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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焦點
學科及課題：

中二級中國歷史科：

探討如何通過鴉片戰爭的學習，有效幫助學生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研習考慮(一)
選擇研習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史料，讓學生掌握戰爭及其影響，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主要修訂重點



研習考慮 (二)
研習鴉片戰爭：

中國歷史科課程指引
（中一至中三）

中國歷史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中一至中三）



具體計劃：策劃 (一)

研習目標

了解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的內容，

建立對「國家主權」的認知

為列強入侵對人民所帶來的苦難所觸動

認同國家安全對保障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以中華兒女的身份反思歷史教訓



課堂實施 (一)
《戰火下的日記》角色扮演學習活動流程：

課堂目標與「知情行」配合

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興趣、協
作學習

學生於上一課堂已掌握鴉片戰
爭的背景



課堂實施(二)
《戰火下的日記》角色扮演學習活動流程：

研習人物檔案及連繫史實，從不同社會階層的視角認識鴉片戰爭的禍害



課堂實施(三)
《戰火下的日記》角色扮演學習活動流程：

抒發角色對鴉片走私和英國人來華貿易的態度（情感連繫認知）



課堂實施(四)
《戰火下的日記》角色扮演學習活動流程：

教師邀請各組分享「假如我活在1840年」的角色獨白

教師適時點撥，與同學一同重溫知識（建構認知）

教師強調清朝不同的社會階層對待洋人、洋貨和鴉片可能都會因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有不同態度

教師提醒同學多思多想，並留意不同持份者作價值決定時的參考理據

不同角色分享不同關注點，為情意活動創造思考和交流空間



課堂實施(五)
《戰火下的日記》角色扮演學習活動流程： 教師指示各組完成「假如我活在

1842年」構思不同持份者對《南京

條約》的回應，包括他們最難以接

受的其中一項條款並解釋這項條款

為何令他們難以接受

簽訂《南京條約》後，代入角色重新表達對外國人和鴉片的感
受，為價值觀的抉擇提供再思機會



課堂實施(六)
《戰火下的日記》角色扮演學習活動流程：

教師安排跨組分享「假如我活在1842年」

教師指出《南京條約》對中國主權的侵害：

（1）領土主權

（2）管轄自主權

（3）關稅自主權

（4）司法自主權

（5）對外平等權

指出戰敗令主權淪喪，造成社會悲劇，營造「有國才有家」的情感



課堂實施 (七)
《戰火下的日記》角色扮演學習活動流程：

教師指示各組思考「作為當時的中國人，你當刻最渴望的是甚麼？」

教師邀請各組分享一個名詞（例如：和平、穩定、平等、自主等）

教師進一步指出「要達至保障人民福祉的願望，必須要有穩定政治環境，

亦即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它關係到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更與民族復興和人民福祉休戚相

關」

由國家主權到國家安全的層面，喚起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課堂實施 (八)
《戰火下的日記》角色扮演學習活動流程：

所有同學須根據所指派人物的角色設定以及課堂上就「假如我活在1840年」和「假如我活在1842年」

的內容，撰寫《戰火下的日記》約200字，以鴉片戰爭為例子，反思人民福祉與國家安全的關係



學生學習成果

能指出鴉片輸入與禁煙情況

展示珍視和平的態度

能表述角色對戰敗的情感

能連繫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

能認同維護國家安全對保障國民安全的重要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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