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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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實地考察與通識教育 
鄧 錦 輝 

伯特利中學  
 2013 年 10 月 

 

前蘇聯教育心理學家維高斯基（Lev Vygotsky，1896-1934）認為，知識是社會互

動下的產物，從文化歷史與實際生活經驗中擷取學習內容，才能獲得深層的共鳴。社

會上的文化和制度，例如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行為規範，都是學生的學習內容，並

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活動。而培養學生解決問題及作決策判斷等高層次的心智能力，同

樣深受文化與社會環境的影響。維高斯基的教育心理學理論，正與通識教育科以時事

議題為切入點、拓闊學生視野的主張類似，因此有可供借鑒的地方。 

借用維高斯基的理論來設計通識教育科學與教活動的其中一個方式，就是引導學

生從實地考察當中建構知識。教師選取與課程相關的機構或地點予學生實地考察，好

處是為學生提供真實的社會文化經驗，有利於將課堂學習所得的抽象概念具體化。而

且這種學習經歷是可以延伸及轉化，當學生遇上類似情境時，同樣會引起他們注意及

展開學習活動。下文分別以文物保育議題及獨立專題探究為例，與大家分享利用實地

考察設計通識教育科學與教活動的經驗。 

 

從實地考察學習文物保育議題 1 

文物保育是近年香港社會頗具爭議的議題，從 2006 年清拆天星碼頭鐘樓及皇后碼

頭，至到近期的景賢里、何東花園及政府山保留與否，社會輿論都甚為關注。由於文

物保育與通識教育科課程有關，加上議題有延續性，可藉此訓練學生轉化處理類似議

題的能力，所以與文物保育相關的實地考察，是十分配合通識教育科課程的學與教活

動，有助學生掌握概念、經歷議題探究過程，以及提升批判性思考能力。 

首先，在掌握概念方面，不少教師都感到這是通識教育科的教學難點，因為學生

較難從抽象的情境當中認識及掌握概念的涵意。而借助實地考察活動，可以為學生提

供具體經歷，掌握與此相關的概念。以「身份認同」這個概念為例，身份分為多個層

次，包括：家庭、宗族、省籍、國家、民族、行業；至於建築物則是一種文化符號，

                                                 
1 本節部份內容取自鄧錦輝：〈文物保育考察 探究好題材〉，《大公報》，201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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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保育的建築文物也反映了我們的身份認同。教師可以在實地考察過程當中，引導學

生了解香港所保育的文物建築類型是頗為多元的，包括：英治時期的西式建築、中國

傳統建築、現代主義風格的建築（例如香港大會堂、舊灣仔街市）。香港保留多元化的

歷史建築，正好體現了香港人多元化身份的象徵，從而讓學生具體認識何謂多元化身

份和身份認同。 

其次，經歷議題探究過程方面，通識教育科重視多角度思考，例如：從不同面向

（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不同層次（個人、社區、國家、全球）、不同持份

者（巿民、政府、環保團體、商人……）角度探討議題。實地考察能啟發學生多角度

思考，因為他們會在考察當中遇到不少關於文物保育的爭議議題。例如：一幢歷史建

築物為什麼要保留？文物保育的價值是根據集體回憶，還是其歷史意義或地位？文物

的保育形式以商業模式營運，還是用作博物館較佳？保育程度是維修，還是重建？學

生能指出這些爭議點並從不同角度深入思考分析，這就是議題探究的學習歷程了。 

第三，在提升批判性思考能力方面，根據《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本科要

求學生「識別對個人和社會議題的不同意見背後的價值取向，並在個人和社會層面的

議題和問題上，運用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和從多角度考慮作出判斷和決定。2」

當學生掌握如何探究議題後，便需要建立自己觀點和立場，以及提出支持自己觀點和

立場的證據。例如本校曾經帶領學生實地考察石硤尾區，在考察「美荷樓」時，學生

看到這些早期公共房屋的天台曾經辦過不少小學，從而深刻地感到香港物質條件的進

步。當他們發現石硤尾工業大廈現已改建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文化」，顯示由過往

重視體力勞動的工廠變成強調創意藝術的地方，以及看到見證以往香港人辛勤工作的

工業機械展品，那麼他們在實地考察之後，對於這一地點應該是保育還是重建，相信

已掌握更多資料和有更深刻體會，而他們繼後所作出的判斷或建議，也將會更有說服

力。 

 

思考問題： 

 

 你曾否為學生安排實地考察活動？如有，曾經考察甚麼地方？學生的反應及學

習成效如何？如未曾安排，是沒有時間還是甚麼因素？而日後又會考慮安排

嗎？為甚麼？ 

 上文提及以實地考察方式讓學生學習文物保育的議題，你有甚麼意見？對於貴

校學生又是否適用？為甚麼？ 

 你曾經構思哪些學與教活動以處理文物保育的議題？與上文相比，你認為有甚

麼不同？學與教成效又可能會有哪些差異？為甚麼？  

 

                                                 
2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第 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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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與獨立專題探究 

實地考察可以讓學生在撰寫獨立專題探究時掌握第一手資料，令其所作的結論更

有說服力。而要在實地考察搜集足夠及適用的資料，學生需要完成以下數項工作： 

 透過細緻觀察，記錄現場建築物的特色，以及留意建築物上各種文字資料，例如

碑文、牌匾。 

 留意甚麼人正在使用該幢建築物，以及其使用方式，例如商業營運、博物館。 

 在觀察期間，可訪問管理該建築物的負責人員，或在該建築物活動的人士。透過

訪問，有助學生從不同角度認識建築物的功能或其歷史。 

學生取得資料之後如何善加處理，這是很重要的一環。若學生要達到從多角度展

示和分析探究結果的效果，其中一種途徑是比較同區的同類建築。例如灣仔舊區的建

築文物有不同的保育方式，學生可以比較它們的保育方式有何異同，並進而判斷其保

育成效。以下為三個可供比較的例子： 

 藍屋。該建築物可以讓學生看到何謂活化保育，這是巿區重建的重要策略，令建

築物維持原有用途。例如藍屋在重新修葺後，原來的跌打醫館仍繼續營業，樓上

的住宅亦不受影響，不會成了無人居住的博物館。這種保育模式除了保留有價值

的社會文化元素和原來居民的人際網絡關係外，亦帶出了文物保育的常見爭議

點，就是不少人認為藍屋位處人流眾多地區，若改建為商廈，肯定能賺大錢。學

生可以在探究報告中以藍屋為例而就這爭議點詳加討論。 

 灣仔街巿。該建築屬包浩斯式建築風格，與中環街巿、舊山頂纜車站相同。包浩

斯式建築風格注重實用性和通風散熱的設計，令它在夏天也不需要啟動空調。現

時該建築物的保育方式是保留街巿的外牆（地產發展商稱之為「主體保育」），

而內部則興建現代化高層住宅。這種方法增加了興建新建築的難度、時間和成本。

學生可以在其探究報告內分析這種保育方式是否值得推廣？又是否破壞了建築文

物的原本外型及功能。 

 舊灣仔郵政局。該建築物於 1912 年至 1913 年間興建，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

郵政局建築，現為香港法定古蹟，並由環境保護署於 1993 年用作環境資源中心，

展示環境保護的資料及圖片。這種原址活化但改變原來用途的保育方式，與前述

兩項不同，學生也可以在其探究報告內比較各種保育方式的利弊。 

除了同區比較外，學生也可以利用分區考察方式展示探究成果。香港有不少集中

某一行業店舖的行業街，例如旺角的「雀仔街」、「波鞋街」、「金魚街」；在灣仔

則有「玩具街」。本校不少學生均居於新巿鎮，行業街對本校學生而言，是種截然不

同的城巿街道面貌。由於新巿鎮的城市規畫方式，其中一項考慮是如何有效管理大批

居民，故此在土地用途上以分隔區來設計，清楚劃分公共和私有空間的界線。故此在

屯門、天水圍等新市鎮，很少見到「街舖」，行人路相當清靜，因為店舖都「被」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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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商場之內。只要在商場出入口安排數名保安員，已經可以應付及管理大量人流。本

校學生曾經前往灣仔舊區實地考察，從而了解到新市鎮與城市舊區在城市規畫及街道

面貌上的明顯分別，並以此作為探究報告的主題。而無論是同區或分區的實地考察比

較，均有助於學生從多角度展示和分析探究結果。 

 

思考問題： 

 

 你的學生有否採用實地考察方式以搜集獨立專題探究報告的資料？如有，你在

考察前後如何指導他們？學生搜集資料的效果又是否理想？為甚麼？ 

 你認為上文提及實地考察方式，是否有助學生從多角度展示和分析探究結果？

為甚麼？你又曾經採取甚麼方式指導學生展示及分析資料？學生的表現如何？

 除了上文提及的地點外，你認為尚有哪些地方可以讓學生搜集獨立專題探究報

告的資料？為甚麼？  

 

結語 

總括而言，實地考察能提供豐富的社會文化學習資源，並很適合作為通識教育科

的學與教活動，無論是在單元教學或獨立專題探究方面，都值得各位同工嘗試考慮採

用，以增潤及充實學生的學習經歷。 

 

 

-- 完 -- 

 

 

 

貴校如有關於通識教育科單元教學或獨立專題探究方面的經驗可以與

其他學校分享，請發電郵（kcli@edb.gov.hk）或賜電（2892 6515）與

本組課程發展主任李傑泉博士聯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