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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GS04 / GS08 

範疇： 社會與公民 

題目： 孩子的「無窮」盼望──運用經驗學習法及跨學科專題硏習探討香港的 

  貧窮問題 

講者： 江雪儀女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梁小菁老師、胡汝樂老師、陳偉傑老師（寶血小學） 

 

 

引言 

 

香港雖然是國際大都會，在燈光璀璨繁華盛世的背後，貧富懸殊的情況仍然存在。香港

地少人多，寸金尺土是不爭的事實，其地價比全球國際城市如紐約、倫敦、甚至乎東京還高。

有財富的市民能購置豪華住宅；貧窮的市民卻一家大小只能屈居於狹小的居住空間。二十餘

呎的籠屋或「棺材房」的租金呎價竟可媲美豪宅的呎價，確實令人費解。在社經地位較差的

地區，貧窮的兒童及長者比比皆是。 

 

然而，在大多數衣食無憂的小學生眼中，貧窮問題看來是社會的事，是成年人的事，總

之就是「唔關我事」！作為老師，我們又能如何透過課程設計，深入淺出地讓小學生理解社

會議題，培養孩子關懷社會中不同人與事的品德呢? 

 

富跨學科元素的常識科，正正就是帶孩子走進社區了解民生的大門。老師能善用多元化

的課程設計，讓學生透過豐富的學習歷程，建構其學科知識、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是次分享會的課程主題為《孩子的「無窮」盼望》，課程設計的靈感源自常識科六年級

「放眼世界」主題中的單元「國際問題初探」。寶血小學運用了當中副題「貧窮與飢餓」 

的相關概念如貧窮、生活素質、社會保障等等，成為跨學科課程「香港貧窮問題」框架的縱

軸。相關概念與其他科目的學科內容緊扣，再配合經驗學習法及跨學科專題硏習，讓六年級

學生在學習歷程中初步了解貧窮的定義，從多角度了解貧窮人士的艱苦生活，探討及分析香

港貧窮問題成因，從孩子的視角思考並建議解決香港貧窮問題的方案。 

 

學術理論概述及課程應用 

 

A） 跨學科課程結構 

 

是項跨學科課程可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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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跨學科課程結構 

 

各科目先同步進行圍繞著跨科相關概念的科本教學活動，以教授各學科知識及探究技能。

老師精心設計了為期4天的跨學科主題活動週，運用經驗學習法進行各項能引起學習動機的

學習情境如「活在籠屋十分鐘」及「貧富宴」。又運用從常識科所學到的議題探究技巧進行

專題研習。學生再運用從各學科所學到的學科知識及技能，篩選、分析及整合所搜尋到針對

香港貧窮問題及解決方法的資料，發行一份屬於自己的兒童日報。 

 

這種學習能運用生活化的學習情境進行體驗式學習，讓各科目中的學習元素緊扣跨學科

主題中所定的相關概念，讓各科目的教學內容、學習經驗、思考技能互相增潤。學生能從探

究學習歷程中了解跨學科主題下各項元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建構自己的知識和對事情的看

法。 

 

B） 跨學科與建構學習的相互作用 

 

跨學科學習打破了傳統的學科界限，以主題形式探究。除了學習各科目的學術元素外，

亦讓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把所學到的學科知識融會貫通。為使學習更有意義，免得跨學科課

程流於表面及過於空泛，學與教的特點必須與建構主義學習觀相配合（鄭美紅、蘇詠梅，

2001），方能使學生同化新知識與已有概念，並從調適新知識過程中建構個人的知識

（Piaget，1970）。寶血小學的各科老師嘗試就 Campbell，Campbell & Dickson（1999）的建

議列出了「教學清單」（圖二），讓各科教員清楚明瞭課程中所要教授的核心概念及學科知

識，當中要培養的情意態度及要發展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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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教學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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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驗歷程對孩子學習的重要性 

經驗學習萌芽於十九世紀，Dewey（1938）在他的重要作品「經驗與教育」中的「由做

中學」 經驗學習理論，強調學習是經驗不斷的改造與重組之歷程，提出了把各種經驗融入

傳統教學模式之中的重要性。 隨後在 1980 年代，Kolb（1984）認爲學習是經驗轉換以創發

知識的動態過程，是個人與環境互動、衝突和問題解決的結果。知識創造過程是發自具體的

經驗，透過具反思的觀察，把抽象的事物形成概念，並在新情境中主動地驗証概念（Kolb & 

Kolb，2005）。他以四個主要階段來描述學習過程，包括：1. 具體的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 ）； 2. 具反思的觀察（ Reflective observation ）； 3. 抽象概念化（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及 4. 主動地驗証（Active experimentation）。 

在二十一世紀，體驗學習仍然被受關注。華人學者李錫津（2002，頁 6）將體驗學習界

定爲：「透過系統的情境設計，把學習者導入學習情境之中，讓學習者經由『全身體』的體

驗學習，有機會用手觸摸、用眼細察、用耳傾聽、用鼻細聞、用腦深思、用腳、用整個身體

去感覺，由全心靈全身軀和情境更契合的聯結，產生更具體更明確的感悟、感動和體會，將

會激發出更具體、更深刻、更持久的學習。」 這正與 Beard & Wilson（2002）所整合的

「經驗式學習法──齒輪組合」（The Learning Combination Lock）（圖三）不謀而合。 

 

（圖三）經驗式學習法──齒輪組合 （Beard & Wils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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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體驗學習理論對本課程《孩子的「無窮」盼望》之啟示  

 

由於貧窮的概念對衣食豐足的學生來說非常抽象。本來如能夠帶學生實地考察參觀真實

貧窮居住環境，例如籠屋或板間房，或效果會更理想。但是，在實際教學情況來說，要帶領

約一百個學生參觀他人的居住環境是不可能的。那麼，除了搜集並分析二手資料外，老師能

怎樣把課程增潤，讓學生在「貧窮」這相關概念上了解更多呢? 

所以寶血小學在設計這課程《孩子的「無窮」盼望》應用了經驗學習概念，建基於

Kolb（1984）的「學習是經驗轉換以創發知識的動態過程，是個人與環境互動、衝突和問題

解決的結果」的學說上，再運用了 Colin & Wilson（2002）的「經驗式學習法──齒輪組合」

中的元素，在模擬環境、自然元素、五官感覺、情緒、智力、學習方式等六個齒輪中的特定

元素，設計了「活在籠屋 10 分鐘」及「非常貧富宴」兩個體驗貧窮活動。 

體驗貧窮活動一：「活在籠屋10分鐘」 

 

寶血小學善用他們歷史悠久的60多年校舍，找到了一間位於地下的雜物房，精心裝置了

一間籠屋。雜物房既狹小，且悶熱。由於雜物已存放多年，在房間有一陣發霉的氣味。全校

老師總動員搜羅了不同破舊的家居雜物，又找來了幾件破爛不堪的舊校服和鞋子，還在玩具

鋪買來了幾隻膠甲甴，偷偷的放在房裏。每組四至五個學生須困在非常狹小的籠屋中十多分

鐘，運用當中提供的破爛文具，在沒有桌椅的情況下完成學習任務。讓學生在欠缺學習資源

的環境中解決學習的需要。 

 

課程進行時正是春夏交接的悶熱時期，慈愛的校長捨不得學生們受苦，暗暗的著老師在

房間隱蔽處安裝了空氣清新機。鬼馬的老師們突然關掉籠屋中的風扇，有時又關掉電燈，讓

學生感受欠缺穩定電源供應的幽暗焗熱居住環境。還有，老師藏在儲物室內的假曱甴，竟把

平時聲大夾惡的頑皮學生嚇得嘩嘩大叫！這些突然而來的環境轉變，牽動了學生不同的感官

和情緒，學生的學習經歷及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皆被隱藏在雜物房天花板的閉路攝影機記

錄了下來，這些片段成為促進學生反思的重要工具。 

 

體驗貧窮活動二：「非常貧富宴」 

 

另外一項重點的體驗活動，就是「非常貧富宴」。不少學校也有進行「貧富宴」這學習

活動，大部分是邀請非牟利機構到校提供一站式服務。先是進行關於貧窮主題的講座，然後

由機構提供食物，再由社工主持貧富宴的活動過程，這是不錯的體驗飢餓活動。 

 

寶血小學的老師們，為了加強活動的成效，設計了這個「非常貧富宴」。一星期前，老

師先邀請了樂施會到校進行了關於貧窮主題的講座，讓學生了解世界各地貧窮孩子的生活。

期後才進行由老師精心設計及安排的「非常貧富宴」。為讓家長明白活動背後的意義及各項

能配合老師的事前工作，老師先發了「家書」給家長。活動當天，大部分家長非常合作，配

合了老師的要求，狠心地沒有提供早餐及午餐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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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在老師派發餐包給學生做早餐的時候，有些平時嬌生慣養的饞嘴學生，不屑老

師提供的餐包一點味道也沒有，有些拒絕了老師的供應，有些把麵包偷偷的藏在書包中。然

後，由老師抽籤決定誰能成為11個幸運的富貴人家，並在胸前繫上漂亮的襟花，以資識別其

富貴身份。其餘的便成為世界的大多數貧苦大眾了。 

 

小息了，剛開始肚餓的學生，等待老師派發美味的小食。富貴的學生能享用芬芳撲鼻的

麥當勞豐富早餐。可是，其他貧窮大眾就只能夠被分配得四條麵包皮及一杯清水。 

終於等到午餐了，孩子們已餓得餓子肚子咕嚕咕嚕作響。小眼睛眼巴巴看著富貴的同學

能被邀請到台上享用美食，實在令人羨慕極了！看著老師扮演侍應生，為他們逐一端上熱騰

騰和香噴噴的鮑魚燒賣、燕窩蛋撻、豉油王雞髀……還有冰涼香甜的楊枝甘露作甜品！至於

貧苦大眾呢?竟仍是吃麵包皮和喝清水一杯！有些肚餓極了的學生們已經由羨慕變成妒忌，

妒嫉再變成萬分憤怒了！ 

發現 

孩子們在這兩個經驗學習活動中所衍生出來的各種有趣行為及他們作出的反思，當中代

表著不同的社會實況。透過是次《孩子的「無窮」盼望》課程初探，我們綜合了以下各重點，

希望能助同工設計以常識科內容為主導，具經驗學習元素的跨學科課程。從本課程設計及教

學實施等方面我們的發現如下：  

A） 在教學目標上： 

建議老師定出相關概念並善用「教學清單」籌組具建構學習元素的跨學科課程。善用經

驗學習法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歷程，讓學生經歷抽象的概念，並且產生新的經驗以建構屬於學

習者的知識。所以，在實際的課程發展及設計上，必須提供學生充分時間作實踐體驗。  

B） 在教學方法上： 

老師可因應校情，營造一個安全以及容易引起學生共鳴的學習情境（外在環境），然後

牽動學生的五感及情緒（感覺）帶領他們融入教學情境，並協助學生運用智力及學習方式探

究（內在環境），助他們經歷教學設計並獲得新經驗，把抽象事物概念化。學生在學習情境

中的「反思」過程非常重要。 

C） 在教學選材上： 

教材之內容須能夠提供學生具體觀察、感受、經驗和反思的學習機會。 

結語 

 

由課堂觀察及學生習作分析可見，老師有效地以常識科課程為縱軸，運用了經驗學習及

跨學科課程設計，讓學生能更明確理解課程中有關貧窮、生活素質和社會保障等對小學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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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較抽象的相關概念。由分析習作「兒童日報」可見，學科與學科間的學習元素互相增潤，

特別是常識科、中文科、英文科、圖書館（跨科閱讀）之間的緊密合作。學生能夠運用相關

概念配合時事及數據，對解決本港貧窮問題作出個人見解及建議可行方案。所寫的文章言之

有物，行文流暢。在有關體驗學習活動反思的篇幅內，能反映他們當時的真實情感及當中對

貧富懸殊社會現象的覺悟，可見孩子從中學懂了體恤、感恩及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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