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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立德樹人」是小學課程發展的核心方向，《小學教育課程指引》(2024)中指出，

學校應加強價值觀教育，培育愛國愛港愛家的終身學習者。培養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

同感是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宗旨之一(課程發展議會，2017)，為配合社會發展，教育局

將開設人文科，課程建基於現行小學常識科課程，根據原有範疇及學習元素重整並作

出增潤，其中包括加強國民教育，透過增潤國家歷史、中華文化等，加強學生的文化

自信及建立國民身份認同(課程發展議會，2024)。本文將以福德學社小學四年級的專

題研習「沙頭角過去、現在與未來」為例，展示學校如何透過社區歷史及文化學習，

發展學生愛國愛港愛家的態度和精神。  

研習社區的意義 

有學者提倡「在地化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即學校可以善用當地地理特色、

生態環境、社會、歷史、文化等資源來進行教育活動  (Smith, 2002; Sobel, 2004; 

Theobald, 2018）。除了建議將地區的人文、歷史特色納入課程，「在地化教育」也強

調學校與地方居民、社區成員的互動，以及融合師生過往具體的生活經驗。 

「在地化教育」從多方面促進學生學習，因為運用了學生所熟悉的社區為教材，

學生更容易掌握學習主題及內容（姚宗威、蔣佳玲、林淑芬、顏瓊芬，2011）。學生

從課程中梳理所學知識與自己的關係，賦予其學習意義，從而提升學習的主動性和參

與度（Kerrigan, 2018）。透過認識社區的真實面貌及所面對的問題，培養他們對自己

所在土地的感情（蔡奇芳、邱淑惠，2020），也強化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繼而願意

為社區的發展作出貢獻（Bartholomaeus， 2006）。 

規劃專題研習 

建基於以上教育理論，並配合加強價值觀教育(包括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的

目標，福德學社小學的教師帶領四年級的學生穿越沙頭角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讓學

生從中認識國家和社區的歷史文化底蘊。為了更好地緊扣課程，支援人員與教師檢視

了常識科課程中「香港開埠的歷史」、「日治時期的香港」和「香港的歷史遺產」等

課題的學習內容，分析、搜集和選取了社區內與香港社會、國家歷史和中華文化相關

的資源，然後規劃專題研習，以協助學生學習歷史文化。 

為使課程重點、社區特色和學生學習做到環環相扣，教師在規劃專題研習過程中

花了不少心思。在社區資源的運用上，教師在課程中加入「在地化學習」元素，例如

以學校旁邊的古蹟作為考察地點，也應用了「社區介入」策略，邀請區內人士到校與

學生交流；在選材方面，教師核查了歷史資料的出處及準確性，也會在內容、篇幅及

形式上作調整，務求符合學生的能力和需要；在學與教策略方面，教師重視學生為中



心的取向，設計了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包括翻轉教室、虛擬實境體驗和多文本閱讀等，

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在價值觀的培育上，支援人員與教師一起探索沙頭角歷史文

化的人文精神，在梳理各部分的主題脈絡後，務求將學習自然連繫到國家觀念、國家

安全和民族團結等核心元素。 

下文將闡述專題研習中緊扣社區歷史文化的三個部分，包括「沙頭角與禁區的故

事」、「沙頭角與抗日戰爭」和「沙頭角墟市的發展」。 

1. 沙頭角與禁區的故事 

近年政府逐步開放沙頭角邊境禁區旅遊，沙頭角和中英街開始為人所熟悉，但對生

活其中的小學生而言，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為豐富學生對沙頭角過去的認識，

教師採用了「社區介入」策略，邀請沙頭角故事館館長到校主持講座，並為學生「度

身訂造」講座內容，除了介紹沙頭角及中英街的歷史外，也讓學生了解鴉片戰爭的經

過及其影響。教師鼓勵學生在講座前準備問題，更編製了歷史時間表、設計問答遊戲

及海報等，以協助學生在講座後梳理沙頭角列為邊境禁區的原因和過程，並且初步認

識「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概念。講座內容拓寬了學生對社區的認識，有學生表

示「回顧沙頭角的過去，我可以看到這個地區經歷了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見圖

一)。 

講座後，學生參與一系列的探究活動，進一步深化學習內容。「在地化教育」重視

實際生活經驗。禁區許可證(又稱禁區紙)是學生出入沙頭角的必需品，透過仔細觀察

禁區紙上的資訊，學生有機會辨識進出沙頭角的各類人士，也從香港警務處的徽號，

了解執法部門的工作(見圖二)。與學校一街之隔的中英街界碑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亦

是英國割佔香港的實物鐵證，惟中英街屬「禁區中的禁區」，一般情況下師生難以進

入，所以教師利用虛擬實境，讓學生身臨其境，觀察石碑及街內景象。教師在課堂上

翻出中英街的舊照片，通過圖片說故事，從兩邊懸掛的國旗析述當年深港兩地居民的

愛國情懷。 

                          

       

 

 

圖一：學生在講座中提問               圖二：學生探究禁區紙的內容，從中認識警務處的工作 

2. 沙頭角與抗日戰爭 

教師鼓勵學生關心國家歷史，增強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感情。抗日戰爭留下了不

少英烈模範及事蹟，包括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秘密大營救、炸毁日軍飛機的傳奇

人物劉黑仔等，當中不少事件更是在沙頭角社區內發生。教師剪裁這些事件的資料，

製作成漫畫、音檔、語錄等多種閱讀資源，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提升他們對學

習國家歷史的興趣。 



學習抗日戰爭，不僅是學習國家歷史，同時是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讓學生明白

守土有責。學生了解英烈對抗日軍的事跡後，教師帶領學生欣賞抗戰時的宣傳海報及

漫畫，從而了解當時民眾如何為抵抗日軍侵略出錢出力，體會民眾奮勇團結的精神，

並鼓勵學生反思自己作為國家一份子，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維護國家安全，以提高他們

的國家安全意識。 

此外，教師聯同音樂科進行跨科協作，讓學生認識國歌的創作背景。國歌《義勇軍

進行曲》為抗日救國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在抗戰時發揮着凝聚人心、鼓舞士

氣的作用。學生在課堂聆聽國歌的旋律和歌詞，藉此感受中華民族勇往直前、無畏無

懼的精神(見圖三)。最後，教師準備了抗日英雄留言專區，讓學生以心意卡的方式，

將所思所感化為行動，透過文字向抗戰英雄表達敬意(見圖四)。 

                                        

  圖三：學生聆聽國歌旋律和歌詞     圖四：學生撰寫心意卡，表達對英烈的敬意 

3. 沙頭角墟市的發展 

文化遺產遍佈香港各區，承載着豐富的傳統文化，只要用心發掘，不難找到配合課

程發展及有趣的學習內容。毗鄰福德學社小學舊校舍的山咀協天宮(下稱協天宮)是香

港法定古蹟之一，供奉關帝，也是現存少數與東和墟相關的主要廟宇。從該校資深教

師的口中得知協天宮曾用作學校前身「福德私塾」的校舍，再參考古物古蹟辦事處的

報告，教師決定將內容組織成考察及探究活動，進一步實踐「在地化教育」。 

正所謂「耳聞不如目見」，教師在常識課帶領學生走到協天宮作實地考察。配合課

前預習，運用六何法協助學生認識協天宮的背景和關帝的象徵意義，從中認識東和墟

客家鄉民所重視的精忠、義氣等人文精神。協天宮的建築藝術具文化底蘊，例如認識

八卦窗的驅邪含義，從簷板雕刻欣賞精湛的中國傳統工藝。 

因考察當天協天宮內部正在修葺，教師利用虛擬實境教材與學生一起探古尋源，探

究廟內三塊大碑中的內容(見圖五)。石碑原來記錄了協天宮重建時海內外華人的捐款

者，名單包括來自澳洲、加利福尼亞州、夏威夷等地超過 1222 個單位或人士。課程由

此聯繫到十九世紀華工事跡，從華工之苦和捐款數目，讓學生領略自古以來華人不忘

根本，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期望學生在未來對家庭、社會和國家也有同樣的承擔精

神。教師接著講解了東和墟和沙頭角區村落聯盟「十約」的歷史1，配合圖書科的寓言

故事和常識科的角色扮演，讓學生明白團結的重要(見圖六)。 

 
1 沙頭角的居民建立了「東和墟」。由於建墟的需要，沙頭角村落組織「沙頭角十約」，由十約各派代

表籌劃決議建墟之事。另外，「沙頭角十約」在對抗海盜及陸上防禦亦起了重要的作用 (香港非物質文

化遺產資料庫，2024) 。 



秉持「在地化教育」的理念，教師發現沙頭角也有別具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龍

舟舞和魚燈舞，因而讓學生透過影片分析和比較不同的傳統習俗，豐富他們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並協助學生明白香港與內地同根同源，也鼓勵他們思考如何繼承和弘揚中

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有學生指出日後會透過網上分享的方式，積極推廣這些文化

習俗。 

                                  

  圖五：運用虛擬實境探索協天宮        圖六：常識科角色扮演活動 

專題研習的成果和反思 

教師參考「在地化教育」的理論，以社區作為教學的起點，以真實情境深化學生

的學習，從中協助學生建構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觀，培養家國情懷。雖然教師在

準備專題研習上花了不少精力和時間，但當見到學生對自己身處的沙頭角社區的歷史

文化有更深認識，對國家和社區的歸屬感有所提升，從中建立正確價值觀，教師深感

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當教科書的知識與社區的歷史文化相結合，配以開放性的討

論或反思問題，能提升學習的深度和意義。有學生表示從東江縱隊身上學會勇敢(見圖

七)，亦有學生指出團隊精神是很重要的，也有學生表示會透過守法守規和介紹中華文

化等方式來維護國家安全。 

 

圖七： 學生向不同抗日英烈模範學習正確價值觀 

 

是次專題研習讓學生經歷豐富多元的學習活動，提升了他們學習歷史文化的興趣。

學習由社區開始，能使學生投入課程，對學習動機與態度皆有正面影響。教師發現只

要學生對學習內容感興趣，便會主動去學習。學生在思考問題、觀看展板、搜集資料

等任務，有比預期更好的表現。反思過去所佈置的簡單任務，這次的經驗拓寬了教師

的教學視野，希望在未來可以為學生構思更多具探索性和社區特色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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