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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常識科以「探究式學習」為主要教學取向。課程發展議會(2017)指出，學習範疇

五「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的重點不著眼於教授了多少課題，教師應按學生

的興趣和能力，選取及調適學習內容，讓學生從多角度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在

學習過程中運用不同來源的資料，在探究中學習歷史。  

兩位老師將分享三年級「天水圍的社區發展」單元和五年級「香港的三年零八個

月」單元的教學設計和落實相關歷史課題的經驗。單元學與教活動有三個特色： 

1. 翻轉教室：學生在課前進行預習，閱讀資料和觀看影片，自學部分課題內容，

例如日本侵略香港的軍事行動，天水圍的城鄉發展概況等，提升自學能力。 

2. 高階思維活動：在課堂中進行高階思維活動，例如比較日軍和英軍在軍事行

動的差異，評價屏山文物徑的保育價值等，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3. 實地考察和模擬活動：加深學生對歷史和相關事物的認識，誘發深刻的體會。 

 

單元教學單元教學單元教學單元教學內容內容內容內容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1. 藉學習歷史培養態度和建構價值觀  

- 通過認識戰爭歷史，欣賞香港人能在艱苦環境中努力求存； 

- 藉認識社區歷史、發展概況及人們的生活情況，培養對社區的歸屬感。  

2. 運用翻轉教室模式，提升自學能力 

傳統的授課模式是「教師在課堂中教授課程內容，學生在課後討論、做練習

和完成作業」，兩位老師改變授課模式，讓「學生在課堂前觀看教師預先錄製

的課程內容，完成自學任務，然後到課堂上討論」(Bergmann 及 Sams, 2012)。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展研習和高階思維技能，包括以下學習歷史的相關技能

(吳翎君，2004)： 

- 編年式思維：運用組織圖，如時間線、流程圖等，按時序組織歷史事件

和人物事蹟；  

- 歷史研習技能：蒐集和組織不同種類資料的技巧； 

- 歷史性理解：在地圖、圖表、相片、繪畫、實物內找出文字、數字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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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資訊，以及了解人物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 歷史性分析與解釋：分析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解釋事件之間的因果關

係；了解歷史人物身處的環境，要解決的問題和面對的困難；比較人物

的能力、強項、弱點和對社會的影響。 

3. 藉體驗活動，包括模擬活動和實地考察活動，讓學生對歷史人物和事件有更

具體、深入的理解。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規劃與學習活動簡介規劃與學習活動簡介規劃與學習活動簡介規劃與學習活動簡介 

1. 三年級單元：「天水圍的歷史和社區發展」 

本單元分為四個課題，包括天水圍的歷史、社區設施、圍村與屋邨居民的生

活和習俗，以及學生心目中的天水圍。首三個課題主要讓學生認識地區的歷

史和發展，以及日常生活的情況。在最後一個課題，學生須描繪「我心目中

的天水圍」，通過繪畫和文字表達對天水圍的觀感和生活感受。為配合探究式

學習和發展學生的相關技能，學習活動包括多次小組討論和匯報。現將活動

內容和相關技能表列如下： 

 

課題與學習重點課題與學習重點課題與學習重點課題與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簡介學習活動簡介學習活動簡介學習活動簡介 

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回到過去的天水圍回到過去的天水圍回到過去的天水圍回到過去的天水圍 

(1)開埠前後的歷史初探 

(2)認識天水圍不同年代的城鄉

發展概況 

 

(1)運用「時間線」 

(2)比較 1980 年代和 21 世紀天水圍的地

理環境和社區 

(3)閱讀地圖，比較兩個時代的環境變化 

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社區設施面面觀社區設施面面觀社區設施面面觀社區設施面面觀 

(1)天水圍的今昔 

(2)認識天水圍以下五種社區設

施： 

� 交通運輸設施 

� 房屋 

� 文娛設施 

� 購物場所 

� 救援設施 

 

 

(1)比較 1980 年代和今天的異同 

(2)閱讀地圖，比較兩個時代各類設施的

轉變和分別，包括： 

� 交通運輸設施：主要公路、公共運

輸系統(如西鐵線、輕鐵線) 

� 房屋：早年的圍和村、今天的邨和

苑 

� 文娛設施：香港濕地公園、天水圍

公園、天秀公園、體育館、運動

場、泳池和綜合大樓等 

� 購物場所：各類購物場所，例如頌

富商場、嘉湖銀座和天一商場等 

� 救援設施：警署、消防局、健康中

心和天水圍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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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同一天空下同一天空下同一天空下同一天空下 

(1)昔日圍村與現代居民的生活

與習俗 

(1)戶外活動： 

� 屏山文物徑考察活動/研習活動：參

觀地點包括聚星樓、鄧氏宗祠、市

集、書室和古井等 

(2)課堂教學： 

� 比較異同：比較圍村人和天水圍居

民在生活和習俗上的分別 

� 討論與評價： 

� 屏山文物徑值得保留嗎？應該拆

卸、轉型，還是保育？你會怎樣

選擇？ 

� 你認為什麼東西最能代表屏山文

物徑？ 

課題四課題四課題四課題四：：：：天水圍的亮點天水圍的亮點天水圍的亮點天水圍的亮點1 

(1)設計心目中的天水圍 

 

(1)課前預習：  

� 創意活動：設計你心目中的天水圍，

並說明特色 

(2)延伸活動： 

� 藉繪圖表達印象中天水圍的面貌及

自己的心聲 

表 1 「天水圍的歷史和社區發展」單元教學計劃表 

 

2. 五年級單元：「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 

本單元的教學流程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課堂前的預習，二是課堂上的跟進與學

習活動。學生先在家中觀看影片和閱讀資料，然後完成自學任務。在課堂上，

老師首先跟進學生預習的自學任務，然後進行具高階思維元素的學習活動，藉

此深化學生對學習內容的理解，培養研習和思維技能。 

 

圖 1 「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的教學流程 

                                                      
1 參考兒童與社區營造研究會(1996) 《兒童社區探險隊激發想像力的遊戲》。台北：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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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環節分享的主要內容是「英國管治香港」和「日軍佔領香港」兩個部分。學生

在學習「英國管治香港」的時候，先預習有關英國佔領香港和香港成為殖民地的

歷史事件，以及英國早期管治香港的政策和措施，然後在課堂上聚焦討論管治政

策和措施的成效，並作出評價。同樣地，在「日軍佔領香港」部分，學生於課前

自學日軍侵略香港的經過和佔領後施行的政策和管治手段，課堂上進行「日軍佔

領香港時期的生活體驗活動」和反思討論。有關學習內容和相關技能表列如下： 

探究問題探究問題探究問題探究問題 學習活動簡介學習活動簡介學習活動簡介學習活動簡介 

英國管治香港英國管治香港英國管治香港英國管治香港 

(1)英國怎樣取得香港？ 

(2)英國早期怎樣管治香

港？ 

� 基礎建設 

� 衛生環境 

� 民生 

� 經濟貿易 

� 法制 

 

(1)課前自學(閱讀資料與觀看影片)： 

� 南京條約 

� 北京條約 

�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2)課堂教學： 

� 認識英國管治香港的政策 

(3)課堂討論： 

� 評價英國早期對香港的管治 

日軍佔領香港日軍佔領香港日軍佔領香港日軍佔領香港 

(1)日本為什麼發動侵略戰

爭？ 

(2)日軍怎樣管治香港？ 

(3)香港人在日軍佔領下怎

樣渡過「三年零八個月」？ 

 

 

(1)課前自學(閱讀資料與觀看影片)： 

� 日本侵略香港的路線 

� 比較日軍和駐港英軍的軍事實力 

(2)課堂教學： 

� 認識日本侵略中國的背景，包括內因和外因 

(3)體驗活動與反思： 

� 通過模擬活動具體地了解香港人在戰時的

生活慘況 

如何化解戰爭危機？ 

 

課堂討論： 

� 不同人物的戰爭立場 

� 部分日本人對戰爭的看法是「事過境遷，不

要花時間在上一代的事情，向前看」。你贊成

嗎？ 

表 2 「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單元教學計劃表 

 

為使學生易於掌握預習模式，「英國管治香港」和「日軍佔領香港」兩部分的自

學課業均採用相同設計，就是表列兩個時期在建設、經濟貿易、衛生環境、法制

和民生各方面的政策，有關表列設計樣本請參閱圖 2 和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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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英國管治香港」自學工作紙的樣本 

圖 3 「日軍佔領香港」自學工作紙的樣本 

 

在預備自學材料時，選取的影片和資料要考慮適合學生的程度，老師會剪輯影片

英國管治香港的情況 

(一) 觀看女皇城片段，在下表填上重點，並作評論。 

 政策事例 目的 評論 

1. 建設方面    

2. 經濟貿易    

3. 衛生環境    

4. 法制方面    

5. 民生方面    

 

(二) 思考問題 

英國在香港所施行的管治政策，有助香港的發展嗎？從何見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軍佔領香港的情況 

(一) 觀看日軍佔香港的影片，在下表填上重點，並作評論。 

 政策事例 目的 評論 

1. 建設方面    

2. 經濟貿易    

3. 衛生環境    

4. 法制方面    

5. 民生方面    

 

(二) 思考問題 

1. 日軍在香港所施行的政策，有助香港的發展嗎？從何見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日軍佔領時期，香港居民的生活情況是怎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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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改文字資料，避免因為過於冗長而減低學生的自學動機。此外，小組討論、

體驗活動反思和單元總結反思都是重要的步驟，能加深學生對內容的理解和誘發

其情意。 

 

學生學習表現學生學習表現學生學習表現學生學習表現 

老師從四方面評價學生在這兩個單元的學習表現，包括研習和思維技能、自學能

力、活動參與情況和態度。 

 

1. 天水圍的歷史和社區發展 

- 研習和思維技能：學生大都能夠在課堂前閱讀書籍，從互聯網蒐集資料、相

片及圖片，完成預習活動。由於學生對相關課題有初步的前置知識，老師發

現課堂活動的進展暢順，學生討論更聚焦。在學習過程中，學生能採用不同

形式的組織圖整理學習內容，如運用「時間線」列出香港開埠的歷史事件及

各項社區設施的發展，學生從不同的資料中擷取相關內容，並組織其時序發

展。此外，他們也學懂利用「比較格」來比較天水圍今昔生活的異同。 

- 自學能力：學生上課前觀看自學平台上的教學短片，閱讀天水圍今昔的資料，

進行考察前預習，並應用 Google Form 完成學習任務。他們樂於搜集更多有

趣的相關資料，並在 Padlet軟件平台上作同儕分享，自學態度積極。 

- 活動參與情況：屏山文物徑考察活動最受學生歡迎，學生表示實地觀察令他

們發掘出更多有趣的事物，消除原先以為文物徑沉悶的想法。學生喜愛以繪

圖、短片拍攝等多元形式呈現學到的知識和感想，例如在繪畫心目中的天水

圍活動中，很多學生關注地區的自然環境和空氣質素問題。 

- 情意方面：通過單元學習，學生對地區有更深入的認識。在單元總結時，學

生大多認為應保留社區中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徑。從學生繪畫可見，他們認

為聚星樓、古井、鄧氏宗祠等，都是別具價值的地方；而濕地公園和天秀墟

等，則是有利社區發展的設施。 

 

2. 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 

- 研習和思維技能：在教授「英治時期的香港」初期，學生未理解預習模式的

要求，觀看影片後未能完成表列形式的工作紙。經老師指導後，學生漸漸掌

握表列重點的技巧，並明白可以善用整理後的資料進行課堂討論。其後在「日

軍佔領香港」部分，學生已熟習自學模式，預習課業的內容及課堂討論均有

顯著的改進。 

- 自學能力：正如前述，由於學生在單元前部分欠缺利用影片及資料進行自學

的經驗，課業及課堂討論表現有待改善。及至後期，學生逐漸掌握自學模式，

加上重覆使用形式相近的工作紙，自學動機相應提高。 

- 活動參與情況：本單元有兩個活動，學生表現投入。一是香港海防博物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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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活動。學生積極參與，雖然大部分學生感到疲倦，但他們都很喜歡當中的

設計活動。二是校本體驗設計活動「落難記―徵收財產和糧食」。活動期間，

學生積極討論「會否花軍票購買糧食」，和「會否借軍票給缺糧的家庭」等

問題，令學生體會到昔日「三年零八個月」裏香港人的艱苦歲月。 

- 態度方面：本單元透過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理解和體驗戰爭對人類

造成的傷害，而非由教師直接灌輸講解。在「落難記―徵收財產和糧食」活

動中，學生認識到日軍搶奪香港物資的強暴手段，感受到日軍殺戮香港人的

殘酷。面對糧食短缺的境況，有學生表示「不開心，自己不能生存下去」。

一組學生更因借糧給貧窮戶的問題引起爭執，有組員說：「會借糧，因為他

們很慘，想他們能繼續生存下去。」另一組員反對：「不會幫忙，自己不夠。」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在探究中學習歷史，能使學生有興趣和積極參與不同形式的活動；運用研習和思

維技巧，能協助學生對歷史事件和社區發展有更深入和透徹了解。在單元總結時，

教師提問學生： 

1. 昔日和今日天水圍的人是怎樣生活的呢？ 

2. 圍村人和屋邨居民的生活和習俗有什麼分別？ 

3. 在「三年零八個月」糧食不足的情況下，你會怎樣做? 

4. 在日本軍政府的統治下，你會有什麼感想? 

歷史的主角是當中的人物，因此在「天水圍的歷史和社區發展」單元，「人們怎

樣生活」是單元重點；在「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單元，「香港人怎樣活下去」

才是單元內容的焦點。誠如杜威先生(Dewey, 1899)所言，學習歷史不是為了積累

資料訊息，而是要利用資料訊息來生動地描繪人們為何做，如何做，以及成功或

失敗的原因。在探究中學習歷史就是要活學歷史，活學歷史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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