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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伴考察社區，重尋豐沛文化

──港島東區文化漫遊」

慈幼英文學校

黃俊銘老師（中文科副科主任）
李家瑋老師（ 中文科級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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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背景與關注問題



背景與
期望

學校背景

—由天主教修會開
辦的男校

—立足筲箕灣逾70

年，有連結社區的
傳統（如：支援愛
秩序灣大火災民）

—落實優化高中措
施之後，中文科釋
放課時（略）小時

科組期望

—組織閱讀小組，創
設有意義的活動，提
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推動教師思考教學
策略，逐步建立「教
師作為研究者」的文
化，持續反思與進步

—善用校本評核和新
釋放的課時，設計有
系統的廣泛閱讀計劃



男生學習特性 空間的使用：佔用較多空間
—男生腦部空間智能佔優勢
—男生給誤以為無禮、粗魯

形成概念的方法：演繹法
—建立從普遍原則快速推理並應用

動作：走動有助刺激腦部，以控制和紓解衝動行為
—男生坐立不安與血清素濃度較低，新陳代謝較高有關

學習小組的運用
—建立結構嚴謹的團隊，迅速選出領袖，專注達成目標

——Michael Gurian(2001). Boys and Girls Learn Differently!  A Guide For Teachers and Parent.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象徵的運用
—傾向象徵文本、圖示、圖表、有密碼性質的事物，發掘意象



關注問題

善用「學時」

照顧多樣性

學習社群

如何善用優化措施釋放的課時，
結合課堂、網上和全方位學習，
達到延伸、擴闊和促進的效果？

因應男生的學習特性，如何善用
社區和文學資源，促進他們學習
語文的興趣和效能？

如何連結友校同工的助力和智慧，
促進跨校教師的專業交流？



02 規劃理念



各持份者的角色與貢獻

Simple 

PowerPoint

友校同工：

共商漫遊主題，考察
焦點，對應共同關注
的價值觀，設計活動
細節，行政聯絡等

作家、文學地景負責人：

提議優質文本，編訂《導
賞手冊》等／擔任導賞員

教師：

規劃文化漫遊，挑選文學
地景，對應跟友校共同關
注的價值觀，引導學生設
計延伸漫遊，行政聯絡等

學生：

考察實踐、
發現、感悟、寫作、反思

……
語文教學支援組：

引領教師落實優化措施的
課程倡議，聯繫與協調友
校、作家、各地景，提議
選文、交流深度閱讀策略、
促進學與教經驗整理……



03 計劃內容



柴灣文學地景舉隅：

海星堂、羅屋民俗館、

（眺望）柴灣墳場、華

廈邨、漁灣邨等

港

島

東

區

文

化

漫

遊

考察目的： 重新發現和感悟社區
內豐厚的人文資源、文化內涵

考察焦點： 港島東區「人、先人、
神的居所」（包括：現在和昔日）

筲箕灣文學地景舉隅：

天后廟、譚公廟、（眺

望）鯉魚門公園渡假村、

明華大廈等

進階思考： 把不同「居所」、文
本組合、並置，可能可以見到以往
不曾發現的大圖畫

對應價值觀和態度──社區與香港結
連： 無論是在沙士，抑或新冠肺
炎期間，渡假村均曾用作隔離之用，
筲箕灣在不同時期，均作出了貢獻，
連結了社區，於艱難時期從未缺席



學習活動選粹



不同階段的學習

認識香港文學

—內容與空間的
扣連（地景與文
學的結合）
— 事 件 的 扣 連
（個人回憶／集
體回憶）
—反映的文化與
人文精神面貌

地景與作家

—空間佈局、五
感體會、與文本
的異同對照、留
意刺激點
—導賞員引導：
文學、歷史掌故、
引導觀察、以提
問刺激思考等

種子導賞員

參考作家導賞，
與組員就港島東
區的歷史掌故、
文化意義、相關
文學作品設計一
條文化漫遊路線，
供友組同學於聖
誕假自行考察

考察實踐、
發現、感悟

—「橋上看」：
觀察文學地景人、
事、景、物
—「裝飾夢」：
當下的感受、延
伸的思考
—上載實地拍攝
照片

聯校
作家分享會

—從個人生活的
社區，挑選一處
創作地景文學作
品一篇
—作家、大學講
師、文學雜誌主
編等點評；作家、
學生同台分享

漫遊前
的裝備

漫遊中
的觀察

漫遊後
的設計

假期自
行考察

創作地
景文學



由教到學的過程──提供示例、網上資源、文步作鷹架



由教到學的過程──提供示例、網上資源、文步作鷹架



04 初步成果舉隅



學生身分的轉變

聯校考察
參與者

漫遊路線
設計者

社區發現、
反思者

作品深度
閱讀者

地景文學
創作者



明華大廈 華廈邨

海星堂 羅屋民俗館

聯校考察
參與者 （羅屋民俗館照片略）



由學生設計的文化漫遊成果選粹

Add Text Add Text

漫遊路線
設計者



學生對社區的探尋、考察、發現、反思（舉隅）

學生自擬思考問題（答案見下）：觀察海星堂外與教堂內的建築有何特色／
其反映什麽？試觀察教堂內會進行什麽活動？這反映了什麽宗教文化概念？

羅屋民俗館：羅屋簡樸的裝潢與四周的大樓作出強烈對比，顯得
羅屋的歷史更為久遠，而羅屋內的各種傢俱，農具，則能體現舊
時生活的艱苦，令我反思現今生活能安樂是因為前人的努力。

物：在教堂内刻有很多花瓣圖案──秋葉海棠花，生長於内陸的地方，氣候較嚴峻

提醒人要像這些花一樣，遇到困難時要像這些花一樣，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要堅持下去。

事：在教堂一些樓層有青少年一起唱歌，玩樂教堂不只是供教友參加宗教活動，
也能供青少年玩樂多元化＝社區裏不同人士（與它幫助社區裏居民的初衷相符）

社區發現、
反思者



作品深度
閱讀者

（導賞手冊封面略）



觀察和寫作策略（舉隅）



學生地景文學
創作試筆

地景文學
創作者



……

走進春秧街映入眼簾的是一間賣豬肉檔舖，這間豬肉店店員的身軀看
上去十分壯碩，讓人感到不怒自威，他穿着件緊身背心，露出粗壯的手臂，
彷若路燈杆般大，只見他不停努力地剁豬肉，似是没有一絲疲累。周邊的客
人左望右望在挑選好的豬肉，而他卻說：「靚女！我這裏的豬肉全部都是新
鮮的好豬肉，你想要甚麼類型的豬肉做菜色呢？我幫你挑選一下吧！」慢慢
地我看着他們你一句我一句的竟聊起家常來，明明是一對陌生人，卻很快熟
絡起來。再慢慢地向前走去，是一間佈滿蔬果的檔口，內裏的裝潢格外簡單，
但此處的人多不勝數，走近一看，原來有新鮮的愛文芒，看見聞聲而來的人
越來越多，我也不禁停下來湊熱鬧，不久，有一婦人便和那位不知是店員還
是老闆的中年男子議價起來：「靚仔！可不可以便宜兩塊錢呢？我多幫你買
些水果吧！好嗎？」那婦人問道。開始只見中年男人面帶難為地滿口拒絕，
但後來在人情洶湧和越發多客人過來的情況下，那中年男子終於在盛情難卻
底下带着笑容答應她和他們，第一次看着此情境，感到真的有趣，相比於超
級市場的乏味而無情，我更愛春秧街的香港情。

……

慈幼學生作品一：〈春秧街〉 4C 黃同學

以視覺描寫、對話
呈現人物情態

對應寫作的學習目標：

(1) 培養構思、表達、創作等寫作能力；
(2) 掌握寫作策略；
(3) 樂於寫作、勤於寫作、認真寫作。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



……

等待取雞期間，母親當然是爭取時間去其他檔
口買東西，我們向前步行一會兒，便到了一檔門前
掛着一個豬頭的肉檔買豬肉。很奇怪的是肉檔前面
一定掛着幾盞紅色的燈罩，燈罩看起來真的好像古
代的奪命武器「血滴子」。看着肉檔老闆手起刀落，
轉眼間就可以把一大塊紅潤的豬肉斬成很多件，難
道豬肉檔老闆就是武林高手？這肉檔老闆還會竭盡
所能達到顧客的要求，他還會厚待長者，在他們不
夠錢的時候總會以便宜的價錢賣給長者，富人情味
的老闆真的令我刮目相看。而這種關懷備至的情懷
也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

慈幼學生作品二：〈昔日的小西灣街市〉 4D 袁同學

強悍無情的外表
vs.

溫柔有情的內心



有時候覺得，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樣子，
那必然是虛浮的煙篆，虛而濃重，像記得分
明的快樂，虛而淡泊，像忘卻了的憂愁。有
時候又覺得，回憶這東西若是有聲音，那必
然是輕柔的風鈴，輕而穩妥，像當下的歡欣，
輕而易逝，像過去的怦然。興許，對我那短
促卻明瞭的記憶而言，東大街便是我對舊回
憶的牽引。

不知怎的，我竟萌生起到這個記憶
裏的街道走一趟的想法。

……

慈幼學生作品三：〈回憶若是有樣子，那必然是虛浮的煙〉 4C 恆同學

起筆不凡！──把「回憶」具象化：

「煙篆」、「風鈴」  東大街

紫色：貫串全文的線索
綠色：時間
藍色：地點、細節
紅色：觀看的用詞



……

只是許多我曾經常關顧的古老店鋪早已消失在這條遠近
聞名的「美食街」裏。我懷揣着對回憶的思念，漫無止境地找
尋着那些舊地址，看到的只有一個個我毫不認識的新店鋪掛着
嶄新的招牌。我在潮濕幽暗的巷子裏穿梭，電車鈴聲忽近忽遠，
似是呢喃着過去的歲月永不復返。此時，一些店鋪開始陸續亮
起招牌或門面上的霓虹燈，我才在後知後覺中注意到，只是五
時許，這天便暗了下來，大抵是因為近冬了。霓虹燈順理成章
的打亮起整條東大街、原本就已經不寬敞的行人路在映射下顯
得更狹窄了。亂竄的我在昏暗中找到了那棵老榕樹。它倒跟從
前沒兩樣，還是披留着數不清盤根錯節的樹枝，盤踞着行人路，
像是在劃分地界似的，我反倒像個侵略者，對這棵榕樹發起了
呆。一隻烏鴉在粗枝上發出了粗嘎嘶啞的啼鳴，太陽在牠的一
聲聲叫喊下越發黯然，我心裏也知道，我不受歡迎了。

……

〈回憶若是有樣子，那必然是虛浮的煙〉 4C 恆同學

回憶  當下

呼應上文的「招牌」、「鈴聲」

榕樹的意象

氣氛的營造

渲染孤寂的感覺



……

我驟然想起了一處可以俯瞰東大街的地方──明華大廈。

經過一個小型遊樂場，然後後邊便有一條直上明華大廈
的隧道。我踏着堅定的步伐，沿着這條很長很長的隧道直上，
足足走了四五分鐘才走到上去，人還在吁吁喘氣。在這裏有一
個新建的大型平台，平台上有一道小小的階梯，階梯旁種上了
數不清的花卉，整個平台視野空曠，可以在高處俯瞰到東大街
的全景。我就這樣坐在圍欄前的石階上，階面彷彿是一面鏡花
水月，那寒意順着大腿滲進了血液。此時，一個背挺不直，穿
着棉襖，白髮絲絲的老人從口袋裏的香煙包拿出了一根香煙，
點燃，吸起，呼出，那一圈圈的煙篆在空氣中彌漫，剛好像薄
紗般覆蓋起東大街的街景，我宛如是在薄窗邊隔着油紙窺探起
外邊的盛景。然後一陣朔風不合時宜的吹了過來，吹散了煙篆。
過去的東西就讓它爛在回憶裏吧。這句話在天空幾抹暗艷的紫
霞下，彷彿成了永恆。

〈回憶若是有樣子，那必然是虛浮的煙〉 4C 恆同學

細緻的觸感，帶動結束部分
結合想像的描寫：

以電影鏡頭呈現：將「老人」、
「煙篆」、「回憶」收束於一，
帶出以下的感悟：

回憶成了永恆！（跟作者的關係）



恆同學作品獲接納發表於
《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
（2023年3月號）

主編評語：

「描寫具體細緻，
步移法運用得宜。
結段呼應好。……」



—創作系講師對此文的回饋：

「恆同學的作品用虛實意象呼應『回憶』與『現實』的主題，相當不錯！」

—作家的回饋：文章第七段寫天后廟裏外的景物，以「紅、綠顏色的對比與呼應」；
似見「出世與入世的踟躕」。

—支援人員的思考： 文章技法跟教師教授文本細讀的關係？
而文章的「時間觀」，更可以用以下圖像展示：

當下

回憶

永恆中有
筲箕灣和
「我」
（恆同學）

創作系講師、作家、支援人員的點評：



小結

善用「學時」

照顧多樣性

學習社群

落實優化措施：教師藉規劃全方位學習和
延伸考察設計與創作活動，擴闊學生跟社
區的連結，促進對文化的認識

男生學習特性：結合作家文本、社區居所
地景、教師示例，學生以小組合作設計和
實踐延伸漫遊，發現和感悟社區豐沛文化

連結友校同工：藉商討共同關注的價值觀，
拓寬對港島東區地景文學的視野，認識不
同學生的特性，為持續組成學習社群奠基，
進一步建立「教師作為研究者」的文化



05 延伸思考



延伸思考

釋放空間：

優化措施釋
放的空間，
是否已加善
用？尚有哪
些方面可以
探討？

學生學習特性：

貴校學生有
何特性？用
哪種學與教
方法對他們
較為有效？

語文素養：

語文教育包
括工具性和
人文性內涵，
貴校如何培
養學生的語
文素養？

學習社群：

未來如何進
一步拓展友
校同工之間
的交流，促
進專業發展？



謝謝！歡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