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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科在新高中學制下之生存之道 

香港培道中學   陳瑩瑩老師 

 

 每一個時代均有其獨特的環境與文化，基本上，是不能用「好與壞」的概念去作定斷，歷史研究

者必須抱持這種眼光和態度去看待每個時代之現象。說回教育這個話題，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要在新高中制度下及香港年青新一代中發揚「中國歷史」這一科目，首先必須清楚知道哪些是我們（普

通中學教師）可以改變的、哪些是我們不能改變的事實，然後對症下藥，運籌惟握。 

 

  「不能改變」的事實，就是教育局釐定的課程範圍及公開考試之評估模式，以及香港中學生之普

遍學習方式與態度。在此我只集中分析今天香港學生之學習習慣，希望能針對問題，以「順水推舟」

的方式去處理。一般而言，香港學生「耐性不足、專注力低、怕悶、怕難、怕深、怕抽象、貪新厭舊、

貪快怕慢等．．．」；另一方面，卻又「敢於突破成規去創作去想像、喜愛群組式的交流與活動、知

識接觸面亦較廣闊．．．」。 

 

  至於「能夠改變」的事實，就是調整老師的教學策略。廿一世紀講求突破及創意，即所謂「不理

黑貓或白貓，只要捉到老鼠的便是好貓」。上至教育局，下至學校校長，都不會抗拒「改革」及「突

破」，甚至十分鼓勵「新嘗試」，故這是一個契機，讓中史科老師盡情發揮個人的歷史想像力，尋求不

同教法，而大家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掀動學習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熱潮。 

 

 今天，新高中中國歷史科老師應作出心理及技術上的配合，才能不負歷史大任，繼續傳揚中華歷

史文化之博大精深。 

 

 從通盤的策略來看，中史科老師必須調節個人之心理素質及教學技術。心理素質方面，在廿一世

紀的網絡世界中，知識更益平等，無分國界、老少、階級、性別、身份，只要上網，就能自我學習，

所以，今時今日的老師應該經常「設身處地」從青年人角度出發，順著他們的學習志趣及模式去進行

教學活動。此外，老師必須重構個人之「歷史觀」，藉以貫穿歷朝各代的歷史人物與事件。因為，在

知識爆炸的世代，學生最需要的並非「史料」，而是「史觀」或「史識」，他們會更有興趣和耐性去瞭

解老師的「歷史角度」、「歷史觀點」。若學生跌在細碎的史料填中，只會被吞噬或蠶食，發掘不到歷

史的「活」、「動」感，而殘留一種歷史是又「沉」又「舊」的感覺，從而逃避學習歷史。最後，老師

一定要堅持「終身學習」，才能緊握時代脈搏，活化史事。 

 

 在技術層面方面，必須關注「宜」與「忌」事項，小心選取，適當運用，就能事半功倍。 

  「宜」： 

 合作學習法（合作與競爭）：善用小組協作的模式，此舉針對學生專注力不足、喜

歡表達及在競爭中成長的特徵，透過群組互動中產生的鼓勵與壓力，讓學生有效率

地去建構歷史面貌。 

 將歷史片段／議題「影視化」、「立體化」：多播放電影、電視片段、歌曲等，用「影

像」刺激學生的想像力及空間感，另外，應加入適當之延伸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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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動有趣的討論位／爭議點（例：王莽能成功篡漢，應該答謝某些人呢？唐太宗被

選為亞洲最出色的皇帝之秘訣？） 

 倒轉思考法：用以衝擊學生既有歷史觀及思考模式（例：假如沒有秦始皇統一中國，

中國今天會是什麼境況？／假如漢武帝是「罷黜百家，獨尊道家」，中國社會的發

展是怎樣的呢？） 

 歷史事件立體化／切身化：（你認為身邊哪些人/香港/中國/世界哪些人物最似秦始

皇？／請以廿一世紀的眼光看孝文帝的漢化政策。） 

 設身處地法：以戲劇方式表達學生的想法，例如扮演宋太祖說服官員贊成其「重文

輕武」的國策。／扮演周公去推銷「封建制度／禮樂制度」等。 

 訂立有果效的獎懲制，尤以「獎勵」入手：香港學生很現實，老師不妨「因勢利導」，

用適當的禮物去激起及吸引學生的學習熱誠。小禮物、積分制等也是頗奏效的技巧

之一。 

 多角度，多聯想：從各個領域去研習史事如心理學、環境學、旅遊業、醫學、科學

等等。（例如從心理學角度探究朱元璋施政之特色；從旅遊業角度研究秦朝及隋朝

各項建設之重要性；從醫學方面探討東漢皇帝短壽之原因及影響等。） 

 配合時事：例如趁奧巴馬訪華時講解中國歷朝之外交策略，探討唐太宗成為「天可

汗」對唐政局發展之影響；比較廿一世紀與唐代中國國際地位的異同等。 

 走出課室，放眼周遭：要讓學生深深體會，學習中國歷史不是「死」的事情，而是

與時代息息相關、生死並存的。要宣揚及建立一個事實，就是真正的歷史學習者，

不祗是在故堆中埋頭苦幹，反倒能夠學以致用，隨時運用歷史這面鏡子月旦天下，

預測時局。若能成功在香港學界中建立中國歷史科之「實學」形象，不單是本科之

出路，將也是社會之福。 

 結合「國民教育」活動：藉此拉近學生與祖國之關係與距離，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

之責任感及使命感。 

 舉行全校性延伸活動：用宣傳來提昇及塑造學生對中國人與事的關心。(但一定要

視乎老師的時間與資源，故我建議聯校協作。) 

 聯校合作，以壯聲勢：新高中學制底下，中國歷史科再一次萎縮，大多數學校只開

一組，即只有約 20-30 人選修，換言之，此科在學校可動用之資源包括老師及教材

比前更少，針對此不利之形勢（希望是暫時性），中史老師理應團結起來，組合成

一個個的「互助圈」、「合作社」，大家分享資源，進行聯校學習營或學習課堂，聯

校專題報告觀摩日、網上討論圈等。各校彼此支援，才不易被洪流所淹沒。 

 

總括而言，施教之法：從「意識」出發，由「心靈」入手，與時並進，因時制宜。 

 

      「忌」： 

 抽象化：很多時候不是學生不肯思考，而是某些歷史概念或問題太抽象，太脫離現

今香港的事與物，學生無從想像，又何來分析與評鑑呢？所以，老師宜將歷史概念

簡單化，拉近與學生生活的距離。例如可將「徙胡政策」與「外傭條例」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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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皇／貞觀／開元之治」可與「曾蔭權施政方案」相對照。 

 問題太直接，太刻板：例如「封建制度實施之原因」這種問題，宜為「封建制度的

精神是否值得加以發揚？是否適合香港的政治環境？」等。 

 太多文字：最好能按資料之類別，以表格或點項展示。 

 單一方式上課：各校、各班、各人的學習模式不同，故老師最辛苦最大挑戰之處是

「因時制宜」地靈活處變。巧妙地運用不同形式的教學法。 

  

 無論你是否贊成新高中學制的精神，或者你是否認同廿一世紀的學習文化，教育理念，今天教育

工作者都必須面對現實，接受時代的洗禮，順勢而上，才能迎接歷史交給我們的挑戰。懷抱這種使命

及抱負，發掘機遇，在逆勢中自強不息，力爭上游。正如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言，「歷史潮流浩浩蕩

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套用於中國歷史科之生存之道，仍然是一個重要之啟示。 

 

 在新高中學制的「市場導向」原則指導下，要成功吸納香港中學生選修中國歷史科真是一場艱辛

的持久戰。故我呼籲各方熱愛中國歷史的友好，能更主動伸出援手(宣傳上、資金上、物資上、技術

上等)。若只憑前線老師的苦心經營及孤身作戰，這場仗很難有轉機。願諸君惜取我國歷史之精華，

共勉、共勵與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