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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歷史教育研討會及教學專業分享活動，首創跨界別（大學與中學）、跨地

域（香港、澳門及廣東省）及跨學科（歷史、中國語文和德育等）的教師和高校

專家合作。分享內容共二十八項，突顯多元價值取向、歷史觀與教學模型交流。

當中筆者認為最具價值的是對香港歷史的重新思考。 

 

與會者指出香港本土文化與歷史的探究，對新一代成長具有關鍵的影響，除了本

港學生、大灣區及非華語學校學生，也需認知香港文化與歷史。無可質疑，香港

傳承中華文化，並最先受西方影響，處身於國家系統與發達西方系統之中，香港

作為當中的小系統，急需了解變化歷程，以能為未來發展作適切的回應。   

 

分享學校不少採用校本課程設計、電子學習、社區考察或價值教育，並結合自身

學校的歷史、社區特有資源或學校珍視的願景價值觀作為文化歷史的學習。其中

香港培正中學具有一百三十年的歷史，跟香港社會的變遷與人才培育，結上不可

分割的關係。今天不少舊生見面，總會互相查詢所屬級社，用以分辨彼此之間畢

業的年份，溝通交流過程中，均增強感情，加強連繫。其校史資源非常豐富，校

刊及文物是最佳的時代寫照。其中一九零五至一五因財政困難以及日軍佔領時期

而停辦，這些歷史反映前人艱苦慘淡的經營，才有今天的成果。當中不同年代的

校友如崔琦、邱成桐、吳家瑋、唐英年等的成長與生活片段，便成為啟導後輩前

行的故事，見證香港社會的成長。其「文物室」與「碑銘徑」更是精心設計，散

布於校園讓學生廣泛接觸。 

 

戶外考察、走出課室漸已成為學習歷史的方法。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便透過區本

的歷史（西貢區）作為切入點，遊走各西貢區村落進行考察，收集文物和構思文

物保育，藉此於校園設立可供對外開放的文物館，培養學生對西貢區歷史文化的

認識。過程讓學生以欣賞的眼光徵集、保護、研究、傳播，並展示人類當中的智

慧與品質，加強同學對社區的服務和歸屬感，為區內同學作分享。 

 

香港文化歷史探究實已於學校起動，我們該好好珍惜和善加推廣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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