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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教育

規劃課堂內外學習活動，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初中課程規劃：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2020/2021
(混合模式)

2021/2022
（中一、中二獨立學科模式）

2022/2023
（初中三級獨立學科模式）

中
一

• 綜合人文科
• 中國歷史
• 地理

• 生活與社會
• 歷史
• 中國歷史
• 地理

• 生活與社會
• 歷史
• 中國歷史
• 地理

中
二

• 綜合人文科
• 中國歷史
• 地理

• 生活與社會
• 歷史
• 中國歷史
• 地理

• 生活與社會
• 歷史
• 中國歷史
• 地理

中
三

• 綜合人文科
• 中國歷史
• 地理

• 綜合人文科
• 中國歷史
• 地理

• 生活與社會
• 歷史
• 中國歷史
• 地理

2024年9月開設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科

參加校本
支援計劃

規劃
課程

參加校本
支援計劃

規劃
價值觀教育



價值觀教育：由規劃到實踐

主題：認識國家及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跨科協作目標：
初中生社、中史及歷史科協作，讓學生通過體
驗活動，認識和欣賞中華文化，思考他們對社
會和國家發展的貢獻，以及如何參與傳承及推
廣中華文化。

生活與社會科
學術周

1-3/11/2022實踐

規劃課堂
內外的學
習活動



善用閱讀課時間，為周會粵劇體驗活動作好準備

製作跨科協作閱讀小冊子

序言說明主題及學習目標，指出粵劇
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例子，以及
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

價值觀教育：由規劃到實踐



價值觀教育：由規劃到實踐



前測

閱讀任務反思

周會體驗活動後測

延伸任務反思



周會粵劇體驗活動：學生的回應

粵劇體驗活動
4/11/2022

如何傳承粵劇的表演藝術，推廣中華文化？



以非物質文化遺產，連繫協作
學科的學習，包括粵劇、長洲
太平清醮及大澳遊涌。粵劇
體驗活動是切入點，然後展開
各科的相關課堂學習。

共同學習重點：
國家及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價值觀教育：由規劃到實踐





粵劇體驗活動後
跨科協作
中一歷史科
長洲太平清醮

學習目標：

知識：認識長洲太平清醮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徵

技能：分析長洲太平清醮的轉變與延續

態度：

• 培養民族認同感

• 了解香港與國家在歷史和文化上的淵源和連繫

• 培養學生關心及尊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及保育



階段流程 學與教策略 學與教活動 期望學習成果

預習 流動應用程式「歷史科考
察易—長洲太平清醮」

觀看「長洲太平清醮」短片(13:45)然後回答問題。
zd(Microsoft Form)

-了解長洲太平清醮的起
源及承傳的重要性。

跟進預習
任務

-對Microsoft Form預習的答案。

-重申粵劇源於廣府大戲，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扣連香港
與國家在歷史和文化上的淵源和連繫。

課堂活動 活動一 : 配對工作紙

活動二 : 觀看短片《搶包山今昔》，及閱讀工作紙的資料，
完成搶包山今昔對比圖。完成後各組學生代表作匯報。

完成匯報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現代社會轉變如何影響長
洲太平清醮搶包山的傳統文化。

-認識長洲太平清醮作為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徵。

-分析長洲太平清醮的轉
變與延續。

總結 -引導學生指出長洲太平清醮的今昔轉變，思考轉變與現
今生活的關係。

-引導學生總結課堂所學，反思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傳承及
保育方面面對的困難。

-培養民族認同感。

-培養學生關心及尊重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及保
育。

延伸活動
(課業)

除了長洲太平清醮外，列出一項同樣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傳統節慶，蒐集圖片 / 畫出節慶活動，並說明特色。

中一歷史教案



中一歷史課堂

前置知識：
閱讀課有關

「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類別，粵劇屬於

表演藝術

課堂探究活動：
長洲太平清醮屬於

「非物質文化遺產」中
哪個類別及有什麼特色？



中一歷史堂學生的回應及反思

堅毅

尊重他人

國民身份認同

守法



中二中史課堂

課題：元末民變

預習：閱讀粵劇在元朝的發展

課堂活動：探討元明歷史有關傳承
中國傳統文化的有利因素及阻力

元朝
到了元朝，雜劇成了最受歡迎的戲劇種類。當時稱一幕戲為一折。選演一部
戲劇中的一幕便稱為折子戲。粵劇有很多劇目以元朝雜劇為基礎，甚至某些
粵劇的傳統戲碼與雜劇完全相同，例如《西廂記》(被稱為元雜劇之冠)、
《竇娥冤》、《踏雪尋梅》、《倩女離魂》、《趙氏孤兒》等。



中二生活與社會課堂

課題：單元24中國國民生活
預習：閱讀有關大澳端午遊涌的文章

課堂活動：
探討大澳端午遊涌如何展現傳統節日在現今社會
的延續與轉變。

反思問題：
• 粵劇表演藝術、長洲太平清醮及大澳端午遊涌

的傳統文化如何反映社會轉變對傳統文化的影
響？

• 如何有效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總結與反思

• 學校善用社區資源，參加外間團體舉辦的「傳．創非遺
教育計劃」，學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基本認識。

• 學校設粵劇興趣班，提供學生穿著傳統戲服，上台表演
的機會，學生對粵劇漸感興趣。

• 學生普遍欣賞及尊重粵劇作為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表演藝術。
他們回應反思問題，積極建議傳承粵劇的可行方法。

• 本學年與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協作，以初中兩級粵劇體驗活
動作為切入點，進行整體規劃，目標是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 通過共同備課會議，生活與社會科、歷史科及中史科教師設
計不同的閱讀任務，貫穿三科的主題。中一和中二兩級班主
任協助在周會粵劇體驗活動前後安排學生進行預習及反思。

• 由規劃到實踐，單一周會體驗活動轉化為個人、社會及人文
教育學習領域的跨科協作，以課堂內外、互相配合的原則，
推展價值觀教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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