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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背景

 學生學習能力屬中上

 通識教育科：

 按班別／組別

 訂定教學語言／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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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套的高中單元三

生活素質：物質與精神

學與教計劃及活動示例

3



背景資料

科目：新高中通識教育科

對象：中四級

教節：兩教節（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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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及目標

讓學生掌握及了解：

• 生活素質…What?
• 生活素質… How?
• 生活素質 vs 生活水平

• 石硤尾居民的態度

• 快樂來自物質？

培養學生以下能力：
• 理解
• 討論
• 分析
• 綜合
• 表達

培養學生以下價值觀和態度：
• 尊重素質及卓越
• 可持續性
• 理性
• 敏感
•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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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 生活素質與生活水平

• 物質生活與非物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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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流程
教節：共兩節，每節40分鐘

第一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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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時 課堂內容 教學活動 教學材料

課前
預備

／ 1. 教師派發工作紙一（腦圖）。
2. 吩咐學生事先在工作紙的腦圖上填寫

他們的答案，於第一節課時帶回。

／ 工作紙

簡介、
分組
討論

5分鐘 1. 安排學生四人一組，讓學生與同組同
學的答案互作比較。

2. 學生以小組形式完成一個完整的腦圖，
從而找出影響生活素質的因素。

聆聽、
小組討論、
分析、
回應問題

工作紙、
課本

提問 5分鐘 1. 教師以抽問形式讓學生回答討論結果。
2. 學生需要同時將其他組別的報告內容

摘要紀錄在課堂活動工作紙。

抽樣提問、
匯報、
紀錄

／

小結 10分鐘 1. 教師回應學生的匯報內容。
2. 利用教學簡報作延伸解說，從而界定

物質生活及非物質生活的定義、說明
不同年代的人對「生活素質」的要求。

回饋、
延伸解說

教師參考
資料一



教學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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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時 課堂內容 教學活動 教學材料

分組
討論

5分鐘 1. 繼續安排學生四人一組，以小組形式觀
看短片及分析有關美荷樓的資料。

2. 學生須完成課堂活動工作紙二的問題。

觀看、閱
讀、小組
討論、分
析、回應
問題

工作紙

提問 5分鐘 1. 教師以抽問形式讓學生回答討論結果。
2. 學生需同時將其他同學的報告內容摘要

紀錄在課堂活動工作紙。

抽樣提問、
匯報、
紀錄

／

小結 5分鐘 1. 教師回應學生的匯報內容。
2. 利用教學簡報作延伸解說。

回饋、
延伸解說

／

總結 5分鐘 1. 生活素質的定義、分類。
2. 影響生活素質的因素。
3. 相關概念，例如：生活素質、生活水平

物質生活、非物質生活。
4. 派發學生閱讀資料一至三，吩咐學生於

課後閱讀。

／ 學生閱讀
資料一至
三



課堂活動一：熱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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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學生個人樣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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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學生個人樣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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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學生小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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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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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二：觀看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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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一：觀看短片（04:07-06:36、17:05-19:40）
香港電台：《香港故事》第9集：〈我們在石硤尾長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8PwqCidl5g



工作紙二：紀錄影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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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探討問題

• 受訪者的物質生活和非物質生活的情
況如何？

• 吳宇森在美荷樓的生活經驗如何影響
他的價值觀？

• 黃端貞說：「冇得食都一樣咁開心。」
究竟她的快樂從何而來？

• 你的快樂又是從何而來？你認為甚麼
才是快樂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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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學生小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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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石硤尾居民生活環境不理想、日子窮困

• 以知足常樂的心態去面對

• 從非物質的元素裡尋到快樂

• 現今社會，物質生活富裕，但心靈不快樂

• 物質能令人感到快樂，但並不是必然因素

• 親情、友愛、個人的價值觀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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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讀資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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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讀資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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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讀資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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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流程
教節：共兩節，每節40分鐘

第二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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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時 課堂內容 教學活動 教學材料

簡介、
分組
討論

10分鐘 1. 安排學生四人一組，以小組形式
討論及分析有關今昔生活對比的
資料。

2. 學生須完成課堂活動三工作紙的
問題。

觀看、
聆聽、
小組討論、
分析、
回應問題

工作紙、
學生閱讀
資料一至
三

提問 5分鐘 1. 教師以抽問形式讓學生回答討論
結果。

2. 學生需同時將其他組別的報告內
容摘要紀錄在課堂活動工作紙。

抽樣提問、
匯報、
紀錄

／

小結 5分鐘 1. 教師回應學生的匯報內容。
2. 利用教學簡報作延伸解說。

回饋、
延伸解說

／



教學流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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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時 課堂內容 教學活動 教學材料

分組
討論

8分鐘 1. 繼續安排學生小組形式進行個案分析
2. 學生須完成課堂活動工作紙四的問題

閱讀、
小組討論、
分析、
回應問題

工作紙

提問 3分鐘 1. 教師以抽問形式讓學生回答討論結果
2. 學生需同時將其他同學的報告內容摘

要紀錄在課堂活動工作紙。

抽樣提問、
匯報、
紀錄

／

小結 4分鐘 1. 教師回應學生的匯報內容。
2. 並利用教學簡報作延伸解說。

回饋、
延伸解說

／

總結 5分鐘 1. 生活素質的定義、類別。
2. 影響生活素質的因素。
3. 相關概念，例如：生活素質、生活水

平、物質生活、非物質生活。

／ ／



閱讀資料一：學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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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資料二：學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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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資料三：學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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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學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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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學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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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學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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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學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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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分析現今社會快樂指數的數據和生活質素
指標的研究報告反思社會現時生活狀態

• 資源富足，卻往往忽略了心靈上的培訓，
從而建立正確的價值觀

給老師的建議：

學生能夠學會搜集和分析數據的方法，有助
他們在獨立專題研究上運用數據來論證自己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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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次思考：富裕=幸福？（補充）

• 「全球快樂資料庫」針對95個國家進行快樂程度調
查，研究發現，財富增加與快樂程度不成正比。以
美國為例，當地人民目前的財富比1950年高出了三
倍，然而，他們並沒有因為變得更富有而感到較快
樂，在過去10年裏，快樂指數卻沒有提高。在其他
的研究中也發現了類似的現象。

• 倫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萊亞德在《快樂經濟學》中
指出，人類對物質富裕的適應力很快，當人們更富
有，額外收入所能增加的快樂就會越來越少，因為
一旦「適應」了，物質帶來的快樂感便大幅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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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討論：不丹（補充）
不丹，位於中國及印度之間，國土有三萬八千平方公里（約有三十多個
香港那般大），但人口只有約七十萬人，逾七成面積為森林。不丹以國
民快樂指數代替國內生產總值GDP來衡量國力，強調心靈富足的重要，
不丹既要現代化，同時亦要保護傳統與大自然，他們關心的是減低污染，
保護傳統、提供國民讀書和就醫的機會；全國禁煙，禁用膠袋，禁止非
法捕魚和伐木；2008年不丹舉行歷史上首次民主選舉，直接選舉國民議
會議員，產生首個民選政府。不丹的國民人均所得只得6112美元(2012)，
全球排名106，卻在英國萊斯特大學公布的「快樂國家榜」上排行第8，
是亞洲地區第一。

然而，隨着私人市場發展萎縮，當地高學歷人士未能找到白領工作，加
上發展迅速的建造業勞動工作，亦被鄰國印度大量湧入的工人佔去。不
丹國家統計局去年發表報告指，當地年輕人的濫藥問題日趨嚴重，而酗
酒引致的肝病，更成為當地頭號殺手之一。官方數字顯示，不丹的青年
失業率已由09年的百分之十二點九，回落至去年百分之七點三，但這些
數字卻受到外界質疑。不丹上世紀開始推行國民幸福指數，考慮政策時
將國民快樂置於經濟效益之上，有民眾狠批政府只顧追求快樂，無視社
會問題，做法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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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思考問題（補充）
「追求非物質生活較追求物資生活對我們的
生活素質更為重要。」參考以上資料，你在
多大程度上同意此說法？

答題指引：觀點兩面看

同意 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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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補充）

• 雖然物質生活有助改善生活素質及增加幸
福感，但到某一水平，滿足感會下降甚至
有負面影響。

• 然而，不少非物質生活都必須以金錢為先
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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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從石硤尾居民的個案中，學生能夠體
會他們雖然物質缺乏，但心靈及精神
面貌富足

• 生活素質的高低與物質生活並無正比
的關係

• 有時非物質的條件更加難能可貴，更
為重要，然而，不少非物質生活都必
須以金錢為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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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使用過的學與教策略

課前預備：讓學生對教授內容作初步了解

熱身活動：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小組討論：朋輩協作學習

觀看短片、閱讀資料及數據圖表、個案分析：
透過多元化學習材料，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分
析能力

學生匯報：培養學生表達能力

教師提問及作延伸解說：檢查學生對知識的掌
握程度，並給予學生適當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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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學生的課堂表現及學習成果

知識層面 技巧層面 態度層面

掌握生活素質的
定義及衡量標準

辨別生活素質與
生活水平的不同
之處

學習從不同途徑
閱讀或蒐集資料、
自主學習及鞏固
知識，從而建構
知識

懂得從多角度去
考慮事件，從而
作出判斷及提供
建議

能清楚表達自己
的論據

 懂得自我反思

 識別對個人和社
會議題的不同意
見背後的價值取
向

 尊重證據、持開
放和寬容的態度
來看待他人的意
見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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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教案設計的反思

從學生角度 從教師角度

• 腦圖：引起學生學
習動機

• 朋輩學習：有助照
顧不同學生的學習
差異

• 學生預習：可課堂
教學時間更具彈性

• 多元化的資源，如：
文章、圖表、短片
等，讓學生產生視
覺、聽覺效果

• 提供高階思考題目：
培養學生多角度或
批判性思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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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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