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中國語文)

巧用地源、整合資源，傳統文化實踐與傳承

——由黃河文化到香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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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傳統文化

不斷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教育的頂層設計。

2014年，教育部印發《完
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
導綱要》

一

二

扎實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進課堂進教材。

三

積極搭建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的宣傳教育載體。

優秀傳統文化
一個民族

經歷長期歷史發展

積極價值 持久生命力

文化精髓
歷史遺產
精神財富



中華文化學習內容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23)，頁14



學校教育中優秀傳統文化探究

學校教育中的優秀傳統文化教育

實現
「以文化人、
立德樹人」

的目標
以認識和

感受爲基礎，

建立、培養、
提升為路徑，

認識、關注、感受、體認、培養、繼承、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



從黃河文化到香江文化

香江文化

黃河文化

優秀傳
統文化

02

01

黃河流域的人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所

創造的物質、精神與制度文化的總和。

《百度百科》

香江文化是指香港特有的文化形態，因其

地域和歷史背景，充滿了活力和包容性。

《百度百科》

黃河流域
九省

文
物

國家非
遺代表
項目

國家重點
文物保護
單位

省級文
物保護
單位

青海、四川、
甘肅、寧夏、
內蒙古、陝
西、山西、
河南、山東

30
多
萬
處

約900
項

2000多
處

7300多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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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夏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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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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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美
與
共

各
美
其
美

語言
文化

飲食
文化

節日
與習俗

建築與
藝術

......

粵語 茶餐廳、
涼茶、
燒鵝......

中秋燈會、
舞火龍、
花牌......

唐樓、
石屋、
粵劇......

......

資料來源：https://news.cctv.com/china/20090130/100254.shtml



兩地實踐個案

巧用地方資源，豐富課程學習内容。

整合人力資源，保證課程實施效果。

01

02

巧用地源
整合資源



山東省黃河文化資源梳理

名 稱 數 量 代 表

世界遺產
5處 泰山、曲阜孔廟孔林孔府、齊長城、大運河山東段、黃渤

海候鳥棲息地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6座 曲阜濟南臨淄泰安青州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41處 濟南濼口黃河鐵路大橋、蒲松齡故居、北辛遺址……

世界非遺 8項 濱州剪紙、濟南皮影戲、諸城派古琴、定陶皮影戲……

國家級非遺 186項 祭孔大典、濰坊風箏、山東梆子、陳官短穗花鼓……

A級旅遊景區 622處 泰山、黃河口生態旅遊區、菏澤黃河故道風景區……

文化資源豐富，底蘊深厚；
為學校提供豐富的課程資源。

國家以及山東省均爲黃河文化在校園的實踐傳承提
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教學支援。



巧用地源
• 黃河文化
研學課程

整合資源
• 人力資源
• 課程資源

活態傳承

潤物無聲

《黃河頌》

學校課程

黃河文化
（認識、認同、

體驗、傳承）

濟南其中一所學校的《黃河頌》課程



濟南市其中一所學校的《黃河頌》課程

三種課程形態——
一是黃河文化學科滲透
二是「走近黃河」專屬課程
三是黃河文化跨學科主題學習

一個育人目標——
具有國際視野、民族魂魄、
中西合璧、融合發展的新
時代兒童少年。

課程開發的四個維度——
一是黃河文化與藝術；
二是黃河文化與文學；
三是黃河文化與歷史；
四是黃河文化與生態。

四個維度 具體内容與實施

黃河
與藝術

1.沙畫教學與展示
2.學習排演相關歌曲

黃河
與文學

1.讀誦黃河經典詩文
2.開展主題原創詩歌大賽

黃河
與歷史

1.尋訪兩岸古跡
2.瞭解人物、故事、歷史、
變遷

黃河
與生態

1.現場考察
2.撰寫報告

古詩文：
《登鸛雀樓》、《涼州詞》
、《浪淘沙》、《渡黃河》
……

現代經典：
《黃河》、《黃河大合唱》
、《黃河東流去》……

書目：
《中國人的母親河—黃河》
、《黃水謠》、《國寶中的
黃河文明》、《黃河傳》
……



《黃河頌》學校課程圖譜
育人目標

民族魂魄 國際視野
中西合璧 融合發展

課程目標
聚焦黄河精神、彰顯民族
魂魄，培育人格品性。

|

|

|

「黃河文化」
融合課程

黃河文化融入
學科國家課程

|

「品鑒黃河」
專屬課程

編印黃河
知識讀本

|

「黃河文化」
研學課程

|

萬物啓蒙 蕩氣回腸 紅色血脈 科技創新

|

懸河景觀
特色地貌
本草厚德
農業差異
……

音樂之聲回響
九曲流轉訪談
大河奔騰演繹
民俗民藝創編
長河泱泱書寫

睹領袖風采

祭洛口烈士

品農耕文化

……

| |

多橋架南北

黃河變清河

灘塗有危險

……

| | |



香港小學案例

活態傳承

潤物無聲

整合資源
• 人力資源
• 課程資源

傳統文化
（認識、認同、

體驗、傳承）

巧用地源
• 節日
• 粵劇
• 建築與陶藝



傳統遊戲

1 62 4 53

傳統文化

傳統節日 傳統藝術 傳統服飾 傳統戲劇 中國建築
與陶藝

覆蓋全部年級，提高參與度

有機結合 自然連繫 多元策略 互相配合 課堂內外 全校參與



多方協同支持，助力課程與學生發展

專業人員協力完成

姊妹學校鼎力支持

任課教師全力以赴

家長義工通力合作

内地專家教師傾力輔助

巧用
人力資源



一年級傳統遊戲主題
學習資源

學習
目標

1.了解傳統遊戲種類；

2.學習傳統遊戲玩法；

3.體驗感受傳統遊戲魅力，

喜歡玩，並在玩中進行傳承

内容豐富

類型多樣

蹴鞠場邊萬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
——宋 陸遊

遙聞擊鼓聲，蹴鞠軍中樂。
——唐 韋應物

視頻、兒歌、詩句、電影、繪畫、照片

大

宋

運

動

會

丟

手

絹

蹴

鞠

《

哪

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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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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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主題與學習資源

年級主題 學習資源

一年級「傳統遊戲」 圖書、兒歌、古詩、國畫、電影……

二年級「傳統節日」 圖書、電影、美食、剪紙……

三年級「傳統藝術」 圖書、影片、紥染、剪紙、麵粉公仔……

四年級「傳統服飾」 漢服、設計師作品、經典戲曲視頻、博物館……

五年級「傳統戲和
曲粵劇」

非遺粵劇、博物館、經典劇目、電影片段、花
牌、公尺譜……

六年級「建築陶藝」 圖書、影片、微課、北京四合院、佛山陶藝……

學習
目標

資源
内容豐富

資源
類型多樣

資料來源：長沙灣天主教小學校本規劃



01 02
03

04

05

籌—活動準備

學生分組、聯繫參觀
析—已有知識

生活中能辨識粵劇

實—學習過程
第1-4節:認識香港粵劇發展及相關知識;導師協作教授演
唱《帝女花》
第5-7節：參觀八和會館、到高山劇場欣賞粵劇演出；
第8-11節：設計面譜；準備匯報；練習演唱；製作頭飾
、服裝、旗幟、花牌等。
第12-14節：成果展示

定—學習重點

了解粵劇歷史、藝術等知識；
學習體驗粵劇藝術文化，作成
果展示。 展—學習成果

分組匯報

表演曲目

作品展

五年級中國戲曲粤劇



體驗

認識

研習

創新

整體課程規劃

跨課程學習

家校合作

全方位學習

國民教育、國家安全教育

個案小結——巧用地源，整合資源

動手
操作

展示
匯報

分組
學習

外出
參觀

學生
為本



山東
淄博

巧用地源，整合資源

探索與實踐

香港

「三環五步」
課程體系

文化

素養

認同、傳承與創新

知識、技能與思維

花燈

兩地實踐個案

黃河文化

香江文化

傳統
文化

開發？ 實施？



兩地實踐個案

巧用教材資源，整合學習經歷。

巧用地方資源，整合兩地實踐。

01

02

巧用地源
整合資源



兩地實踐個案

巧用地源
整合資源

巧用教材資源，整合學習經歷。
01

巧用教材資源

跨學科文本閱讀

建構知識層

整合學習經歷

跨領域活動實踐

形成能力場

內地與香港

包括課內外、各學科

所有的教學資源。

強調學習過程的多

樣性和個性化。



兩地實踐個案

巧用教材資源，整合學習經歷。
01

巧用地源
整合資源

內地：

語文教材3下3單元（主題

閱讀、整本書閱讀、古詩

詞閱讀）

美術教材5上（實踐、感

悟）

音樂教材兒歌《看花燈》



兩地實踐個案

巧用地方資源，整合兩地實踐。02

巧用地源
整合資源

內地

香港

傳統工藝：周村的「絲絹宮燈」、「走馬燈」、「荷花燈」、
「西瓜燈」、「蓮子燈」；博山的琉璃彩繪燈、琉璃造型燈。

地方習俗：元朗燈籠街；香港傳統節日，如中秋等重要節日，

故事類花燈和氛圍感花燈；學校慶祝活動，用花燈表達文化理

解或裝飾場景。



三創三段

三層

燈
影
淄
博

花燈的
文化淵源
與背景

知識
應用層

知識
描述層

知識
源層

創
意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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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業

育
人
價
值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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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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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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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

燈
點
心
城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藝術特色
介紹

語文

語文
藝術

語文
藝術
科學

節日
花燈故事

花燈
歷史
與傳說

花燈
發展
與演變

簡單造型
介紹

製作過程
介紹

剪紙花
燈製作

竹骨花
燈製作

宮燈製作

花燈的
藝術特色
和功能

花燈的
製作與
創新

摺紙燈+
傳統小食

生肖燈+
傳統
服飾

竹骨燈+
詩詞+臉
譜+燈謎



燈影淄博：「淄博—齊魯—黃河—中華」的地域歷史文脈探究

淄博文化
主題創作社團記錄

齊魯文化
主題創作社團記錄

黃河文化
主題創作社團記錄

民俗文化
主題創作社團記錄



跨課程：以中文課為核心，

全學科參與。

跨領域：中國語文、社會與

自然環境、中華文化、世界

文化等多領域融合。

創花燈

燈點心城：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跨課程：閱讀、寫作、製作

、唱、畫等。

跨領域：

名著閱讀、古詩詞、謎語

香港傳統飲食、花卉、民族

服飾、臉譜等

燈影謎蹤：

香港學校

跨課程：

閱讀、製作、創編

跨領域：

在節日裝飾校園和家



探尋文化特徵

敘述文化故事

創作花燈作品

展秀花燈意趣

評中以文化人

五步

「學做評」課程體系



我們做燈籠、畫臉譜、寫燈謎，很開心！

工具性：
說明的方法

人文性：
價值觀——立德樹人

學
習
成
果



學
習
成
果

深深的愛國情 以傳統文
化浸潤

以文化人

物
事

情

課
程



香江
文化

傳統文化

跨科整合 尋根問源
跨域整合 傳承發展

巧用地源整合資源
以文化人
立德樹人

黃河
文化

內地與香港教師
交流及協作

計劃

情所至而心嚮往之 同志同行 做美好教育的踐行者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