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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路德會協同中學- 

從社區文化導賞出發，提升學生對多元文化的認同 

教案目標 

本教案旨在以石硤尾及深水埗區為主題，引起學生對自己所生

活的社區的學習興趣，從中探索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以

及多元文化特徵對香港社會的積極意義。學生將透過認識自己

生活社區的歷史建築物，從中了解到整個石硤尾及深水埗區的

文化，再延伸至整體香港文化的多元性。 

 

學習目標 

⚫ 了解和探索石硤尾及深水埗區的歷史和文化特徵 

⚫ 探索和認識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 

⚫ 理解多元文化特徵對香港社會的積極意義 

⚫ 發展學生的研究技能，例如搜集資料、整理和分析資料等 

 

 

 

 

 

學校 路德會協同中學 

老師 潘星宇 

應用科目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年級 中四  

學習目標 1. 合作學習及專題探究學習為本： 

2. 學習內容與社區連結： 

3. 學生主導： 

運用了的電子教學

設備或工具 

教學平台：Padlet, Google Map, Google slides, Canva 

設備：平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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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 

通過本次的學習，學生將能夠理解和掌握自己所生活的社區的歷史和文化

特徵，探索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以及多元文化特徵對香港社會的積極

意義，同時發展學生的研究技能和表達技巧。 

階段 任務 電子教學工具 目標 

課前預習 虛擬考察 Google Map 自主學習，探究

式學習 

學習任務 四至五人一組的

小組，帶領學生

導賞團 

Google Slide 

Canva 

體驗式及情境學

習，協作式探究

學習 

延伸學習 二人的小組活動 Padlet 自主延伸學習，

同儕互評 

 

探究式學習 

學生先尋找自己有興趣的地點及建築物，再四至五人一組，以異質分組的

方式分組進行小組討論，選擇十四個重要的地點及建築物，透過 Google 

Map 了解歷史中的地點或建築物。再以 Google Map 的方式紀錄導賞地

點及建築物，以便能在網上地圖中以宏觀的方式設計可行及具吸引力的路

線。當中的評估方式，以同儕互評為主，由學生主導選取或捨去不同的地

點，再交由學生決定導賞團的路線，最後通過討論的方式達至共識，以培

養學生尊重別人意見及達成共識的能力。 

 

學生透過 Google Map 標示重要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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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組討論及設計賞團路線 

體驗式及情境學習 

學生根據 Google Map 設計路線後，再以 Google slides 或 Canva 製作

實地考察的導賞資料，以呈現該建築物或路段，不同歷史時段的圖片，令

參加的學生能代入舊時的情況，再了解石硤尾及深水埗區的發展，及當時

人們的生活模式如何影響現時的生活，而學生的選取地點，更能體現到香

港作為開放、包容的國際大都會促進香港的多元文化的發展。 

 

運用 Google Slides 及 Canva 製作簡報，以介紹導賞地點 

 

學生帶領導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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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學生帶領導賞團後，加深認識他們自己生活社區的文化及歷史。為增加學

生對香港多元文化的不同層面的了解，學生需要於課堂上分享香港不同範

疇的文化，更需要擴展至香港整體的層面，令學生不只認識單一的社區及

當區文化，更能藉此機會進深學習宏觀及不同層面的文化面向。學生需在

Padlet 上以二人一組的方式，分享他們對各文化面向的認識，再以同儕互

評的方式選取最具深度的組別，以正面鼓勵的氣氛，吸引學生挑戰自我。 

 
課堂延伸討論 

教學反思 

在過去兩年，我們開始實施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由於實施時間短，我

們面臨著在有限時間內提供充足教育資源的挑戰。這需要老師們在短時間

內深入了解教學內容，並設計出吸引學生的課程。然而，學生們往往覺得

課堂內容與他們無關，導致學習動機降低，對課程的投入不足。因此，我

們需要找出策略讓學生意識到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利用

科技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讓他們更容易理解課程內容。未來，我們應

該嘗試創新的教學方法，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培養具有良好公民素養

和社會責任感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