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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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利用《通識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列》處理身份和身份認同的議題 

陳 旭  

寧波公學  
 

教育局通識教育組於 2017 年 5 月出版《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今日

香港》（以下簡稱《資源冊》），協助教師優化教學工作。我閱覽了《資源冊》的

學與教參考示例（5）（第 214-252 頁），繼而稍作調適而與中四級學生探究身份和

身份認同的議題。下文介紹本校在配合校本情況的前提下，怎樣調適資源冊的示

例而設計校本課程，以及課後的成效檢討。  

 
示例的構思要旨及特色 
  

為了善用《資源冊》所提供的材料，我在設計教材之前，先行翻閱《資源冊》

的相關部分，了解它的構思要旨及學與教流程安排，然後再配合校本情況而加以

調適。以下是我對學與教參考示例（5）的理解和分析： 

 

項 目 構思要旨及特色 
整體結構 示例的題目為「香港心、國家情、世界觀」，顧名思義，學生透過

閱讀材料和課堂討論，探究香港人在本地、國家、世界這三個層

面的身份認同議題。整體結構清晰，層次分明。 
教學目標 注重知識、技能、價值觀及態度的均衡發展。學生在探究過程當

中，不僅可學習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更有助養成開放、寬容、欣

賞、尊重、反省、承擔等價值觀及態度。 
教學材料 涵蓋內容和性質均十分多元化的教學材料，包括數據表、相片、

漫畫、文字和視頻，以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教學材料的內

容涉及概念定義、歷史背景、《基本法》條文、學者和專家的意見、

調查報告、流行曲歌詞等，讓學生廣泛而深入地認識議題，從而

提出具質素和學理基礎的意見。 
工作紙 示例提供了十一份於不同探究階段（課前、課堂、課後、延伸學

習）使用的工作紙，協助學生掌握、鞏固和運用議題的知識。  
評估習作 除了要求學生以文字回應評估題目外，部分習作可由學生選擇以

文學創作（續寫故事、撰寫新詩、舊曲新詞）或文字以外的方式

（設計會徽）來表達他們的意念，構思新穎。示例亦向學生介紹

了八本與議題相關的書籍作讀書報告，藉以推動校園閱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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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情況和調適安排 
 
 掌握了學與教參考示例（5）的構思要旨及特色後，我非常欣賞它的教學目

標，因而在設計校本課程時，時刻留意知識、技能、價值觀及態度需要均衡發展。

而在教學材料方面，本校中四級學生可初步從多角度分析議題，但論證未見深

入；而且他們升讀高中不足一年，對於「今日香港」單元的基礎知識仍待加強，

故此我保留了示例內大部分教學材料，期望學生在探究期間掌握具體知識和不同

持份者的意見，從而優化小組討論的質素，並提升在評估習作內的表現。除了以

上的保留部分外，當然亦有相應的調適項目以配合校本情況，詳見下表： 

 
項 目 校本情況和調適安排 
課時 示例建議的課時為 4 教節（每節 40 分鐘，共 160 分鐘），我將課

時略為延長，期望學生更深入探究及討論，並讓教師有足夠時間

給予指導和回饋學生的表現。 
課堂結構 示例原本分為本地、國家、世界三部分，本校的設計重心放在本

地和國家，關於世界公民的概念只作概略介紹，留待學生在中五

級學習「全球化」單元時，再行配合其他議題而展開探究。 
工作紙設計 本校從 2016/17 學年開始，已運用不同學習框架，協助學生掌握

探究議題的重點，提升思維能力；故此在工作紙設計方面，除了

部分沿用示例的設計方式，以間線要求學生書寫文字外，亦會利

用包含指引的學習框架，方便學生整理討論重點（參閱附件一）。

閱讀資料 補充關於香港青少年身份認同調查的剪報、政府官員的網誌、香

港電台製作的節目等，以增潤學生的知識。 
延伸學習 示例建議學生選讀一本書籍後撰寫讀書報告，本是很好的學習經

歷；惟顧及本校高中課程編排較為緊密，而且其他學科亦有類似

的習作要求。為免學生學習負擔過重，我改為選取《郵票中的香

港史》（蔡思行編著，中華書局出版，2013 年）一書內關於內地

與香港關係的部分予學生閱讀，讓他們從回歸前後的歷史事件而

深化對身份認同這一概念的認識。 
 
課後檢討及反思 
  

當完成是次教學課題之後，我與任教中四級的各位教師在共同備課節檢討教

學成效。整體而言，大家都同意課堂設計兼顧知識、技能、價值觀及態度，學生

亦投入各項學習活動，透過多元化教學材料而探究身份和身份認同的議題。此

外，我在課後訪問了兩名中四級學生（其中一名為新來港人士），旨在從學生的

角度了解他們的得着和感受，藉此檢討教學設計能否有效協助學生學習。下文從

三方面綜合交代檢討所得，以供同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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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生活當中學習通識教育科 
 

根據《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通識教育科「應與其他高中學科互相

補足，……並使學生的學習與現實生活具備更緊密的聯繫」（第 1-2 頁），教師亦「應

協助學生理解本課程與他們日常生活經驗的關係」（第 51 頁）。我在設計校本課程

時經常留意《指引》的提示，避免教學課題與生活脫節。由於學生平日較少主動

思考自己的身份和身份認同，故此我調適《資源冊》的材料而設計一份預習工作

紙（參閱附件二），要求他們從日常生活經歷出發而回應「我是誰」的問題，期

望由這個人的微觀角度作初步反思，再在課堂引入整體香港人的宏觀探究角度。 
 

 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我參照《資源冊》的建議而利用多首流行曲歌詞，

要求學生分析歌詞內容怎樣反映香港人對內地的看法和對香港的認同感情。就課

堂觀察所見，學生對「聽歌學通識」頗感興趣，顯示這種輕鬆及接近學生平日消

閒活動的學與教策略，的確能夠提升學習動機。然而，學生對於《資源冊》提供

的歌曲似乎不太熟悉，故受訪的兩名學生均建議可由同學自選部分相關歌曲，藉

以思考歌詞對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的看法。此舉既可緊貼時代脈搏，亦照顧

學生對教材的掌握程度，相信效果會更為理想。 
 
 利用學習框架與公開考試題目提升思維能力 
  

本校通識教育科於本學年計畫運用不同學習框架，協助學生整理思維，讓他

們掌握議題的爭議重點。以比較題為例，本校的筆記加入了比較點的欄目，指導

學生按同一準則或處於相同平台，以比較不同人物或選項的異同。從學生的習作

所見，學習框架有效協助他們整理和分類資料，而且以點列形式表達比較結果，

更加一目了然，得以促進思考和分析效能。由此而言，考慮到課時限制和學生的

學習動機，在工作紙設計上以學習框架來代替示例原來的格線形式，正好切合本

校的學習計劃和學生的學習需要，一舉數得。 

 
 另一方面，學生日後需要應付公開考試，所以我在筆記內加插公開考試題目

（2013 年卷二第 2 題），並輔以作答框架，要求學生歸納因素和評論觀點（參

閱附件三）。為了培養學生的遷移能力，我同時設計了與示例類似的學習活動，

讓學生分析不同事件的情境，從而提升歸納議題產生因素的技巧。而從學生的表

現可見，這些練習可提升學生將議題通則化的能力，有助他們處理跨單元議題。 
 
 培育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我在課後訪問兩名中四級學生（一男一女），了解他們在課堂前後對香港人

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的看法是否有所轉變。男同學指出香港是國際大都會，不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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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的人士在這裏共同生活，應該互相尊重和包容。他在課堂上 難忘的片段，是

中國舉辦 2008 年奧運會，以及香港代表在國際比賽有出色表現，令他產生身為

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自豪感覺。他表示上課後對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均有提

升，認為自己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兩者不應分開。至於女同學則認為課堂

教授的知識不會太大改變她對身份認同的感受，令她印象 為深刻的，反而是在

課堂討論當中促使她更深入分析影響一個人身份認同的各項因素。她表示平日雖

然亦有思考這些問題，但沒有那麼細緻及從多角度探討。 後，她指出自己於內

地出生及成長，因而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較為強烈；但當從內地移居香港之後，

亦逐漸建立並提升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與上述兩名學生的訪談所得，顯示示例的課堂設計除了重視知識和技能外，

亦關注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並且取得一定程度的成效。基於學生有不

同的成長背景，而且性格各異，他們會從眾多角度反思自己的身份和身份認同；

而 重要的是，教師在教學過程當中，需要提供足夠機會，讓學生欣賞和尊重不

同的觀點，並反思個人具備多元身份的責任和相應的認同感。 
 
結語 
  

我身為通識教育科教師及校內課程的設計者，在閱覽了《資源冊》之後，着

實獲益良多，得以促進校本課程規劃、優化課堂教學設計及提升學與教效能，謹

此推薦各位同工多加參考和利用。 
 
 
 
 

--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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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習框架的例子 
 

參考以下資料，1949 年前的香港人，與 1960、70 年代的香港人，他們對於

香港的感情為甚麼不同？這些不同又如何影響他們對於「中國人」或「香港人」

身份的認同？ 
 

 
很多研究香港本土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學

者，不約而同地指出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在

1949 年之前，由於兩地人民的出入往來，基

本上不受限制，邊境界線較為模糊。內地人士

來香港工作經商，或香港居民每逢重要時節返

鄉省親等，皆屬平常。對於大部分香港移民而

言，他們在香港謀生，賺了錢便匯回鄉間，以

供養父母、妻兒或置田建屋。因此，香港被視

作「暫居地」、「寄居地」，他們在香港停留，

只是短暫的。到了晚年，他們還是會選擇「落

葉歸根，告老還鄉」。 

 
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土生土長的

一群也同時冒起。與難民一代明顯不同，新一

代生於斯、長於斯，共同在學校接受教育，在

政府提供的屋邨球場上留下汗水，在家中收看

免費的電視娛樂。這種共存（co-presence）和

團體的感覺，確立了自己的身份（香港人），

並且在彼（中國人）此（香港人）之間劃上清

晰的界線。毫無疑問，戰後在香港成長的一

代，無論生活、工作、娛樂、消閒各方面都相

近，對建立香港人的自我身份認同有直接影

響。而新生代對中國既無所知，亦無所感，加

上大眾傳媒對於中國的負面描述，因此，在身

份認同上，新一代較認同自己為「香港人」，

而非「中國人」了。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以下書籍和文章 
 鄭宏泰、黃紹倫（2004）《香港身份證透視》，香港：三聯書店，第 140 頁。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二十一世紀》，2002 年第 7

期。另見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7038.htm 

 

1949 年前的香港人 
 

對香港的感情： 
 
 
 
對身份認同的影響： 
 
 
 
 

1960、70 年代的香港人 
 

對香港的感情： 
 
 
 
對身份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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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前預習工作紙 

我是誰？ 

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分別以圖畫和文字表達自己的身份。 

 
     

身份（identity）即是我們在不同場合、群體，如家庭、學校、社區，以至

國家、世界當中所扮演角色，能幫助我們自我定位。我們在不同的處境和群體

中會有不同的身份，以及伴隨這些身份而來的各種權利和義務。 

 

 
我的身份 (請在以下空位繪畫圖畫) 

 
 
 

 
按身份而論，我是                  人。這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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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加插公開考試題目 
 

1. 參考以下資料及就你所知，你認為有甚麼因素，驅使香港人參與和國家有關

的重大事件？解釋你的答案。 
 

事件 1 2012 年香港人參與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 
事件 2 2012 年 8 月 15 日香港人登上釣魚島 
事件 3 2008 年香港人為四川地震捐款賑災 

 
因素 解說 

  

  

  

 
2. 「香港人參與國家有關的重大事件會加強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你在多

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解釋你的答案。 
 
立場 同意 反對 
論點 1  

 
 
 

 

論點 2  
 
 
 

 

駁 論 有人認為這不會加強國民身份認

同，這是因為…… 
但是，我認為以上說法值得商

榷，……。 

有人認為這會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這是因為…… 
但是，我認為以上說法值得商

榷，……。 

 

--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