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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篇 –– 跳出課室，於社區中學習

實地考察探究對認識中華文化的重要性

實地考察探究（Field Based Inquiry）又稱田野研究
或田野工作，或譯作野外調查、實地考察等名稱，指蒐
集原始資料的活動。這類蒐集原始資料的方法常見於
人文學科及社會學科中。書本上的知識雖然經過作者
和編者的精心撰寫和考證，然而，有關資料屬於二手資
料，往往由於年代、研究角度、調查方式的不同，以致
未必完全切合研究者的課題。故此，為令研究更有原
創見解或更貼近實際的情況，就有必要利用原始資料，
而社區觀察就是其中一個蒐集原始資料的途徑。

中國的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一部匯聚了
數千年中華民族經驗和智慧的寶典。無論是過去還是
現在，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的發展都有着深遠的影
響。然而，在華洋文化匯聚且高度城市化的香港研究
傳統文化，可以說是簡單，也可以說困難。說簡單是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能接觸不同的中華文化題
材，如飲食、生活文化、建築、宗教等等。然而，正因
為我們經常接觸，早已對它們習以為常，沒有深思它
們的文化意義，以致在進行研究時，倍感陌生和困難。
社區是學生生活與學習的場所，以實地考察形式研究
中華文化，正好讓學生嘗試發掘蘊藏在社區的豐富資
源，從探索角度重新認識中華文化。無論學生本身對
中華文化有否深入認識，實地考察都能幫助學生整理
思緒及把所學的知識連結生活，令他們對中華文化有
關課題有更真切的體會。

與此同時，從承傳中華文化的角度而言，學生進行實
地考察，其實也是一個對中華文化再次肯定的過程。
對傳授中華文化的人來說，通過宣傳和教育，能讓一
些已被現今科技和現代社會環境日漸淘汰的傳統技
藝，例如花牌紮作、活字印刷等行業重新受到重視，
並能增強社會大眾的保育意識，讓他們漸漸聚焦和關
注這些傳統技藝。傳授者也開始明白有系統和清晰
的紀錄，有助繼承者掌握這些文化瑰寶，從而提升整
個社會的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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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觀察社區 ?

觀察社區的方法很多，就着不同的觀察主題，學生可以從不同的方面着手，以下為較為常見和學生較易掌握的觀
察社區方法舉例：

按時間觀察

以時間線為主軸作出觀察。這種觀察方法可以
令學生看到觀察對象或事件在不同時間的變化，
以及社區變遷、時代轉變對項目帶來的影響。觀
察方法可以是觀察同一對象的現今情況，並以
歷史資料中的昔日情況作比較，又或是每隔一
段時間對同一對象作觀察。運用對比及比較的
分析技能，能令學生收集更全面的資訊，相反，
如時間間距太短、觀察次數太少，學生未必能
觀察到很大的變化及作出相應的結論。

以五感觀察

以身體感官去觀察、感受事物的特質。透過感覺
器官及有關的工具，蒐集研究資料，當中包括 

「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及「觸覺」。
五感觀察法令學生可以從不同角度，以第一身的
感受體會出同一事物的不同特色或觀點，藉此
啟發更多思考，以及研究結論。

定點式觀察

選定一個地點作為觀察對象，以特定的環境作
為觀察主題。定點式觀察法尤其適用於觀察容
易讓學生產生親切感的地方，例如學校所處的
社區、學生居住的地方。由於學生對觀察對象有
基本認識，故此可更容易掌握社區觀察的技巧。
當學生培養仔細觀察身邊事物的習慣後，便可
再慢慢擴大至學校區外及距離較遠的社區。

主題式觀察

以主題為主，對同一主題的項目作觀察。藉着擴
大研究對象的項目數量，對不同項目作出對比和
比較，找出它們的相同與不同之處，以全面、大
視野角度再作深入分析。

參與式觀察

參與式觀察是指研究者參與研究項目當中，例
如：研究者深入被觀察者的生活當中，與被觀察
者一起生活一段日子，從日常生活觀察有關的
生活細節及活動。在這種觀察法中，研究者一方
面扮演參與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扮演觀察者的
角色。研究者親歷其境，能感同身受地作出相應
的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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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籌備社區考察？

確定研究的目的和學習重點

修訂中國歷史課程（中一至中三）的其中一個課程目
標是「讓學生整全地認識中國政治演變、民族發展和
社會文化的基本史實。」而社區考察正正可以讓學生
真切地接觸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要有效進行社區考
察，必先釐清考察的目標，即研究目的和學習重點。
香港每個地區都有它的特色，例如：元朗可看到傳統
圍村；大澳可看到漁村文化；中上環可看到中西合璧
的舊建築等，在選擇社區考察地點前，如未能確認研
究目的和學習重點，考察只會事倍功半、費時失事。

選擇社區考察地點

如前文所指，在選擇考察地點時，應選擇能符合研究
目的和學習重點的地點，以促進有效的學習。與此同
時，亦應留意該地點的安全，例如行人路闊度、人流、
汽車流量、行人過路設施配套等，確保考察可順利 

進行。

以社區考察形式觀察社區

除了上述所舉出的社區觀察方法外，社區觀察還有很
多種類和形式。無論學生是採取五感觀察法、定點式
觀察，又或是未有在前文介紹的觀察方法，只要能達
到探究題目的目的就可以。數種觀察法亦可互相配合
使用，以提高研究成效。

於社區考察中，學生能把不同的觀察法互相配合使
用，同時把不同觀察對象連結起來。此外，學生能藉
着對從各種觀察法所得的資料或社區資源作出對比、
比較等分析，再整合和轉化為更有系統和更全面的資
料，然後加以探索及深入學習，繼而反思相關議題。
如學生在反思後可再進一步轉而關懷社區發展及其
影響，便能把知識回饋社區。

考察前準備

建議教師在帶領學生進行社區考察前可先實地視察，
以解決與計劃不符的問題，例如遇上建築地盤、修路
工程，同時可預先通知學生相關情況，讓他們有心理
準備，並提高警覺，避免意外發生。教師亦可於實地
視察期間，預先與店舖和商戶交流，獲得新近的資訊
以豐富教學內容，也可邀請他們在考察當日接受學生
訪問，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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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製訂考察路線

製訂社區考察路線時，主要是根據研究的目的和學習
重點、活動時間和交通安排作出考量。籌備社區考察
時必須要了解在考察時間內可以到達多少個地點。如
時間有限，應篩選出與研究目的和學習重點最相關的
地點進行考察，又或是減少各個地點的逗留時間。另
外，若有些地點不適合停泊旅遊車，或學生不便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該地，則可調動考察地點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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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成果及反思

完成社區考察後，教師應協助學生整理考察成果。學
生須就研究目的和學習重點，有系統地分析考察所得
的資料，並運用和結合課本中所學的知識，作出結論。
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時，不必拘泥於某一形式，例如：
教師可鼓勵學生以多媒體創作（例如短片介紹、錄像
報告等）作為課業，以照顧學習多樣性。

學生掌握了社區考察的技能後，便能推而廣之，利用
相關經驗考察內地及其他地區的歷史古蹟及文物，從
而整全地認識中國政治演變、民族發展和社會文化的
基本史實，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概況。

5 6

尊重他人

避免阻塞行人道，不要街上大聲喧嘩、奔跑，
以免影響他人；攝影時亦要注意途人，如要特
寫拍照，必須先得到對方同意；如要訪問，必
須先有禮貌地邀請對方，並說明訪問目的、內
容和所得資料的使用方法；如訪問期間須要
錄音，亦必須先得到對方同意。

尊重文物

切記眼看手勿動，絕對不能取走任何文物留
念；同時，保持地方乾淨整潔；如考察場地有
標明不准攝影，亦必須遵從。

尊重傳統

持開放態度認識傳統文化，應「入鄉隨俗」，
遵從當地傳統習俗。

尊重歷史

必須愛護文物，不應破壞歷史建築、古蹟及 

設施。

尊重多元文化

持包容的態度學習中國及世界各地的文化， 

尊重並欣賞多元文化。

正式進行考察

在正式考察時必須再三強調要注意安全，並提醒學生
亦應持尊重的態度進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