜猜如何使用？ 
「扳指」是穿戴於拉弓放矢的拇指上，張弓時用來保護拇指。 

b.  請細看《乾隆皇帝一箭雙鹿圖》，你能看到乾隆帝手上的扳 
    指嗎？
在拉弓的拇指上 。 

（教師可引導學生觀察畫中乾隆帝 
的樣貌和微胖的身形，從而推斷這 
是描繪乾隆帝晚年行圍狩獵 
的作品。）

c.  觀察展品上有甚麼圖案？ 
鹿和文字（御製詩）。

①

活動三：圖文互證——最佳拍檔

活動錦囊篇⓹

共通知識：
指頭上的
寶貝

共通知識：
指頭上的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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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簡介

© 故宮博物院
乾隆帝御題松鹿紋扳指  

© 故宮博物院

導賞解說
這扳指刻有圖案和乾隆帝創作的詩句——《題苹鹿玉韘》，描繪秋
天獵鹿時的景況和心情。詩中提到「白露為霜」之時，鹿子「肌肥
色澤」，哨鹿期間需預早準備弓箭蓄勢待發，專心致志。一枚小小
的玉板指，以圖文盛載乾隆帝秋獵之事，也側面反映了他對尚武
騎射的重視。

這扳指不但可讓我們認識其工藝、材質，但原來也能看到清朝的
統治特色與興衰。

滿 族 初 以 動 物 骨 角 製 成 扳 指，後 因 乾 隆 帝 鍾 情 玉 器，且 隨 着 版
圖擴大，新疆和田玉石大量進貢入宮，於是玉質扳指大量湧現。 
隨着國勢穩定，滿族官員對騎射逐漸生疏，扳指亦從實際用途，
演 變 為 裝 飾、賞 玩 之 物。乾 隆 帝 眼 見 滿 洲 貴 族 荒 廢 武 事，憂 心 
忡忡，故即使年事已高，亦親率子孫行圍狩獵，希望後人不忘祖
先騎射尚武傳統。

➁

文物寶藏篇⓼

故宮博物院圖像連結

《乾隆皇帝一箭雙鹿圖》
（局部）

細賞文物　



導賞路線示例二

提問／指示
觀察圖片，然後回答問題。

a.  從《弘曆擊鹿圖像軸》可見 
乾隆帝在狩獵時，除了用弓箭，
還喜用甚麼？
火槍。

b.  使用火槍時，這件文物是「最
佳拍檔」，同學們試猜想這文物
有何用處？

（學生可自由發揮） 

①

活動四：圖文互證——最佳拍檔 

活動錦囊篇⓹

共通知識：
火槍的拍檔
 

共通知識：
火槍的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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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簡介

© 故宮博物院火藥袋 

© 故宮博物院

導賞解說

清 初 君 主 圍 獵 時，除 了 用 弓 箭，也 喜 用 疾 如 雷 電，無 堅 不 摧 的 
火槍。 

清前期的軍隊普遍裝備火槍，清帝外出也有隨侍的火槍。清初的
宮廷火槍以發射彈丸的火繩槍較多，除了需要從槍管裝填推進
火藥，也需要在火門添加較為精製的引燃火藥。為了保證火藥不
受潮，需要有專用火藥容器做為火槍的配件，在檔案中多半被稱
為火藥葫蘆和烘藥葫蘆，它們都是配合火槍使用的「最佳拍檔」。 

此文物由兩塊天然蛤蜊組合而成，兩旁連接處和管嘴均以銅鍍
金鑲嵌裝飾，管嘴是銅按鈕，可蓋緊及方便控制傾倒火藥量，兩
側穿孔則方便隨身攜帶。

➁

《弘曆擊鹿圖像軸》 

文物寶藏篇⓽

故宮博物院圖像連結

細賞文物　



導賞路線示例二

b.  它們是否很相似呢？請觀察
「武功十全之寶」的相片及閱讀

下 方 文 物 描 述，並 說 明 它 與 展
品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教學備忘：建議使用故宮博物
院的三維圖像觀察，達致更佳
效果]  

①

活動五：孖「寶」兄弟

40 41

© 故宮博物院

導賞解說
交龍紐是帝后寶印的形制之一。其上有兩龍，身軀相交而龍首相
背，合二為一，充份彰顯帝皇威儀。 

乾 隆 帝 在 位 期 間，曾 十 次 重 要 的 對 外 用 兵，史 稱「 十 全 武 功 」。 
後 來 他 命 人 用 和 田 玉，以 漢 文 篆 書 刻 上「十 全 老 人 之 寶」，寶 印
四周刻有乾隆帝晚年所寫的《十全老人之寶說》，其中提到「蓋君
人 之 職，豈 止 武 功 一 事」，原 來 他 自 命「十 全 老 人」，並 非 單 單 為 
炫耀開疆拓土的軍事成就，更勉勵自己思盡君主之責，敬祈天佑
帝業，到暮年時仍需「猶日孜孜」、「自強不息」，竭力盡責，使人生
臻至「十全之境」。

提問／指示
歸納乾隆帝製作孖「寶」的原因。（請選出正確答案）
    顯揚武功 
    自我勉勵 
    發布公文 

➁

交龍紐「十全老人之寳」
© 故宮博物院

導引／提問 

a.  以下哪個才是「十全老人之寶」印文？
右面是「十全老人之寶， 
左面是「武功十全之寶」。 

故宮博物院圖像連結

碧玉龍紐「武功十全之寶」，清乾隆，
高9.6厘米，方12.9厘米。碧玉四周
印有乾隆帝御製「十全之寶說」。

!

•碧玉四周印有「十全之寶說」
•玉製材質
•方形交龍紐

文物簡介

文物寶藏篇⓾

細賞文物　



導賞路線示例二

導引
乾隆帝為了治理好國家，謹遵祖父康熙帝「孝治天下」的格言。

提問
回想在參觀前觀看的「清朝尚武崇文」短片，然後回答問題：

a.  以孝治國是中國哪個學派的主張？ 
儒家。 

b.  影片中的乾隆帝有何孝親的例子？
戲綵娛親。

①

活動六：圖文互證——最佳拍檔

42
© 故宮博物院

《珠躔朗曜壽星圖》

導賞解說
太后逢旬生日，乾隆帝定會舉行多項慶祝活動，舉國歡騰。乾隆
帝在崇慶太后七十大壽時親自繪畫。

此文物是崇慶太后七十大壽萬壽宴的前兩日，乾隆帝在壽康宮
侍奉皇太后用膳並恭進此畫，作為壽禮。

圖中的壽星公代表長壽，再配上左上方乾隆帝親題「無疆悠久」
等祝福語句，足見乾隆帝孝親的心思。

乾隆帝平日也常常向母親崇慶太后問安。有一次太后生病，身在
圓明園的乾隆帝立刻趕到母親居所壽康宮探望，其後更每天三
次請安侍藥，對母親吃甚麼、想不想吃、能吃多少非常關心。

➁

主題動畫

共通知識：
多才多藝 
孝順兒

共通知識：
多才多藝 
孝順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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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簡介

細賞文物　



導賞路線示例二

①

活動七：真真假假 

44 45

導賞解說
展品仿宋代名畫《人物》冊頁，與屏風上掛畫營造出「畫中畫」效
果。此畫雖仿照宋代名畫，但畫師卻巧妙地加入歷代稀世古玩陳
設，突顯帝皇風範。

提問
現實中，畫中的文物亦真實藏於清宮！大家看看以下相類文物
藏於畫中哪部分？ 

有 學 者 認 為 畫 中 君 主 的 漢 服 裝 扮
是真實存在，體現滿洲入關後對漢
文化的認同與融合。但也有學者指
出 清 初 君 主 的 漢 裝 行 樂 打 扮 並 非
真實存在，因為清朝對衣冠規定非
常嚴格，不可能出現皇帝漢裝打扮
的情況。 

無論如何，清初君主確實對漢文化
有 深 入 的 認 識，對 文 士 生 活、儒 家
文化亦極其推崇 。

➁

➂

《乾隆帝是一是二圖》 
© 故宮博物院

© 故宮博物院 © 故宮博物院 © 故宮博物院

© 故宮博物院

導引
清朝的宮廷畫中，有一種稱為「行樂圖」，反映皇帝的日常生活。 
畫中君主亦常穿着不同民族服飾，裝扮成不同角色。

提問
試觀察展品中身穿古裝漢服的乾隆帝，他呈現出以下哪一種形
象？ 
    君主 
    文人 
    武將 
    平民 

文物簡介

癸觚 
商代青銅器。 

嵌蒲紋璧龍紋插屏  
戰 國 璧 玉，清 朝 在
保 存 該 璧 玉 時，度
身 定 製 包 裝 座 架，
以作保護與展示。
註：2022年6月30日至2024年 
6月30日於展廳一展出。 

梵文出戟蓋罐   
明代宣德時期的青
花 瓷，其 上 有 梵 文
為飾。

文物
一

文物
二

文物
三

參考答案

文物
一

文物
三

文物
二

共通知識：
畫中真假
 

文物寶藏篇 

細賞文物　

共通知識：
畫中真假
 



導賞路線示例二

步驟
三 鞏固學習

相信同學透過參觀活動，對清朝尚武崇文之風或清初君
主的生活、治國思想也有所認識。請按今天所學，為清初
君主設計一款寶印印文。

（可以分組合作方式進行）

例子：尚武崇文

活動八：御印創作——印出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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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探索本館的教學資源，深化博物館的學習體驗。  

https://www.hkpm.org.hk/tc/learn/learning-resources   

學校團體工作坊  

立即預約： 
https://www.hkpm.org.hk/tc/learn/student- 
and-teacher#schoolworksho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