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國文化研究院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國民教育線上資源
——從推動中華文化的課程規劃說起

邱逸 博士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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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劉邦

2200年前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

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李白

1260年前

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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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

羅塞塔石碑



© 中國文化研究院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 「重新處境化」

• 透過課程內容的編排

• 重建課程的整體性，
以強化民族情感元素。

• 中國語文過多地強調
工具性，改回建構人
文性

• 在知識、能力之外，
強化情感態度和價值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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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1. 推動中華文化的課程規劃

2. 全校參與
1) 尋根探索

2) 自學平台

3) 跨課程學習——中華文化日活動

3. 學科教育
1) 教材增潤

2) 資源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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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和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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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教育核心

1. 碎片化的中國(中文、文學、中
史)

2. 古代和今天割裂

3. 近／當代史語焉不詳

4. 自卑情緒

5. 沉悶無比

1. 全面跨科

2. 古智今用

3. 古今並重

4. 燦爛自豪

5. 趣味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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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1. 推動中華文化的課程規劃

2. 全校參與
1) 尋根探索



© 中國文化研究院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認知

情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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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尋濃情」計劃

單元教學
學校的

地理位置
配合學校

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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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 第二站 第三站 第四站 第五站 第六站

以翻轉課堂進行考察前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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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校本課程，完善單元教學
單元

教學

校本課程

檢視內容



閱讀不同的地圖
運用圖例和格網座標
運用電子地圖，找出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認識香港地勢及九龍城的位置

認識香港清朝的海防歷史
探討保存歷史遺產的方法

了解香港的近代史
社會的發展及文化遺產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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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技巧
• 透過跨課程閱讀，教授閱讀

歷史資料的方法
• 運用時間線整理資料的重點
• 利用 EduVenture VR

配合寫作(步移法)

跨學科學習
• 學習閱讀不同的地圖
• 利用 EduVenture VR (虛擬實境) 替代實地考察活動
• 運用 AR (擴增實境) 認識自己成長社區的歷史(九龍城區)
• 透過專題研習探討九龍城區古跡的保育措施
• 評鑑九龍城區古跡保育措施的優劣，並建議改善方法

• 認識八大方向
• 利用方向表示位置及行走路線
• 利用 GeoGebra 比較角的大

小，了解樓宇高度與飛機升降
安全的關係

• 以 PowerPoint 插入錄音檔
作匯報工具

• 自行設計的社區探究路線，
運用 Scratch Jr 展示編程
(21-22年度)

• 根據建議內容繪畫設計圖
• 利用不同物料製作建議保

育後的模型(建築物/社區)
• 運用模型在PowerPoint

匯報建議的保育方案

電子學習

九龍城

尋濃情

常識

數學

電腦中文

視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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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1. 推動中華文化的課程規劃

2. 全校參與
1) 尋根探索

2)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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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s : / / f i r e f l i e s . ch i cu l t u r e . o r g . hk /

https://fireflies.chiculture.org.hk/
https://fireflies.chicultur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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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篇流螢」網上閱讀平台

1. 內容廣泛，展現中華多元面貌

2. 文章獨立分級，配合學生水平

3. 涵蓋不同學科，提升學習成效

4. 養成閱讀習慣，增強自學能力

以中國歷史文化為主題的
跨課程閱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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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節慶

香港風俗

中國繪畫藝術

歷代名人故事

文房四寶

更多主題……

民間吉祥物

文物中的科普

中國園林

品味詩歌

中國名物特產

更多主題……

二十四節氣

香港人物誌

中國建築藝術

字裏的故事

今日中國

更多主題……

中國的神話

中國武術

名作家與名作

作育英才

《西遊記》

更多主題……

科舉制度

中國古代服飾

金庸的小說世界

詞之美

神秘的三星堆

更多主題……

大學在中國

陶淵明

中國瓷器藝術

宋詞之盛世

墨子與韓非子

更多主題……

文章取材廣泛，展示中華文化與文明多元面貌

110篇核心文章＋110篇延伸文章

中文 常識

中文 中史 歷史 通識／公民

全面跨科：涵蓋不同學科內容， 補充課外知識，啟發求知欲，樂受文化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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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文化學習與價值觀教育

小六主題：經典名言看人生 古智今用：結合經典名句，學習古人的思想，從中學習
古人的智慧，成為指引自己走向豐盛人生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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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文化學習與價值觀教育

小六主題：經典名言看人生 結合中文科和價值觀教育，
通過題目帶出文章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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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科舉制度，設計晉級之路 虛擬獎章

鼓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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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 加入更多熱門題材，深化中華文化教育。

 廣度: 受惠年級推至小學三年級。

故宮
新
增
主
題

長城 價值觀教育

組
別
安
排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一 中二 中三 高中

展望2022-2023年度

下學年閱讀
計劃將於七
月中開始報
名，密切留

意！



© 中國文化研究院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認識國情系列 自學平台

2021-2022年度首次推出，涵蓋《香港國家安
全教育課程框架》學習範疇。

閱讀材料選自「燦爛的中國文明」、「通識
‧現代中國」、「當代中國」、「香港志研
究中心」網站等，資訊新而多元、全面而準
確。

按學生程度劃分為不同組別，配合不同學習
階段學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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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2-2023年度：全新學年將推出主題式「認識國情」系列自學平台

認識國情系列

我們的故宮

帶領學生在參觀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之前
或之後，認識故宮、
感受故宮、延續對故
宮的探索熱情，領略
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

認識國情系列

國家與香港

涵蓋國家的發展與機遇、
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角
色，以及國安法與維護
國家安全，掌握和深化
重要概念，培養正確價
值觀和態度。

全新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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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1. 推動中華文化的課程規劃

2. 全校參與
1) 尋根探索

2) 自主學習

3) 跨課程學習——中華文化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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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文化推廣計劃
h t t p s : / / c h i c u l t u r e . o r g . h k / t c / n o d e / 3 2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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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 中國傳統節日（小學、中學版）

• 中國古代天文曆法及二十四節氣（小學、中學版）

•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與日常生活（小學、中學版）

• 中國傳統民間表演藝術（小學版）

• 抗日戰爭與日佔香港（中學版）

中華文化日推廣活動

抗日戰爭與日佔香港網上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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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展板（網上瀏覽連結或高清圖檔） *

•教學簡報（Powerpoint及PDF兩種格式）

•教學工作紙／學習小冊子

•分為初小、高小、中學三個程度

*展覽可以實體或網上虛擬形式舉行

專題展板資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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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節日

現已上載網站供人觀看及下載

展板內容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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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天文曆法及二十四節氣 展板內容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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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2-2023年度

全新「我們的故宮」專題展板與掛圖

分中學版與小學
版，每個版本包
括8塊展板。另
備掛圖10張

配合二維碼，連
結網上資源作延
伸學習，包括文
章、動畫和視頻

備學習小冊子、
工作紙、教學簡

報等

將於新學年
九月底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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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1. 推動中華文化的課程規劃

2. 全校參與
1) 尋根探索

2) 自主學習

3) 跨課程學習——文化日活動

3. 課程學科
1) 教材增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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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虛擬學習旅程教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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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不同學科
古今並重、燦爛自豪：涵蓋古今各個課題，探究國家與香港的過去和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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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工作紙

小
學
常
識
科
工
作
紙

小
學
音
樂
科
工
作
紙

一、虛擬學習旅程教材套配合不同學科
全面跨科：適用於不同學科，配合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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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題一：一國兩制的前世今生

• 課題二：地方選舉面面觀

• 課題三：生活消費多面「體」

【由《基本法》推廣資助計劃資助】

• 附加課題：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的實施

【經由專家審核】

二、行穩致遠 ──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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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包括：
課題一至三
1. 資訊圖表海報
2. 歷史歡樂卡
3. 動畫短片
4. 教學建議及工作紙

附加課題
1. 國家安全遊戲卡
2. 有聲漫畫
3. 動畫短片
4. 教學建議及工作紙

二、行穩致遠 ──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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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tps : / /www.youtube .com/watch?v=0zwr74i2h14

遊戲說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wr74i2h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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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短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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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4049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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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1. 推動中華文化的課程規劃

2. 全校參與
1) 尋根探索

2) 自主學習

3) 跨課程學習——文化日活動

3. 課程學科
1) 教材增潤

2) 資源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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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資源搜尋 更方便快捷地搜尋適合教學資源

1.《人文學與教資源5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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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瞭然

備使用指南，一看便知
小冊子的基本編排和資
訊種類，容易掌握。

編排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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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配合不同學科，例
如小學常識科，學習中
國名勝古蹟。

例如生活與社會或公民
科，學習今天中國的科
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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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材製作

• 利用推介文章和影片，製作成
各類型的工作紙，配合教學流
程，例如：

 預習工作紙

 影片工作紙

 閱讀工作紙

 延伸工作紙

活用小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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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版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resources_booklet

直接連結500則
資源，包括文

章和影片

欄目分門別類，
清晰易檢索

備獨立圖檔，
方便製作校本

教材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resources_book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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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學科教學錦囊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3922

其他學科的
教學錦囊將
在新學年開
始前陸陸續

推出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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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資源方法

步驟一

按照任教的年級的學習內容框
架，揀選課題和學習重點。

步驟二

挑選適用的資源下載。
資源種類包括:
• 教材套
• 文章
• 影片
• 圖片
•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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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多網站資源—當代中國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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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多媒體資訊平台：講好中國故事

「當代中國」多媒體資訊平台內容

涵蓋最全面的中國新聞熱點，以及

內地最新社會動態和中國的人、情、

物、事。在這裏細看中國、傾聽中

國、感受中國、讀懂中國。

人 情 物 事

 每日更新，追蹤報道

 實用資訊，增加知識

 趣味專題，故事主導

網站

電視
社交
媒體

傳統
媒體

線下
活動

展覽 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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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4038

配合學習內容：
常識
• 中國的名勝
• 保育古建築和文物
• 利用科技承傳文化
生活與社會
• 文化傳統面對的衝擊
中國歷史
• 從紫禁城到故宮博物

院

價值觀教育
• 中國人對保護文物古

建築的承擔和創新精
神

• 對於文物的關愛
• 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4038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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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我們:

電話：2603 3600

WhatsApp：9580 3275

電郵：events@acsohk.org.hk

網址：https://chiculture.org.hk/tc

mailto:events@acso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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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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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