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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吾土吾情」書本
5.成果展覽



課程規劃理念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



• 體驗式學習：透過實地考察，學生能親身觀察和分析社區的發

展與文化遺產，深化對課程內容的理解。

• 多元學習策略：運用數碼科技（如虛擬社區考察）與實地體驗

結合，提供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參與機會。

• 價值觀與態度培養：透過非遺文化學習與社區探究，培養學生

對本地文化的尊重與認同，並理解文化上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

課程規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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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思維階段 活動應用

同理（ ）
透過虛擬社區考察，學生可了解不同社區的歷史與文化，體驗不同群體的需

求與挑戰。

定義（ ） 透過實地考察，學生收集數據，並歸納出社區發展或文化保育的核心問題。

構思（ ）
透過與同儕討論，學生發散思維，提出創新點子，如如何活化舊區、推廣非

遺文化等。

原型（ ）
在「吾土吾情」計劃中，學生可設計書本、展覽、數碼內容等，作為他們的

解決方案。

測試（ ） 學生透過展覽與社區分享成果，收集公眾意見，進行改進與優化。



• 讓學生親身體驗社區的歷史、文化、經濟發展，並透過觀察

與訪談收集第一手數據。

• 「探究學習」讓學生透過實地調查來發現問題，為後續的解

決方案設計提供有力依據。

• 設計思維的「定義問題（Define）」與「構思（Ideate）」

階段可透過這種體驗式學習來深化，學生可根據所見所聞提

出改善社區的創新方案。

實地社區考察：實證學習與解難能力



定義問題（ ）



構思（ ）



學習成果

最努力組別

於小冊子列出

他們的感想及

反思



實地社區考察



風格多樣的建築

• 散落在各處的百年建築，相互映襯，有如一座座建築博物館，

印證香港的豐富與多元。建築物保留了傳統的中式特色，又糅

合了西式元素。

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

風格多樣的建築



風格多樣的建築（工作紙）



風格多樣的建築（工作紙）



實地社區考察

https://cls.antelope.hk/explore/?utm_source=canva&utm_medium=iframely


• 透過數碼技術，學生可模擬考察歷史建築、文化遺址，並能

快速獲取相關資訊，打破地域與時間的限制。

• 配合設計思維的「同理（Empathy）」階段，其他學生可透

過虛擬平台深入理解社區居民的生活方式與挑戰，為後續的

創新提案鋪路。

• 運用「資訊科技與社交媒體資訊」學習策略，培養學生的資

訊素養與明辨性思考能力。

虛擬社區考察：跨越時空限制，啟發設計思維



虛擬社區考察（遊戲中輸入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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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社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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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研究香港及內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粵劇、傳統工藝

、節慶習俗），學生能加深對本土文化的理解，並思考如何

將這些文化元素應用於現代社區發展。

• 配合設計思維的「原型設計（Prototype）」和「測試（Test

）」階段，學生可設計與非遺相關的創新項目，如虛擬導覽

、VR體驗、社區工作坊等，並透過展覽獲取公眾回饋，進行

改進。

• 配合「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的學習內容，讓學生理解

文化傳承與現代社會發展的關係。

「吾土吾情」書本及成果展覽：連結文化與創新



體驗式學習：非遺體驗



體驗式學習：歷史文化遺產體驗



學習鞏固：學生導賞員訓練



成果展示：「吾土吾情」書本



學生反思



學生反思



成果展示：學生手繪作品



成果展示：學生手繪作品



成果展示：參與深水埗社區節



成果展示：參與國慶花墟非遺攤位



• 虛擬社區考察：提供彈性與跨地域學習機會，幫助學生培養

資訊素養與同理心，理解不同社區的文化與歷史。

• 實地社區考察：讓學生透過觀察、訪談與數據收集，提升問

題分析與解決能力，加深對社會發展的理解。

• 「吾土吾情」書本及成果展覽：讓學生透過非遺文化學習與

創新實踐，體會文化傳承的價值，並透過創作與展示鞏固學

習成果。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