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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學習重點
主題二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參與國際事務

• 認識國家倡議的「一帶一路」的主要內容 (知識)；

• 透過資料整理，分析「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 (技能) ；

• 通過中國與其他鄰近國家於「一帶一路」中合作的事例，提升對國
家的自豪和歸屬感(態度) 。



預期學習成果
(高能力)

• 學生能以具體事例說明基於國家外交理念而倡議「一帶一路」的原因;

• 學生能以具體例子闡釋「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

• 透過思考法（四何法）整理資料，印證中國的外交理念及二十一世紀
全方位外交理念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實踐。

(初能力)

• 學生能引用「一帶一路」的具體工作，描述「一帶一路」的基本理念；

• 透過思考法（四何法）整理資料，總結中國在「一帶一路」的角色。



學生已有知識及學習情況
• 學生認識香港與內地接通的基礎建設（高鐵、港珠澳大橋）

為人民帶來的好處；

• 學生普遍認知中國二十一世紀的外交理念（重視周邊外交及

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

• 學生對「一帶一路」的背景有基本認知；

• 此組學生為中能力(M組)，學生普遍投入課堂，少數學生表達

能力較弱，專注力亦較弱。



教學難點(一)

• 中國的全方位外交理念定義詳細，較難令學生掌握

「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
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嚮往變
成現實。」;

「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重點、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

學生較難從文字中理解中國的外交理念;

若背誦外交理念的定義，未能有效令學生聯繫與「一帶一路」的
關係。



• 「一帶一路」對學生較為陌生

在日常生活中，除新聞，報章和學校上課外，學生對「一帶一路」
認知較薄弱;

本課需學習「中老鐵路」及「雅萬高鐵」，課前全班同學均沒有
相關的認知和乘搭經驗;

學生亦較少接觸以鐵路方式運送貨物。

教學難點(二)



• 教學時間有限

「一帶一路」相關閱讀材料十分詳細及豐富，教學節數有限；

學生需要在一小時的課堂內吸收和消化，更要印證中國的二十一
世紀全方位外交理念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實踐，需考慮如何能
令輕度智障學生有效學習。

教學難點(三)



教學難點 教學調適

教學難點(一)

 學生較難掌握中國的全方位外交理念定義

 選取部分全方位外交理念教授；
 著重學生對外交理念的理解，不求學生背誦字

面上的定義；
 而簡單的字句，或以「口號式」的教學方法，

令學生理解全方位外交理念。

教學難點(二)

 學生對「一帶一路」較為陌生

 透過鞏固學生對香港鐵路和大橋已有知識，延
伸學習「一帶一路」中的基建項目帶來的好處；

 拆細教學步驟，透過學習活動令學生掌握「一
帶一路」與全方位外交理念的關係；

 學生透過角色扮演和模擬鐵路貿易，從中體驗
真實貿易的好處，帶出「一帶一路」的目的。

教學難點(三)

 教學時間有限，學生較難消化多項「一帶一路」
事例的重點

 運用圖表和思考法(四何法)，讓學生從閱讀資
料和影片中整理出重要的資料；

 運用工作紙的設計，令學生掌握「一帶一路」
事例與全方位外交理念的關係。



針對學生較難掌握中國的全方位外交理念定義
• 選取全方位外交理念教授

 配合所選的「一帶一路」事例；

 教授重視周邊外交及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外交理念；

 課堂中反複溫習，列舉不同範疇事例說明外交理念如何在事件中印證；

 簡化全方位外交理念定義

1.重視周邊外交＝與鄰近國家建立友好關係；

2.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各國互助依靠和影響／「你好我好大家好」。



針對學生對「一帶一路」較為陌生

• 以學生生活經驗和已有知識進行延伸學習

• 復活節假期的旅遊經驗

• 帶出興建港珠澳大橋，令交通時間縮短

• 增加三地的人員和貨物來往

• 旅遊、物流等→提升經濟

• 點對點，如同鐵路

鐵路亦有
相同果效

第一步



透過情境學習鐵路進行的貿易

• 國家A因天氣乾燥，雨量很少，令當地的居民很難種植水果；

• 當地居民很希望能夠吃到水果。

• 國家Ｂ能種出很多的水果，但是他們的學生很需要擦膠讓他們學習；

• 當地學生很希望擁有擦膠。

第二步



• 國家Ｂ 願意分享自己國家的鐵路技術以進行貿易;

• 興建一條連接兩國的鐵路，將水果運送給國家A居民;

• 國家A是專門生產文具的國家;

• 國家A則能夠提供擦膠給國家B→透過活動帶出各國間能互補不足。

透過情境學習鐵路進行的貿易



班上同學分別要成為以下角色，包括：

鐵路工程師（砌好鐵路，令列車能來回行走）

農夫及物流人員（將水果或擦膠放上列車貨架上）

列車駕駛員（駕駛列車、準確停站和開出）

圖片 圖片

圖片



扮演貿易中
所需之角色

提升課堂參與

增加課堂趣味性

讓學生認識貿易中的
不同角色，從而認識
貿易能增加工作機會，

提升經濟發展

感受兩國貿易能互補不足，

帶出中國的全方位外交理念

價值觀教育：

肯定不同職業對經
濟發展的貢獻

（勤勞、責任感）

角色扮演的需要性



將水果從國家Ｂ，利用鐵路運送到國家Ａ；
再將國家Ａ的擦膠運送到國家Ｂ。



第三步

透過活動反思引入「一帶一路」事例

1.掌握活動中鐵路的功能

2.比較現實中鐵路與貨車的載貨量、載貨量及交通時間

3.活動中貿易的好處(發揮角色扮演的功用)

4.現實中中國進行鐵路貿易的原因(根據中國的全方位外交理念)

5.帶出中國與鄰近國家合作、願意分享技術、大家均能得益

高度重視周邊外交及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



以「四何法」整理一帶一路事例資料
• 「一帶一路」事例資料豐富，縱使選取「中老鐵路」及「雅萬高鐵」等

鐵路合作事件，學生沒有親身接觸兩條鐵路的經歷；

• 透過影片或閱讀材料為學生輸入相關知識，但較難令學生聚焦學習本課
重點：認識國家倡議的「一帶一路」的主要內容；

• 觀看相關影片外，四何法令學生整理影片內容，從而分析「一帶一路」
事例，如何印證中國的外交理念。



教學反思

學習材料之準備
模擬鐵路活動與
真實事例的扣連

對個人教學的得著



學習材料之準備

學習難點：
• 選取影片雖清楚提及「中老鐵路」及「雅萬高鐵」的背景資料，但資

料在影片「一閃即逝」；

• 部分能力較弱同學未能在觀看影片期間記錄資料。

• 課堂工作紙雖提供符號和視覺協助學生，但學生未能「一邊觀看觀片
一邊記錄重點」，繼而沒有進行資料分析。工作紙設計影響學生能否
從已整理的資料中，分析中國全方位外交理念印證在「一帶一路」事
例。

處理方法：
 影片的處理、後期製作、影片中插入關鍵資料(如視覺提示、適時停

頓及記錄資料的次序調整)能協助學生較易從影片中取得關鍵資料。



鐵路活動與真實事例的扣連

學習難點：
• 模擬鐵路活動雖能讓學生掌握貿易的好處，亦能夠令學生明白活動中

兩個國家能互補不足，繼而印證中國的全方位外交理念（高度重視周
邊外交及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學生未能有效從以上學習活動的
成果應用至「一帶一路」的真實事例當中。

處理方法：
• 宜加強模擬鐵路活動及學習「中老鐵路」及「雅萬高鐵」的扣連，如

再次展示活動一的學習成果，將該活動所得知識和感受應用至真實事
例（中老鐵路）；

• 如完成模擬鐵路活動後，教師可說明模擬鐵路活動正是模擬「中老鐵
路」的貿易過程，協助學生整理活動與真實事例的相同之處。



教學的得著

• 設計合乎校本需要之教學大綱；

• 閱讀和整理教學材料，調適教學內容；

• 是次學習圈、校內同儕討論、觀課、組員回饋等；

• 有助優化公民科校本課程；

• 提升對時事的關注度、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式；

• 特別中度智障及嚴重智障學校的教學技巧及方式，

對輕度智障學校亦帶來很大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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