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閱讀的匱乏與必要

主題閱讀活動的嘗試」

嶺南中學

陳淑鈴老師

高中通識教育科知識增益暨學與教策略（從閱讀中學習）系列



今天討論……

• 為何閱讀？

• 如何推廣？
請點擊此QR code，
查閱今天分享會
相關的資料



這是閱讀嗎？

一. 為何閱讀



一. 為何閱讀

•貴校通識科有推廣書籍閱讀的活動嗎？

如何做？

• 教學時會讓學生閱讀與
議題相關的書籍嗎？

1. 葉蔭聰：《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亞太研究所，2010年。（香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 541.2092 4441 ）

2. 林中偉：《建築保育與本土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
（香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739.189 4452 ）

3. 大前研一：《M型社會》，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香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 552.31 4811 ）

4. 潘慧嫻：《地產霸權》，香港：信報出版社，2010年。
（香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554.3909391 3254 ）



一. 為何閱讀

技能

態度

知識

學生有何學習難點？
教師有何教學難點？

貧乏？

理解應用
錯誤？

解說推論
不合理？

泛泛而談？

事不關己？
偏頗？

跨課題 /
多角度思考？



• 《喋血街頭》前半部電影，是根據我少年的經歷寫出來的，裡
面有我好幾個好朋友的影子……「我相信，在這世界上，沒有
絕對的好人，或者絕對的壞人。即使是壞人，內心也有好的一
面。我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不會因為他是壞人，而不跟他交
往，任何人都可以是我朋友。」

• 事隔幾十年，普遍認為，今天年輕人的毅力不及從前，吳宇森
作為當年捱過貧窮並在社會上取得成功的過來人，他可有甚麼
意見給予新一代的年輕人？

• 我不會跟下一代說，我們六十年代如何如何，我不會跟孩子說，
父母以前捱得好辛苦。跟他們說這些話，他們未免無辜，因為
他們沒辦法再經歷我們那個時代了，他們感受一定跟我們不一
樣。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尊嚴，我好尊重我的孩子，他們生
活舒適，但是他們可以去貧民體驗一下別人的生活，不一定要
聽我們說以前如何如何。

• 他在美國成立的電影公司，名叫「獅子山電影公司」。「我這
樣命名，是為了經常提醒自己，我是從哪裡來的。……我們在
徙置區，真的是「無畏也無懼」，我們沒有怨天尤人，只是靠
自己，默默創造。

節錄自

〈罪惡世界中的
詩人——吳宇森〉

張帝莊：
《美荷樓記——
屋村歲月，
鄰里之情》，
香港：三聯書店，
2013年。
（香港公共
圖書館索書號：
739.189 1104）

一. 為何閱讀



一. 為何閱讀

• 「我是香港三十三萬個外傭僱主之一，我家外傭的聘用合約上，
簽署我的名字。

• 在主流傳媒裡，「我」面目猙獰。印僱Erwiana那張被暴力摧毀的
臉孔，在向全世界宣告在文明外衣底下，香港僱主之惡。……

• 在一些愛孩子的人眼裡，「我」是不負責任的家長，把孩子丟給
外傭成為「另類孤兒」。……

• 在一些愛研究的學者筆下，「外傭僱主」四個字早滲入原罪。
「我」是參與全球化的剝削系統的共犯，漣漪般把資本主義之惡，
一環接一環輻射到發展中國家最窮鄉僻壤最弱勢的那個家庭……

• 這些面貌無疑令人不安，但脫去「」後的我，其實和香港大部份
僱主一樣，只是努力生活的人。有關兼顧家庭和互作的需要，好
像有選擇，卻從不是真正選擇。對於在家中引進一個完全陌生的
異鄉人，其實非常忐忑。聽到傳聞中外傭的種種奇異行徑，祈求
不要發生在自己疼愛的家人身上。看看到虐傭個案不禁反躬自省，
要求自己別掉在那條惡名昭著的大滑坡上，踏上刻薄僱主的不歸
路。

• 總覺得，在刻薄僱主和黑心外傭這兩個極端之間，我們應該還可
以聆聽中間那些人那些事。」

節錄自

〈前言〉

蘇美智：
《外傭——
住在家中的
陌生人》，
香港：三聯
書店，2015
年。（香港
公共圖書館
索書號：
421.8 4488）



一. 為何閱讀

技能

態度

知識堅實知識基礎

慎思明辨
引起趣味

不妄下判斷

體會（灌輸）對方
的處境及想法

從關懷、耐心聆聽、
理性分析角度出發

開闊眼界

自主學習



一. 為何閱讀

• 主題閱讀Χ人物故事

緊扣通識科學習：
「議題探究」為主

緊扣通識科學習：
「持份者」

（內容易掌握+有趣）

非片面，非口號，非標籤，
多角度，深入，整全

理解人物的思路價值觀反思

但是……



二. 如何推廣

全方位學習Χ主題閱讀：

「美荷樓的蛻變——從公屋到青年旅舍」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我們在石硤尾
長大：美荷活現．
香港精神》，
2014年。

張帝莊：
《美荷樓記——
屋村歲月，
鄰里之情》，
香港：三聯書店，
2013年。



二. 如何推廣：1. 課程規劃

生活館

舊居民

網絡

美荷樓

青年

旅舍

生活素質香港房屋政策

活化文物
保育政策身分認同



二. 如何推廣：1. 課程規劃



二. 如何推廣：
1. 課程規劃

1. 物質及精神生活
2. 公共房屋政策



二. 如何推廣：
1. 課程規劃

1. 如何保育（活化）
文物

2. 政策成效



二. 如何推廣：1. 課程規劃

A. 教學進度

 中四上學期

B. 全方位學習活動

 中四、中五每年最少安排1次

9-10
月

單元一：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

11-12
月

單元二：今日香港
主題1：生活素質
任教議題：
• 生活素質的定義
• 香港貧窮問題
• 香港房屋問題
• 香港的文化保育



• 同級差異：

A VS B、C及D班
• 初高中差異

二. 如何推廣：2. 照顧學習差異



二. 如何推廣：3. 多元分享方式
• 各班個人課業

A班



二. 如何推廣：3. 多元分享方式
• 各班個人課業

A班



二. 如何推廣：3. 多元分享方式
• 各班個人課業

D班



二. 如何推廣：3. 多元分享方式
• 各班個人課業 D班



二. 如何推廣：3. 多元分享方式

• 小組分享：文字形式（善用電子學習平台PADLET）



二. 如何推廣：3. 多元分享方式

• 小組分享：文字形式（善用電子學習平台PADLET）



二. 如何推廣：
3. 多元分享方式

• 小組分享：

書畫形式



二. 如何推廣：3. 多元分享方式

• 讀書會（2節課，於圖書館舉行）

時間及學習重點 流程

第1節：
美荷樓的生活素質

1. 各組代表分享
2. 討論：反思今昔生活素質異同

第2節：
美荷樓的活化政策

1. 收看短片
2. 討論：活化成效



二. 如何推廣：3. 多元分享方式

• 主題書展



二. 如何推廣：
3. 多元分享方式

• 初中閱讀



其他人物故事與閱讀活動的構思

林小龍，中大中文系碩士，
教學經驗豐富。他屈居在
元朗一間不足40呎的劏房，
靠補習以維持生計。他出
版《我的豪華劏房生活》，
藉此說明陋室困不住自己
的教學理想。

林小龍：《我的
豪華劏房生活》，
香港：三聯書店，
2013年。
（香港公共圖書館
索書號：542.609391 
4490）



其他人物故事與閱讀活動的構思

• 片段閱讀Χ預習/總結

 預習問題：你會捨棄哪件東西？為甚麼？

以下是我（何喜華）為他的「豪華劏房」最重要的
二十樣東西做的一個紀錄：

林小龍：《我的豪華劏房
生活》，香港：三聯書店，
2013年。



其他人物故事與閱讀活動的構思

分組閱讀及討論：
林小龍在不同方
面的生活素質如何？
他如何面對種種
生活問題？

總結：
林小龍的近況

林小龍：《我的豪華
劏房生活》，香港：
三聯書店，2013年。



其他人物故事與閱讀活動的構思

• 讀書會Χ人物訪談

喬寶寶口述：《香港製造
——我和我的南亞裔朋友》，
香港：青森文化，2016年。
（香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
992.74 2033）



• 他（Gordon Mathews）堅持研究重慶大廈只是

「無心插柳」，那原來並不屬於他的研究領域，只

是因為到大廈做義工，認識多了大廈住客，才慢慢

成了這個課題的權威。……
• 至於他把住民帶出來，讓他們到大學旁聽課程，而

又令本地學生接受……要不是這位洋教授以「他者」

的視角發掘了「我們」這座大廈，隨著香港回歸的

變遷，它難免慢慢喪失獨特性，也不會再有多少人

理會。這本書的中譯本教人欣喜，因為研究重慶大

廈所需的宏觀視野、跨學科背景和人文關懷，正是

這一代香港人急切需要培養的，希望這版本能讓更

多朋友接觸到重慶大廈，以及它帶給我們那些不尋

常的啟示。

從閱讀中學習……
發掘問題 

多點認識  多點思考 
多點關懷  少些偏見

節錄自

沈旭暉：
〈導讀：重慶
大廈與國際關係〉

Gordon Mathews ：
《世界中心的
貧民窟：香港
重慶大廈》，
香港：青森文化，
2013年。
（香港公共圖書
館索書號：

541.42391 8030）



謝謝

歡迎指教交流

電郵：slchan@lingnan.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