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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課 題 

 從體育運動看全球化：2018 年世界杯足球賽 
 

 

相關概念 / 名詞 

 全球化（《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四分冊→基本概念） 

 經濟整合（《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四分冊→基本概念） 

 跨國企業（《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四分冊→基本概念） 

 全球文化與本土文化（《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四分冊→基本概念） 

 文化單一化與多元化（《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四分冊→基本概念） 

 

 

建議探究重點（請按校本情況而增刪探究重點） 

 就世界杯的歷史發展而言，該項賽事從第 1 屆（1938 年）到第 21 屆（2018

年），當中有哪些現象反映了全球化對於賽事的組織規模，以及世界各地球

迷投入程度的影響？（提示：參賽隊伍數目及其所屬洲份、主辦國家、通

訊科技的發展……）  

 本屆世界杯多支參賽隊伍的其中一個共通點，就是在隊伍內有移民或入籍

球員，而這種情況自 1990 年代中後期就已經開始了。你認為這與全球化有

關嗎？為甚麼？  

 承接上題，多支參賽隊伍擁有移民或入籍球員，在甚麼程度上提高了賽事

的可觀程度？解釋你的答案。 

 從哪些方面可以看到世界杯比賽滲入了眾多商業元素？而這些商業元素是

否與跨國企業有關？試加以解釋。 

 中國國家隊未能進入本屆世界杯決賽週，但為甚麼中國企業投入龐大經費

在比賽球場賣廣告？這些廣告又為甚麼多以中文而不是英文顯示？ 

 「全球化對於促進足球運動的發展是利多於弊的。」你是否同意這種說法？

為甚麼？ 

 

 

《資源套》提供的建議探究例子（《資源套》第 49 頁） 

 教師可從學生日常接觸的現象開始，令他們明白全球化並非遙不可及，而

是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例如利用本地和外國著名球隊所招攬的外援人

數，以及這些外援的國籍、球員穿著的球衣與球鞋、比賽所用的足球，作

為從經濟層面了解全球化的出發點。而人造衛星直播球賽、明星足球員瘋

魔各地球迷、知名足球勁旅的擁護者遍佈全球，則反映了全球化在文化層

面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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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 / 個案 / 數據 / 評論 / 圖片 

 劉銳紹〈中國企業贊助世界杯〉（《晴報》，2019 年 9 月 5 日）。 

 潘天惠〈世界盃賽果合理〉（《信報財經新聞》，2018 年 7 月 26 日。） 

 李明生〈世界盃人才政策的啟示〉（《香港商報》，2018 年 7 月 18 日。） 

 〈世界杯，一場現代的祭禮〉（《長江日報》，2018 年 7 月 17 日。） 

 趙燕玲〈世界盃的中國身影〉（《香港商報》，2018 年 7 月 16 日。） 

 張宗永〈中國用錢參加世界盃〉（《蘋果日報》，2018 年 7 月 16 日。） 

 〈世界盃為何如此讓人癡狂〉（《解放日報》，2018 年 7 月 14 日。） 

 韓哲〈一個世界盃，半部世界史〉（《北京商報》，2018 年 7 月 13 日。） 

 〈「足球全球化」的利與弊〉（《羊城晚報》，2018 年 7 月 10 日。） 

 陳瓊〈中國品牌與世界盃〉（《北京晨報》，2016 年 6 月 11 日。） 

 高天佑〈世盃商戰 中國或最贏〉（《信報財經月刊》，2018 年 7 月 1 日。） 

 〈全球一體化綠茵多樣化 聚焦世界盃移民軍團〉（《新民晚報》，2016 年 6 月 29

日。） 

 浩南〈強弱之間不再懸殊〉（《晴報》，2018 年 6 月 22 日。） 

 〈沒有中國隊的世界盃，為何成了中國企業的「盛宴」？〉（中國新聞社，2018

年 6 月 11 日。） 

 梁天卓〈近年最悶蛋的世界盃〉（《信報財經新聞》，2018 年 6 月 11 日。） 

 馬嶽〈世界盃 成也全球化 敗也全球化〉（《明報》，2018 年 6 月 10 日。） 

 王敵〈從 13 隊發展到 48 隊，世界盃這個大蛋糕是怎樣造出來的？〉（《新快

報》，2018 年 3 月 21 日。） 

 
 
學與教素材（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李斯特城取得 2015-16 年度英格蘭超級聯賽冠軍 

 從世界盃指定用球的製作看全球化 

 香港電台《點擊全球化－足球企業》 

 

 

教材套（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從足球運動看全球化〉（《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四分冊） 

 

 

培訓課程（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趙永佳教授：「全球化正、反、合：十年教學之回首與分享」（通識教育科網

上資源平台→教師→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12/2013 學年） 

 朱耀偉教授：「愛恨地球村：透視全球化現象」（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

師→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09/2010 學年） 

 趙永佳教授：「全球化、體育與不平等」（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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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07/08 學年） 

 吳偉明教授：「文化及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入門」（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

師→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07/2008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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