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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焦點：

 促進教師掌握內地考察與課程內容的關連，以助學生
進行專題研習。

 優化學教設計：優化教學設計，通過考察前、中、後
的學習任務，幫助學生鞏固學習，提升思考層次。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期望學生能多元化展示學習成果，提升學教成效



課程文件 –內地考察的預期學習成果

資料來源：《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頁22。



課程文件 –課程指引的要點

中華文化的內涵：

• 物質（如建築、名勝古蹟）
• 制度（如民俗、禮儀）
• 精神（如哲學、倫理道德）

資料來源：《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頁23。

關於內地考察的規劃

資料來源：《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頁23-34。



課程文件 –課程指引的要點 關於專題研習報告

課程指引原文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內地考察和專題研習，不涉及公開評核，故在評核要求上與以往通識教育科的獨
立專題探究完全不同，既沒有統一的表述格式和字數要求，亦不會設定各校共用的評核準則。學校可
按校本情況而訂定相應的評核要求，從報告內容、組織結構、表達手法、創意、主動性，以及其他認
為合適的項目來評核學生的表現，並以適當方式，例如學生學習概覽、學校成績表，予以反映。
資料來源：《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頁60。

除了文字模式，學生可以採用非文字模式來完成專題研習報告，例如模型製作、影音短片、網頁，都
是可以接納的表述模式，讓學生適切地表達個人意念。
資料來源：《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頁43。

完成了考察行程之後，學生可以綜合考察前後的閱讀及實地搜集所得，正式展開撰寫報告的程序。學
生在初中學習階段應已初步掌握進行專題研習的技巧，教師可在了解學生的以往學習情況後給予適當
指導，包括要求學生的研習題目及探究方向，必須配合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宗旨和目標；指導學
生掌握分析資料和數據的方法，並利用搜集所得的資料來建構知識。
資料來源：《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頁43。



規劃內地考察 (前、中、後)

考察前
考察期間

考察後

專題研習
工作紙

取材自：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公民與社會發展組《指
導學生參與內地考察的要點》



規劃內地考察 (前、中、後)

學習目標 如何布置

考察前
學生擬訂題目，並帶著問
題前往考察

設計校本教材：
1. 為學生提供具焦點的學習內容
2. 幫助學生擬訂研習題目及掌握專

題研習的校本要求

考察期間

學生運用「五到」進行考
察，蒐集一手資料，以供
完成「專題研習」報告之
用

調適承辦機構提供的「考察學習手
冊」內容，設計多元化的學習任務

考察後
撰寫個人專題研習報告、
反思

擬訂反思問題，讓學生自我檢視及
持續修正，並提供回饋與指導



考察前規劃 1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根據內地考察主題，
設計校本學與教材料

資料來源：公民科課程指引P.23



考察前規劃 1

物質、精神、
制度

文化遺產保育與
傳承

編製校本中華文化資料冊，讓學生從物質、制度和精神三方面了解中
華文化的內涵。



考察前規劃 1

增進學生的中華文化知識，以及了解如何應用科技進行保育

以故宮及民間建築事例，
協助學生從考察場景的具
體事物，辨識中華文化

以數碼敦煌工程為例，了解
科技如何有助文化遺產保育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鋪墊內地考察的前備知識，幫助學生了解行程內的中華文化元素，



考察前規劃 2

傳統文化保育/自然
遺產保育

國家在不同領域取得
的成就

人民生活素質的轉變
與提升

• 丹霞山

• 百年老街

• 高鐵(基礎建設)

• 農業科技中心(高
新科技)

• 鋼鐵廠 (經濟、綜
合國力)

• 百年老街 (消費模
式)

• 農業科技中心(經濟
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

按公民科的學習重點，疏理行程及景點的學習意義



考察前規劃 2

提供題目舉隅，幫助學生扣
連課程內容，設計研習題目

幫助學生了解考察點與內地考察主題的連繫

設計專題研習工作紙，協助學生設定
研習範圍及題目

題目舉隅



考察前規劃 2 

景點 學習重點

• 高鐵
• 丹霞山
• 百年老街
• 韶關市五馬寨農業

科技中心
• 韶關鋼鐵廠

• 國家在不同領域取
得的成就

• 人民生活素質的轉
變與提升

• 傳統文化保育/自然
遺產保育

設計專題研習工作紙，協助學生設定研習範圍及題目

研習題目(舉隅)：
• 探討丹霞山的保育如何有助傳承中華文化。
• 高新科技投入如何有助鋼鐵廠工業面對挑戰?
• 從百年老街看紹港兩地保育的異同。



考察前規劃 2

嘗試非文字形式，展示學習成果

擬訂專題研習指引，闡明考察報告要求



考察前規劃 2 

提供文字報告的範例，
幫助學生進一步了解
如何撰寫考察報告



考察期間規劃

• 運用「五到」原則，設計考察任務，引導學生蒐集一手資料

取材自：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公民與社會發展組《指
導學生參與內地考察的要點》



考察期間規劃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學習任務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韶關  認識基建成就
(e.g. 交通方式及時間的轉變、技術、影響) (拍
攝、時間記錄)

下午 韶關鋼鐵廠  了解華南重工業基地代表韶關鋼鐵廠
的發展，參觀現代化重工業生產線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及挑戰

 現代科技與重工業的同步發展 (拍攝)
 認識國家近代重工業的發展成就 (導賞員、

拍攝)
 認識綜合國力的提升對國家重工業發展的

貢獻反思整體國力的提升如何惠及不同
行業

百年東街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國家人民生活質素如何改善 (拍攝、提問)

第二天上午 丹霞山博物館及科普生態
講座

 認識丹霞山的地貌特徵
 了解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認識丹霞山如何體現中華文化 (導賞員、提
問、拍攝) 

 認識國家在保育生物多樣性取得的成就 (導
賞員、小冊子)

下午 丹霞山 (科普一號線)  體驗生態考察課程，了解丹霞山的地
質地貌、植物及昆蟲生態與多樣性

第三天上午 韶關市五馬寨農業科技推
廣中心

 認識先進的農業設施、無土栽培，了
解智慧農業帶來的好處

 認識綜合國力的上升如何促進傳統農業的
創新 (導賞員、提問、拍攝) 

下午 韶關市五馬寨農業科技推
廣中心

 享用及欣類智慧農業的產品，通過烹
飪和食品製作，體驗傳統文化的傳承

 認識科技創新如何促進傳統文化的傳承
(親手製作)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五到」原則



考察期間規劃

• 調適承辦商提供的「學習手冊」，以多元的
方式記錄資料

承辦商提供的「學習手冊」內容

焦點：以丹霞保育為例，了解及欣賞國家在
自然保育的成就

1. 在丹霞山博物館索取小冊子或拍攝展板，
了解國家在自然生態保育付出的努力。

2. 請拍攝多張有關丹霞山生物的照片(如植物、
鳥類、昆蟲、菌類)，了解丹霞的生態情況。

報告/感想反思

優化後的學習任務



考察後撰寫專題研習報告

設定反思問題，讓學生自我檢視及持續修正

1. 題目與課程的相關性?

2. 能否合乎邏輯地論證?

3. 能否運用課程相關的知識?

4. 能否有效運用或展示資料?(例如照片、圖表及數據等)

5. 能否簡明及有條理地傳意?

6.能否清晰註明資料來源?

7. 能否適時尋求協助或解決方法?



反思及期望

本學年裡:                     來年改善方向

1. 優化內地考察規劃及工作:

 調適及優化中華文化資料冊，適時

更新資料、事例

 根據學生能力及學習內容性質，安

排課堂及網上平台的學習

 接納其他非文字模式(如：影音短片)

的專題報告，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及早規劃內地考察相關的學習，以

加強連繫課程內容

1. 完善內地考察規劃:

 掌握內地考察與課程的連繫

 更有系統地規劃考察前、中、

後的工作

2. 發展與內地考察相關的校本學與

教資源

 設計校本學與教材料：中華文

化資料冊、專題研習工作紙

3. 容許學生以影片方式展示學習成

果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用考察時拍攝的相片，配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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