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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具備對中國水資源問題的認知，如
地質性缺水、水質性缺水、工程性缺水
、浪費性缺水等珠三角缺水問題；南北
水源分佈不均問題；

• 透過自行蒐集的資料，學生對所選取的
地區面臨的環境污染問題有一定的認識
。

前置知識
前置知識



前置知識 學與教策略：
簡易模型設計

• 背景：

作為中國水資源及環境範疇的專家，你

們正討論可如何循可持續發展方向建設

一個三十年後的模型，以說服相關持份

者作出配合。

情景化

設計規則

• 製作此模型的理念必須同時呈現出

(1) 一項有利改善內地水資源問題的水利

工程計劃及

(2) 一些紓緩或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除水

質污染外)的建議方法。

指引問題
(1) 參考一些文獻後，討論內地正面對哪些水資源問

題。
(2) 哪些地區較具備發展水利工程的條件，從而改善

題(1)指出的問題？
(3) 除水資源問題外，你們亦觀察到內地一些地區存

較嚴重的環境污染。透過商討你們選定的問題是
甚麽？此問題在甚麼地區較為普遍？

(4)  參考題(2)及(3) ，因面對資源不足，你們只考慮集
中研習一個地區。是哪裏呢？

(5)  建議不同持份者(包括政府、環保團體、市民及其
他非政府組織等)可如何就上述地區水資源問題及
環境污染問題作出回應。
(註：需討論成效及限制)



設計規則

• 六人一組。

• 物資可包括廢紙、紙皮、紙黏土、超能
膠、顏料、竹籤、雪條棒等，校方將資
助每組$100。

• 匯報中需運用PowerPoint或Prezi配合說明
，並附以相關文獻、研究作說明。

• 每組匯報時間為6分鐘，互評及老師總結
共4分鐘，每組合共匯報10分鐘。

設計規則
• 其他組別同學需評鑑其他組別的模型美
觀程度、講解水平及答辯能力等。

內容 (35%) 模型設計 (25%) 匯報水平 (25%) 材料運用
(15%)

 符合內地一個地區三十年
後的情景 (5%)

 包含一項有利改善內地水
資源問題的水利工程計劃
(5%)

 包含一些紓緩或解決環境
污染問題(除水質污染外)
的建議方法。(5%)

 建議涉及不同持份者如何
就該地區水資源問題及環
境污染問題作出回應
(10%)

 延伸重要概念 (5%)
 組織嚴謹 (5%)

 具創意 (15%)
 精細度 (5%)
 含豐富多元意

境 (5%)

 表達清晰到
位 (5%)

 多媒體表達
(5%)

 資料詳細
(5%)

 答問表現
(10%)

 環 保
(5%)

 靈 活 多
變 (10%)

水資源問題－文獻探究
資料來源：《解水資源分布不均
南北調配與外合作》，香港《文匯
報》，2014-12-12。

水資源問題－
文獻探究

未來中國的
水資源發展

中國的水資源
和水資威脅

資料來源：
何建宗、吳方笑薇(2013)。《水舞人間
（從水源、水質到社會資料、社會品
質...）》。香港：Warrior books。

資料來源：沈學汶(2014)。《江水悠
悠——水利工程學家治水記》。香港：
商務印書館。



內地環境污染問題－
由學生自行決定探討主題及搜集資料

• 空氣污染 /霧霾

• 土壤污染

• 放射性污染

• 噪音污染

自行搜集資料

自主學習

提供提示卡(相關資料)

匯報指引

• 每組六分鐘，先用PPT展示水資源和環境
污染問題現況，再而運用模型呈現三十
年後中國水利工程和環境改善工程

• 其他組此時分別扮演政府(商務部及環境
部)、企業/工廠、市民、環保團體及其他
非政府組織等

上海市实验学校
2013-8

上海市实验学校
2013-8



組別 地區
問題 建議

水資源 環境污染 水資源 環境污染

Decade 上海 水質性缺水 空氣污染
霧霾

 水利工程(污水處
理廠)

 拒絕霧霾
(Smog Free 

Project)
 綠化

Centuries 江西 地理性缺水
水質性缺水

土壤污染  興建淨水廠
及水壩

 引進先進化學沉
澱法(NaOH)

 使用間歇性開
採形式

彩虹水壩 東莞 水質污染 土壤污染  興建淨水廠 /

功闖 珠江 水質性缺水
工程性缺水
浪費性缺水

空氣污染
土壤污染

 設立法例監管
 政府資助工廠擁

有人設立污水處
理廠

/

能得利 北京 地理性缺水
水質性缺水
工程性缺水

空氣污染  實行建築及保養
喉管工程

 增建環保局

 大量植樹
 減少北京工廠

數量
 實施交通管制
 嚴格執行政策

新春大吉
喜氣洋洋

湖南 水質性缺水 土壤污染  政府監管工廠排
污狀況

 防治污水以改
善土壤質素

居民：以我所知，興建堤壩導
致大量人民需遷離原居地，就
像三峽工程，那豈非大大及負
面地影響我們的生活素質嗎？

企業：我們也同意可興建更多過濾
系統，然而成本高昂，那負擔也著

實令我們頭痛！怎辦才好？

政府(商務部)代表：近年，中
國政府著意保育環境，但我們
也要發展經濟，至少可要保持

GDP 7%增長呀！

能源專家A：遷移短期內或可能
影響你們的生活素質，但政府
愈來愈重視社會和諧，故長遠

(30年後)定必能妥善處理我國移
居的人民生活水平。

環境專家C：經濟發展固然重
要，然而環境一旦遭破壞是不
可逆轉的哩！又豈容我們忽視

可持續發展。

能源專家B：政府和人民皆可為
環境保育多出一分力，故此我
們這些專家特在此呼籲！為生
物多樣性也好，環保也好，儘

早興建更多過濾設施。

課業



學生習作賞析 學生習作賞析

學生習
作賞析

24

通識教育科
悅讀合同

• 鼓勵學生進階閱讀

• 老師按學生的閱讀動機及學習能
力訂立悅讀合同，完成書評

• 透過自我調控學習過程及評估學
習效果，達致自我管理學習

其他學與教策略



25

書籍介紹
名字：水舞人間

作者：何建宗教授、吳方笑薇

出版社：Warrior books
出版年份：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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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 《水舞人間》，是一本相當完整和全面去探討中國和香

港的水資訊問題的書藉；包括中國與香港現時水資源的
情況、產生的問題、後果、解決方法等，道出了近來熱
潮的概念—「生態補償」，但有部分則偏重理論和理想
層面，顯出一點點環境學家的特性。《水舞人間》的內
容亦不乏感性層面，包括東江水源的人民、香港的歷史
等，當中亦有不少值得探討的哲學道理，但也正正因著
一些感性內容的緣故，有意無意地使建議和政策以感性
主導，驅使人承擔過度的道德責任。

• 礙於近年中國與香港之間的爭議和矛盾日益增加，中港
關係緊張，小弟亦對於愛國和中港資源問題相當敏感。
故此，小弟在閱讀此書時都抱有一定戒心，提防洗腦。
但閱書近半時，我釐清了數個概念，得知此書並不過份
維穩，尚算中肯，令我放下心頭大石。例如，書中當提
及「飲水思源」，當中的「源」是指水源的環境，原意
是叫我們關心水源的生態環境，但我們很容易就把「源
」代入為中國。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