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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同心、經驗紛陳」 

通識教育科教師心得分享系列（33） 

 

從考察沙田曾大屋看中國傳統家庭觀念的承傳與變遷 
 

蕭 皓 聲    

沙田循道衛理中學 
 

甲. 教學意念的由來 

 

  「現代中國」單元的主題 2，期望學生認識傳統和現時的家庭觀念與功能，

並思考當中的承傳與變遷，繼而評估變與不變所帶來的利弊。對學生而言，處理

現代的家庭問題較易掌握，因為每名學生都有家庭，與學生的生活最為接近，亦

最易產生共鳴；但對於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則會感到較為遙遠。此外，家庭觀

念的內涵極為豐富，例如家庭的結構與模式、家庭成員之間的位份與價值觀，這

些包含不同層次的概念，都很容易令學生混淆。究竟這個主題應該如何處理，往

往是通識教育科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時面對的難題。 

 

  我在設計與這與主題相關的教學活動時，參考了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於 2015

年底出版的《通識科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現代中國》（下稱《資源冊》），當中

的「基本概念」與「學與教參考示例」，確能為教師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和指引。《資

源冊》第 38-42 頁，提供了三個基本概念：家庭觀念與功能、親屬與宗族、傳統

與現代，這些資料有助我擬定教學焦點，以及調整教學內容的深度與廣度。此外，

《資源冊》的學與教參考示例(4)：「衝擊與轉變：當代中國家庭的探究」，內有

荃灣三棟屋的簡介（212-213 頁）及工作紙（223 頁），令我想起本校附近（約步

行 10 分鐘）的曾大屋，同樣是值得前往考察的地點，因而決定構思一次實地考

察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近距離觀察中國傳統的家庭模式，並從中思考傳統家庭觀

念與功能在現代社會的變與不變。 

 

 

 

 

 

 

 

 

曾大屋的大門                    考察當天所見的「點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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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教學設計的理念 

 

  這次教學結合了預習、講授、考察、匯報、討論及總結等活動在內，希望學

生透過課堂內外的學習經歷，得以更有效地掌握「現代中國」單元主題 2 的課程

內容，並且從實地考察當中增強他們對社區歷史的聯繫，提升對所屬社區的認識

和歸屬感。以下簡介學生的情況、學與教目標、預期學習成果及課業評估要求。 

 

1. 學生能力及前備知識 

 學習差異不大，學習進度和步伐尚算一致。 

 分析能力頗佳，但在匯報時或會信心不足。 

 彼此關係融洽，協作能力不俗，能自主和積極學習。 

 已學習中國改革開放下的經濟和社會的課題，初步明白何謂家庭觀念。 

 

2. 學與教目標 

 透過課堂講解、實地考察曾大屋、事後匯報，使到學生對沙田區的歷史、

以及香港發展與內地的關係，得以有親身體會，從而對社區歷史更為尊

重，並提升其歸屬感。 

 令學生掌握甚麼是中國傳統家庭觀念，以及探究這些觀念在現代社會的

承傳與轉變，進而加深認識香港和內地社會的現況。 

 準確認識「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不再將其單純二分，而是明白當中的

線性發展關係。 

 藉着課堂及實地考察活動，培養學生具備開放、包容及多角度的思維。 

 

3. 預期學習成果 

 學生在課前先行預習資料，繼而實地考察及預備於課堂匯報的檔案，藉

以養成自學習慣。期望學生可以初步應用相關知識和概念，分析傳統家

庭觀念的變遷。 

 學生在課堂匯報期間需要互相協作，增加同儕之間的互動程度及提升討

論深度，藉以評估不同的傳統家庭觀念的承傳價值。 

 

4. 課業評估 

 匯報的資料內容，以及學生即時的表現，由我給予評分。評分標準以內

容的準確程度和對議題的分析深度為主。 

 我將於下一循環周指導學生完成一份功課，題目為「計劃生育是否導致

家庭結構與觀念轉變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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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實地考察及匯報考察成果 

 

        是次課堂教學共有兩個雙課節，合共四堂（160 分鐘）。第一堂簡介學習目

標和內容，第二堂步行 10 分鐘前往曾大屋，在該處考察約 30 分鐘，第三和第四

堂則由學生匯報和討論，並由我作總結。 

 

        出發考察之前，把學生分為 1A、1B；2A、2B；3A、3B 六組（詳見附件的

工作紙），各有不同的觀察主題： 

 第 1 組負責「家庭結構與規模、兩代關係及管教模式」。 

 第 2 組負責「兩性關係與家庭角色、婚姻觀與育兒觀」。 

 第 3 組負責「家庭支援及經濟功能」。 

 

        每組學生就其主題需要完成至少兩頁的投影片簡報。學生在考察時需要拍照

為證，以分析中國傳統的家庭模式與觀念；此外，需要剪貼一份近期的新聞報道

為例子，以顯示現代人的家庭模式與觀念，由此而作古今對比。為方便學生預備

匯報，我在學校的內聯網學習平台上載一份匯報範本給學生參考，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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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給予 1A 組（見上圖右上角）的範本，他們需要在考察時觀察家庭結

構與規模、兩代繼承及彼此關係的內容，並拍照為證，然後貼在簡報頁的左方。

例如學生可以向着曾大屋的長廊拍照，以說明曾大屋內有很多住戶，顯示家族規

模較大。學生繼而要選一份近期的新聞報道或資料，貼於簡報頁的右方。例如學

生可以將近年香港家庭成員平均人數統計圖表貼於右方，以顯示古今的不同。 

   

  以上步驟讓學生應用搜集、歸納和分析資料的能力。為進一步提升學習深度，

第二頁的簡報就要求學生對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作綜合評估，以討論傳統家庭觀

念多大程度上應該在現代社會承傳和保留。詳見下圖： 

 

    為了培養學生正反論述及多角度思考的習慣，並增加匯報過程中的「火花」，

A 組學生擔任正方，論證中國傳統家庭觀念有哪些應該保留、為何值得承傳；B

組學生則擔任反方，匯報時論證哪些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已不合時宜，為何不值得

在現代社會承傳。我亦同時為學生提供一些延伸探究和思考問題（詳見附件），

讓他們有更充足的準備，使課堂的匯報與討論內容更加豐富。 

 

  我在考察期間，一邊介紹曾大屋的歷史和特徵，一邊指導學生發掘相應的觀

察點。我在考察後先行要求各組學生繳交一次簡報，然後給予回饋和指導，好讓

他們及早修訂和潤飾，以確保課堂的匯報內容都能聚焦。此外，我亦借此機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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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整合各組學生的觀點，以便在課堂更有效率地予以綜合，即時呈現議題的爭

議所在。例如我初步知道 1A 組學生認為中國傳統的多子多孫觀念應該保留，因

為香港的生育率低，多生育可以增加勞動力（詳見以下圖片）；而 1B 組學生則

並不同意，因為香港大多數家庭的居住面積都難以容納眾多家庭成員，而「優生

原則」比起「寧濫勿缺」的觀念，更能保證下一代得到充份照顧。如是者當我掌

握了兩組的不同意見，便可以讓課堂內的討論更具焦點和深度。 

    

  以下是 1A 組學生的第一頁簡報，他們負責分析傳統觀念的承傳和不變的原

因。學生在左方貼上了考察的照片，以論證中國傳統家庭的觀念；然後於右方貼

上現今社會的報道和事例，說明現時其實是承傳了中國傳統家庭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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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該組學生的第二頁簡報，他們在左方分析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在現代社

會轉變的原因，然後在右方論證現代社會應保留多生育及養兒防老的觀念。 

 

  我整理了 1A 和 1B 組的匯報成果後，即製成以下教學簡報。當兩組學生在

課堂匯報之後，我利用這張簡報呈現他們的分歧與爭議，然後讓全班學生一起討

論，究竟中國傳統家庭的生育和養兒防老的觀念，在現代社會是否值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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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雙課節當中，六組學生各有五分鐘匯報時間；而每兩組匯報後，又各

有十分鐘全班討論時間。如是者課堂約餘下十分鐘，則由我作總結和深化討論，

指出傳統與現代不會單純二分，期望學生理解其線性發展的關係。 

 

丁. 總結與反思 

 

  走出校園的學習經歷，往往會給學生多一點刺激和自主的空間。在考察期間，

學生不斷提問，例如對於曾大屋門前對聯為好奇，問我對聯的意思；看到村民出

入，或甚至只是一兩名經過的路人，都會引起他們的注意；學生也對棄於一旁的

門閂、籬笆、打穀機等古舊物件頗為關心；甚至延伸至詢問曾大屋旁邊的丁地、

丁屋與丁權問題。由此可見，學生都善用考察時間來探究他們所負責的主題。 

 

  讓學生親臨現場，不僅是直接接觸古建築，更寶貴的是與人的交流。學生當

日有幸與曾大屋前任村長交談，了解內地和香港發展的關係。例如於對日抗戰期

間，曾大屋就是因為保護不少人而被稱為「大屋」的。學生又從村長口述的故事，

知道沙田居民過往以耕作維生、各村落（大圍的積存圍、沙田的沙田圍等）之間

又如何互動，從而進一步讓學生了解沙田由「農村」發展成為「城市」的過程。

學生在考察之後，明白了之前居民的生活模式，因而將沙田新城市廣場亦一併作

為「生活圈」去考察，並將範圍延伸至附近的大圍，甚至是大埔和西貢。學生在

考察後更具體地認識社區發展的歷史，增強了作為沙田居民的歸屬感；與此同時

他們亦深入反思城市發展和鄉村消失的現象，對於居民的生活與家庭觀念帶來了

甚麼改變。這些都是在構思教學設計和前往考察前未有預料的額外成果。 

 

  實地考察亦是學生協作學習的共同經歷，使他們對於匯報內容更富擁有感。

學生利用自己所拍的照片來匯報，親自講解照片的焦點，原意可能只是介紹個人

經驗，但常會引起同儕進一步討論。例如有學生提及水井內的魚，因而引起大家

討論魚的由來、魚的功能。這些討論看似與課程無關，但卻是學生「觀察→發現

→提問→溝通→解答→再提問」的過程，豐富了學生於通識教育科的學習體驗。 

 

  總括而言，實地考察對於學習通識教育科十分重要。首先在認識事物的層面，

可以讓學生更具體地接觸和了解歷史建築和相關文物；其次，可以提升學生對於

身邊事物的觀察和分析能力；第三，在態度方面則可令學生對於社區更有歸屬感，

亦更懂得尊重和包容他人的意見。實地考察需要在事前用上不少籌備時間，而且

課時緊迫，很難經常安排；然而，當考慮到實地考察可取得豐碩學習成果，我還

是建議大家考慮至少每年安排一次考察活動，讓學生將書本上的知識與社區生活

結合，提升學與教成效。 

 

-- 正文完 -- 



第 8 頁 
 

附件：指引工作紙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中五級通識教育科   

傳統家庭觀念與現代社會生活 

 

姓名：＿＿＿＿＿＿＿＿＿＿＿＿ 班別：                                  __________ (            ) 

 

甲、匯報指引                                                                                                                     

 

任務一：參觀曾大屋及閱讀相關資料，說明傳統家庭觀念在現代社會的存廢。 

 

任務二：應用相關知識及概念，解釋其中一個傳統觀念應該承傳／轉變的原因。 

1. 搜集資料，指出現有一些社會問題，可能是傳統家庭觀念所導致／可解決的。 

                                                              或 

2. 搜集資料，指出政府現正推廣的傳統家庭觀念，事實證明是沒有用／有用的。 

 

        ＊請於 e‐class → e‐ 下載「曾大屋考察assessment  投影片簡報」的範本。 

            每組完成2‐ 頁3 簡報，上載到 e‐ ，在課堂上有 分鐘匯報。assessment 5  

 

乙、思考問題                                                                                                                       

 

一、家庭結構與規模、兩代關係及管教模式  、 組(1A 1B ) 

 

    ‧傳統的家庭結構和規模有何特徵？有哪些在現代社會承傳／轉變了？ 

    ‧傳統家庭對宗族、兩代、長幼有何觀念？有哪些承傳／轉變了？ 

    ‧有甚麼因素可能會導致以上的承傳或轉變？在現代社會應該保留／改變？ 

 

延伸探究問題：(可參考或選其一匯報，以討論你們認為值得廢／存的傳統家庭觀念) 

 

1.中國政府放寬一胎政策為「二胎政策」，香港政府鼓勵香港家庭「生三個」。你認

為以上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鼓勵生育，有可能恢復傳統的家庭觀念嗎？ 

 

香港政府應否提倡子女與父母同住，累世同居，甚至在結婚後仍2.  「成家不立室」？ 

 

「少生」比起「多子多孫」，是否更符合「優生原則」，對孩子的成長更有利？3.   

 

平權主義取代威權主義，個人主義取代群體主義，對孩子的成長是好還是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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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性關係與家庭角色、婚姻觀與育兒觀 、 組 (2A 2B ) 

 

    ‧傳統家庭的男女地位／角色有何特徵？有哪些在現代社會承傳／轉變了？ 

    ‧傳統家庭對生育、婚姻有何觀念？有哪些承傳／轉變了？ 

    ‧有甚麼因素可能會導致以上的承傳或轉變？ 

 

延伸探究問題：可參考或選其一匯報，以討論你們認為值得廢／存的傳統家庭觀念( ) 

 

「1.  在香港的社會和家庭中，已能達至男女平等」。你多大程度上同意？ 

 

「傳統的婚姻觀比現代社會自由戀愛的婚姻觀好」。你多大程度上同意？2.   

 

「男主外、女主內」仍是合理和值得提倡的家庭角色分工。你多大程度上同意？3.   

 

「婚姻與生育的關係應該是密不可分的」。你多大程度上同意？4.   

 

 

三、家庭支援及經濟功能 、 組 (3A 3B ) 

 

    ‧傳統家庭成員之間，有何支援和經濟功能？有哪些在現代社會承傳／轉變了？ 

    ‧傳統家庭各成員間在維繫情感、教化、福利上有何觀念？哪些承傳／轉變了？ 

    ‧有甚麼因素可能會導致以上的承傳或轉變？ 

 

延伸探究問題：可參考或選其一匯報，以討論你們認為值得廢／存的傳統家庭觀念( ) 

 

1.中國政府已立法規定「子女必須定期回家探望父母」，否則父母可以控告子女，你

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上政策有效提倡傳統的孝道，又可紓緩「空巢老人」問題？ 

 

你是否贊成年青人應該供養父母2.   (例如：給予家用？而父母又應期望子女供養自己？)

 

家庭教育是否比學校教育更重要？何者對青少年的成長有更大的影響？3.   

 

「父母的遺產應留給子女」4.  。你多大程度上同意？ 

 

 

 

-- 附件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