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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內地考察專題研習的定位

•專題研習的整體規劃

•專題研習與課堂教學的配合

•學生對內地考察專題研習安排的意見

•反思與調適:吸收2022-23年度的經驗予以優化



公民科內地考察專題研習的定位

公開考試只設「達標」與「未達標」，以釋放考試壓力；訂明重
要學習概念，加強知識內涵，建立穩固知識基礎；重整及刪減課
程內容，包括課時，大約是原有內容的一半，釋放空間予學生學
習；不設「獨立專題探究」，減輕師生工作量；重視培養學生的
正面價值觀、積極態度及國民身份認同，學習國家發展、《憲
法》、《基本法》和法治；透過涉及香港、國家及全球發展的重
要課題，拓闊學生的世界視野，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培養慎思
明辨的能力，以理性分析當代領域的課題；提供內地考察機會，
讓學生親身認識國情和國家發展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頁2 第一章概論 1.1背景



•釋放考試壓力＋釋放空間予學生學習

＋減輕師生工作量

＝專題研習要求要合理，所用時間不應太多

•價值觀＋國民身份認同

＋親身認識國情和國家發展

＝針對考察行程的經歷進行研習

＝專注於資料搜集和整合（易於處理及為考察準備）

＝就考察作反思和認識國家發展、文化保育……

公民科內地考察專題研習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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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前的準備

2022年10月:  派發專題研習手冊及考察報告示例

教師講解擬題須知、研習要求、報告格式、考察方法、行程及景點

協助同學分組,分工合作搜集資料

2022年12月:  同學擬定題目

提交第一份課業(考察報告上半部及參考資料目錄)

• 行程中的任務

2023年5月:    搜集文字資料(如單張/刊物),  拍照, 記錄導遊講解等

以同一景點為題的同學,可分工合作

• 行程後的工作

2023年6月:    完成反思文章

2023年9月:    提交整份報告

2022-2023學年: 專題研習的整體規劃化整為零分進合擊



學生了解規章
重視有關工作



• 行程前的準備

2022年10月:  派發專題研習手冊及考察報告示例

教師講解擬題須知、研習要求、報告格式、考察方法、行程及景點

協助同學分組,分工合作搜集資料

2022年12月:  同學擬定題目

提交第一份課業(考察報告上半部及參考資料目錄)

• 行程中的任務

2023年5月:    搜集文字資料(如單張/刊物),  拍照, 記錄導遊講解等

以同一景點為題的同學,可分工合作

• 行程後的工作

2023年6月:    完成反思文章

2023年9月:    提交整份報告

2022-2023學年: 專題研習的整體規劃

--有法可依

有例可循

--減省工作

--保證質素

--統一格式

易於評估



2022-2023

教師製作
報告示例

可供參考
形成規範



教師自製: 內地考察專題研習報告



• 行程前的準備

2022年10月:  派發專題研習手冊及考察報告示例

教師講解擬題須知、研習要求、考察方法、報告格式、行程及景點

協助同學分組,分工合作搜集資料

2022年12月:  同學擬定題目

提交第一份課業(考察報告上半部及參考資料目錄)

• 行程中的任務

2023年5月:    搜集文字資料(如單張/刊物),  拍照, 記錄導遊講解等

以同一景點為題的同學,可分工合作

• 行程後的工作

2023年6月:    完成反思文章

2023年9月:    提交整份報告

2022-2023學年:專題研習的整體規劃



須完成工作 ----獨立撰寫報告初稿(校本要求)

1景點介紹: 背景/歷史

2景點建設: 保育工作/修建工程

3景點特色: 建築物/展覽內容/活動
歷史變遷

4自訂研究範圍

5 結論及反思

6 附錄:參考資料

背景資料分析(1,2,3)

2022年10月24日交

計算上學期平時分(10%)

1000-1500字

400字左右反思2023-6-10交

計算下學期平時分(10%)

2023年 9月1日交全份報告

(1-5 )2000-3000字 平時分(10%)



2022-2023:報告題目(指定部份及自選部份)  

  探討中華文化  粵劇藝術博物館的介紹及中國粵劇的藝術價值

粵劇藝術博物館的介紹及粵劇的保育和傳承

粵劇藝術博物館的介紹及中國古代園林建築的特色

陳氏家祠的介紹及從祠堂建築看中國傳統家庭/孝道觀念

陳氏家祠的介紹及古代中國祠堂建築特色

澳門博物館的介紹及明清時期澳門如何促進中西交流

探討古跡和歷史文化保育:
廣州沙面建築群的介紹及其保育工作如何改善當地人生活

廣州沙面建築群的介紹及其保育意義(歷史.教育.民生)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的介紹及該館保育工作成效



• 行程前的準備

2022年10月:  派發專題研習手冊及考察報告示例

教師講解擬題須知、研習要求、考察方法、報告格式、行程及景點

協助同學分組,分工合作搜集資料

2022年12月:  同學擬定題目

提交第一份課業(考察報告上半部及參考資料目錄)

• 行程中的任務

2023年5月:    搜集文字資料(如單張/刊物),  拍照, 記錄導遊講解等

以同一景點為題的同學,可分工合作

• 行程後的工作

2023年6月:    完成反思文章

2023年9月:    提交整份報告

2022-2023學年:專題研習的整體規劃



1  行程3佛山及廣州的嶺南文化內地考察

• 第一天上午: 鴉片戰爭博物館、虎門/ 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

• 第一天下午: 廣州沙面建築群 /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

• 第二天上午: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 第一天下午: 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

• 第一天上午: 粵劇藝術博物館

• 第一天下午: 廣州沙面建築群+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 第二天上午: 陳氏家祠

• 第一天下午: 佛山祖廟

2  行程1 廣州及東莞歷史文化內地考察2  行程1 廣州及東莞歷史文化內地考察2  行程1 廣州及東莞歷史文化內地考察

2022-2023

3.預先介紹行程及景點
安排學生選題和搜集資料



2 .行程1
廣州沙面建築群??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1. 行程3
粵劇藝術博物館

廣州沙面建築群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陳氏家祠

佛山祖廟

3.行程4
澳門博物館

1. 4至5人一組

2.每組分工合作,選出四/五個與中華文化有關景點進行研究,合作搜集資料

(*撰寫時每人負責一個景點) 
3.澳門博物館為每組必備項目。

廣州沙面建築群、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可兩個選一個(也可全選兩個)
無論最終安排哪一個行程,組內都有成員就該景點做準備資料共享

2022-2023



•公民科內地考察專題研習的定位

•專題研習的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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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前的準備

2022年10月:  派發專題研習手冊及考察報告示例

教師講解擬題須知、研習要求、考察方法、報告格式、行程及景點

協助同學分組,分工合作搜集資料

2022年12月:  同學擬定題目

提交第一份課業(考察報告上半部及參考資料目錄)

• 行程中的任務

2023年5月:    搜集文字資料(如單張/刊物),  拍照, 記錄導遊講解等

以同一景點為題的同學,可分工合作

• 行程後的工作

2023年6月:    完成反思文章

2023年9月:    提交整份報告

2022-2023學年:專題研習的整體規劃

不是教設計問卷和做訪問
而是教資料整理和考察方法

1.以全級講座形式進行教學
    約1.5-2小時



同學先分組討論

走進景區/景點之後,
你要做甚麼?

你要搜集哪些資料?
看甚麼? 聽甚麼? 

記錄甚麼? 帶走甚麼?

1. 利用講座形式, 教授考察方法



官方網頁

旅遊網頁

網上百科全書

新聞報導

2.利用講座形式說明 “抄襲”與 “參考”的分別
說明網上搜集和整合資料的方法



1景點介紹: 背景/歷史

深圳博物館成立於1981年，是深圳建立的第一家文博機構，
同樣也是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和全國社會科學普及基地。
深圳博物館現有歷史民俗館、古代藝術館、深圳改革開放
展覽館和東江遊擊隊指揮部舊址4處
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福中路184 
號。2018年11月8日起對外開放。2019年12月，深圳改革
開放展覽館被命名為第二批廣東省黨員教育基地。

展現廣東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發展歷史

為慶祝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

以上四段文字是來自四個不同的來源(網頁/書籍/單張……)



1景點介紹: 背景/歷史

深圳博物館成立於1981年，是深圳建立的第一家文博機構，
同樣也是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和全國社會科學普及基地。
深圳博物館現有歷史民俗館、古代藝術館、深圳改革開放
展覽館和東江遊擊隊指揮部舊址4處。當中深圳改革開放
展覽館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福中路184 號。為慶祝中
國改革開放40周年，在2018年11月8日起對外開放，展現
廣東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發展歷史。在2019年12月，深圳
改革開放展覽館更被命名為第二批廣東省黨員教育基地。

將這四段文字綜合,重排次序,加入文字修飾和連接詞自行表述



2. 除介紹景點資料,
同時利用正常課堂,在相關課題
教授與考察景點有關的內容

以考察深化課堂所學
以課堂所學為考察作準備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文化）

•國家在高新科技上的成就

•國家在基礎建設上的成就

•國家在環境保護上的成就

•國家在消除貧窮上的成就

•國家在醫療衛生上的成就

•國家在文化教育上的成就



小結:世界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

物質性(有形) 非物質性(無形)

自然景觀
山水風光

不可轉移

歷史建築/遺址
(古跡)

不可轉移

自然形成 人造建築物

自然遺產

物質性(有形)

風俗 傳統
藝術 工藝
禮儀 節慶

可轉移

1.口頭傳說和表述；
2.表演藝術；
3.社會風俗、禮儀、節慶；
4.有關自然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
5.傳統的手工藝技能。



廣州永慶坊
2022-2023
考察點之一

相關例子加入
課堂討論之中

如中四已教授,
可以在中五重
溫和自然扣連



多元文化的特徵是甚麼?
文化包容性 文化多樣化 文化混合性

多元文化對於香港社會有何積極意義?
推動文化的兼收並蓄(文化交流 文化融合)
有助傳統文化保育與承傳
推動傳統文化反思和更新 (文化創新 去蕪存菁)
促進不同族裔融和共處

培養植根中華文化而具世界視野的公民素養
香港社會以中華文化為主體(傳統性 本地性)
兼收並蓄,包容各國多元文化 (全球化 國際化)

課題: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



廣州粵劇博物館
2022-2023
考察點之一

相關例子及知識
加入課堂討論之中

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

保護和傳承廣東省唯一的世界非物質
文化遺產——粵劇藝術

粵劇藝術博物館設有園林、展廳、戲
台、劇場等傳承展示區域。

水上戲台廣福台每週定期舉行粵劇粵
曲展演，動態展示粵劇藝術特色

基本陳列展廳設“南國紅豆，粵韻佳
音”展覽，系統展示粵劇的發展歷程、
藝術特色、組織機構以及在海內外的
重要影響力；

主題展廳定期舉辦各種與粵劇藝術相
關的專題展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u9AN-srGt4

新聞大特寫-「粵劇特朗普」挽救傳統戲曲還是博眼球?旅美粵劇泰斗文千歲發聲

粵劇《甘地會西施》1930年代由大利年劇團首演，廖俠懷、黃秉鏗、譚蘭卿、羅麗娟等主演。
1940年代，廖俠懷將此劇加工整理演出，劇中加強了甘地與西施同抒亡國之恨和復國之情的
內容，成為粵劇別具一格的荒誕劇。

《夢裡西施》劇情：爭取印度獨立的甘地，夢見中國古代協助越王復國的西施，問：「你死去已經二
千餘年，何故我能見你？」西施答：「精神不死。」

從三十年代到戰後，粵劇界推陳出新,為搶觀眾,有《希特拉夢會藺相如》等，把中外古今人
物穿越時空共冶一爐。

《希特拉夢會藺相如》場刊：
「以希魔鯨吞天下之野心，反映藺相如之忍讓為國。」



• 行程前的準備

2022年10月:  派發專題研習手冊及考察報告示例

教師講解擬題須知、研習要求、考察方法、報告格式、行程及景點

協助同學分組,分工合作搜集資料

2022年12月:  同學擬定題目

提交第一份課業(考察報告上半部及參考資料目錄)

• 行程中的任務

2023年5月:    搜集文字資料(如單張/刊物),  拍照, 記錄導遊講解等

以同一景點為題的同學,可分工合作

• 行程後的工作

2023年6月:    完成反思文章

2023年9月:    提交整份報告

專題研習的習作概況

每組4-5人
每人就不同行程之
中的不同景點,做報
告的第一部份.

待日後得知行程安
排,同學可就最終考
察景點互相分享資
料,再結合考察所得
以撰寫報告.



• 行程前的準備

2022年10月:  派發專題研習手冊及考察報告示例

教師講解擬題須知、研習要求、考察方法、報告格式、行程及景點

協助同學分組,分工合作搜集資料

2022年12月:  同學擬定題目

提交第一份課業(考察報告上半部及參考資料目錄)

• 行程中的任務

2023年5月:    搜集文字資料(如單張/刊物),  拍照, 記錄導遊講解等

以同一景點為題的同學,可分工合作

• 行程後的工作

2023年6月:    完成反思文章

2023年9月:    提交整份報告

專題研習的習作概況



將反思部份以習題形式進行

資料A: 兩個考察景點的介紹

資料B:教育局文件說明考察意義

更聚焦於教育意義的反思

協助同學多快好省地完成

與日常習作/考評訓練結合



• 行程前的準備

2022年10月:  派發專題研習手冊及考察報告示例

教師講解擬題須知、研習要求、考察方法、報告格式、行程及景點

協助同學分組,分工合作搜集資料

2022年12月:  同學擬定題目

提交第一份課業(考察報告上半部及參考資料目錄)

• 行程中的任務

2023年5月:    搜集文字資料(如單張/刊物),  拍照, 記錄導遊講解等

以同一景點為題的同學,可分工合作

• 行程後的工作

2023年6月:    完成反思文章

2023年9月:    提交整份報告

專題研習的習作概況



•公民科內地考察專題研習的定位

•專題研習的整體規劃

•專題研習與課堂教學的配合

•學生對內地考察專題研習安排的意見

•反思與調適:吸收2022-23年度的經驗予以優化



1.現時將報告分開幾個階段完成的安排是否理想?能否幫助你減低
或分攤工作量?

理想。分階段完成的報告能夠有效減輕工作量，例如在中五時提前完
成資料收集，一來有助降低中六巨大的學業壓力；二來事先預習有助深
刻感受考察之旅。

我認為分階段去完成報告的方法十分理想和有效。因為我可以將大量
工作分散去完成，令我能有效投入時間去完成每一階段的工作，不會為
了趕deadline而感到侷促，最後完成的工作的質量也會大大提高。

非常理想，可以幫助我在學業繁重的中五中減輕一定的負擔。

我認為理想，這方法讓學生免於一次過完成數千字的報告，避免了與
其他學科的課業或測考等累積成巨大的工作量。



2.在考察前,先就一些景點作資料搜集和整理,能否幫助你做好考察
前的準備? 可否加深你對景點的了解?

考察前的資料收集有助我提前理解該景點的背景和特色，讓我能在考察
時更有效率，加深對歷史文化的興趣。

在考察前先進行資料搜集能讓我提早了解景點的背景資料和景點的特色
之處，令我在參觀時不會感到迷茫，而是可以在我已有的基礎上加深我對
景點的認知。

能夠幫助，亦令我對於景點有更深入的認識，例如關於中國的粵劇文化，
古代歷史等。

我認為有幫助。於考察前先進行與景點有關的資料搜集，有助我在參
觀之前便了解該景點的特色與賣點，從而令我在參觀過程中更著重留意
這些特點，避免我因不了解而錯過近距離欣賞這些特色的機會。



3.老師的事前講解和邀請嘉賓分享考察方法等等,對你有甚麼幫助?

有老師和嘉賓的解釋，能夠直接介紹不同文物和藝術的內涵，讓我獲
益良多。

老師事前的講解可以幫助我明白當天出發去內地考察時要注意的事項，
而邀請嘉賓分享考察方法，例如搜集資料，則讓我明白如何在參觀之餘，
通過搜集資料去了解文物以及其背後的歷史。

可以讓我在考察時能更得心應手，更有效地利用考察的時間最大化能
學會的知識。

老師與嘉賓的事前講解讓學生更了解行程要點，方便學生在行程中緊
貼行程步伐，也提醒了學生於行程中需要帶備什麼必需品和其他注意事
項，令學生不會對有關資訊一知半解。



•公民科內地考察專題研習的定位

•專題研習的整體規劃

•專題研習與課堂教學的配合

•學生對內地考察專題研習安排的意見

•反思與調適:吸收2022-23年度的經驗予以優化



反思與調適
1. 老師自製報告示例(2022-23)  再加學生作品作同學參考
(2023-24)



反思與調適

1. 老師自製報告示例(2022-23)  再加學生作品作同學參考

(2023-24)
2. 小組分工,各人負責不同景點(2022-23) 做同一景點的同學編
排在同一組(2023-24),以便在考察前和考察過程中分工合作



2023-2024:同學先自選一個景點 +  擬訂自選研究題目
以同一景點為題的同學,編為同一組別

題目分為兩部份:
必做部份 自訂研究範圍(示例)

深圳博物館的介紹及其在教育上的作用

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的介紹及改革開放如何改變中國人生活質素

龍崗區科技館的介紹及其推廣科普教育上的成效

龍崗區科技館的介紹及比較它與香港太空館及科學館異同

甘坑古鎮的介紹及如何將景點活化/商業化

南頭古城的介紹及其文化保育工作



反思與調適

1. 老師自製報告示例(2022-23)  再加學生作品作同學參考

(2023-24)
2. 小組分工,各人負責不同景點(2022-23) 做同一景點的同學編
排在同一組(2023-24),以便在考察前和考察過程中分工合作

3. 因應2023-24年度的行程,將相關景點的內容融入教學之中



改革開放歷史與成就

深圳發展歷史+改革開放

國家創新科技發展方向

中國傳統文化保育

2023-2024



甘坑古鎮是深圳一條於明朝建立的客家小鎮。時至今日，有多幢古建築
仍得以保留，當地亦發展成  文化景區和特色產業區。
甘坑客家小鎮共分兩大主題，即客家小鎮和生態特色公園。
客家小鎮由  文化休閒區和特色產業區組成；生態公園由農耕體驗、濕地
科普區、農業觀光區、山地運動區組成。以生態田園為基礎，以客家文
化為內涵，以客家風韻建築為空間載體，以民俗節慶、養生美食、非遺
保護、田園體驗為核心內容，打造集文化旅遊、田園休閒、生態度假、
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為一體的多元復合型旅遊目的地。

甘坑古鎮是
2023-2024
考察點之一

相關例子加入
課堂討論之中



意見調查第4題:   就撰寫整個報告的安排,你還有甚麼意見?

同學意見 

我覺得在寫報告之前，可以讓同學分組做一些簡短的
小組匯報，分享對景點的資料和參觀的準備，這不但
可以訓練同學的組織表達能力，也可以為同學之後寫
報告而提供些靈感和想法。



反思與調適

1. 老師自製報告示例(2022-23)  再加學生作品作同學參考

(2023-24)
2. 小組分工,各人負責不同景點(2022-23) 做同一景點的同學編

排在同一組(2023-24),以便在考察前和考察過程中分工合作

3. 因應2023-24年度的行程,將相關景點的內容融入教學之中

4. 安排分享活動,由同學向全級匯報準備資料,介紹不同景點



• 行程前的準備

2023年11月:  派發專題研習手冊及考察報告示例

教師講解擬題須知、研習要求、考察方法、報告格式、行程及景點

協助同學分組,分工合作搜集資料

2023年12月:  同學擬定題目

提交第一份課業(考察報告上半部及參考資料目錄)
2024年4月:    安排分享活動,由同學匯報準備資料,介紹不同景點

• 行程中的任務

2024年5月:    搜集文字資料(如單張/刊物),  拍照, 記錄導遊講解等

以同一景點為題的同學,可分工合作

• 行程後的工作

2024年6月:    完成反思文章

2024年9月:    提交整份報告

2023-2024 專題研習的整體規劃



反思與調適

1. 老師自製報告示例(2022-23)  再加學生作品作同學參考

(2023-24)
2. 小組分工,各人負責不同景點(2022-23) 做同一景點的同學編

排在同一組(2023-24),以便在考察前和考察過程中分工合作

3. 因應2023-24年度的行程,將相關景點的內容融入教學之中

4. 安排分享活動,由同學向全級匯報準備資料,介紹不同景點

5. 由一天變兩天團,善用時間,在行程中引領同學分享與反思



 利用晚飯前時間(1小時)撰寫反思和小組分享

 --希望同學不要只聚焦於自己專題報
告有關的景點

--引領同學就整個行程和所見所聞作反
思



反思與調適
1. 老師自製報告示例(2022-23)  再加學生作品作同學參考

(2023-24)
2. 小組分工,各人負責不同景點(2022-23) 做同一景點的同學編

排在同一組(2023-24),以便在考察前和考察過程中分工合作

3. 因應2023-24年度的行程,將相關景點的內容融入教學之中

4. 安排分享活動,由同學向全級匯報準備資料,介紹不同景點

5. 由一天變兩天團,善用時間,在行程中引領同學分享與反思

6. 報告內容: 教授反思與結論的分別,提昇報告的質素

7. 其他考慮: 如果考察時間不是在下學期,而是上學期,可以怎樣處
理? 又或者知道考察行程後,只有很短準備時間,怎處理?如果同學
不擅長處理大量文字,可以怎樣協助?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