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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剛進歷史系一年的我，現在便談就業出路，看此言之過早。但若要在日後完成這

個目標，就要從今天逐步嘗試。對我來說，歷史除了記述昔日往事，更是教化世人的

藝術，讓人鑑古知今。既然教育是歷史的功能，我便選擇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下稱「教

圖」)，進行編輯的實習工作，體驗中史教科書的製作。編輯工作甚廣，除了有日常所

知的校對審稿、圖文排版，更要編撰課本內容，設計補充教材及試題庫，甚至會到訪

學校向老師推廣課本及跟進意見，可算是教科書的另一位作者，主導教科書由策劃到

出版的靈魂。是次寶貴經驗，讓我更相信從歷史系所學的知識及態度，並非如旁人所

說只適用於學術研究，而是能將之應用於編輯等諸多工作。 

 

論從史出：做事必需有根有據 

 

編輯準備撰寫教材前，首先要整理資料，這一步看似簡單，卻是教材貼題與否的

重要一步。剛來教圖實習，編輯命我先輸入今年中史、世史的公開試題目，之後再為

參考書中每幅歷史人物圖像記錄頁數。其後製作影片工作紙前再將共 99 集的《中國

通史》節目分類後，我方明白這些工作，與平時寫作歷史論文時收集並整理史料的功

夫同出一轍。輸入試題後再將之分類，要先了解資料的性質才能按其特色將之歸類，

這讓我熟悉公開試的出題趨勢。通過記錄各種試題在每年出現的次數及特色，編輯便

能有確切的數據，分析公開試的路向，才能製作緊貼考試導向的教科書及教材。雖然

我尚未能編寫教科書，但從資料庫分類的鉅細無遺，已感受到編輯要求自己比老師更

熟悉課程制度的信念。 

 

我相信以上信念亦正是歷史系學生比其他人更重視資料應用的特質。正所謂「論

從史出」，每項歷史分析都要基於歷史記錄而非憑空立論。面對浩瀚無際的史料，只

能盡力閱覽更多資料，確保自己立論基於充足的正確史實。正因歷史系學生懂得有條

理地歸納、比較及分析史料，謹慎地作出結論，他們看似未能有迅速回應的「敏

銳」，但其「敏銳」在於對資料的敏感，能了解課題的複雜，才不敢妄下定論，而是

收集不同角度的資料才決定行動。這種態度對編輯最為重要，因為他們製作教材不只

要忠於史實，更要向學校的教學質素、出版商的聲譽負責，所以當我接到編輯手上的



文稿，都帶着無比的責任感，校對文稿，若要增改内容，也先參考不同教科書及歷史

資料，再問編輯意見，以免影響編輯的工作成果。 

 

設身處地：考慮師生所需 

 

製作教科書需要考慮師生所需和上課模式，方能使他們樂於使用教材。是次實習

剛好碰上初中中史課程改制，當中亦新增不少新課題。有見及此，編輯建議我先查看

課程修訂大綱，研究新課程的宗旨，然後翻閱目前的初中中史教科書，了解初中課程

範圍。從中我感受到老師在新課程上面對的挑戰。老師的教學時數不變，所教課題卻

增多，教學時間日趨緊迫。當中教學内容隨課題增多而變得廣博，學生未能如以往集

中學習某一課題。這些隱藏的細節，正是編輯事後問我有否發現的東西，提醒我要知

道老師、學生希望從補充教材得到的並非新奇知識，而是能幫助學生在預習時認識某

些基本概念，在堂上反複練習，從而在有限時間內鞏固其歷史知識。 

 

這份設身處地的同理心，彷似老生常談，卻是平日探討歷史，以至編輯的基本。

製作教材目的，就是要促進讀者教學或學習，而將之達成便要從教師、學生角度出

發，考慮前者如何分配上課時間，後者投入課題的程度。有見及此，我向編輯請教現

時學校使用補充教材之情況，得悉上課時間緊湊，老師播收影片的時間不多，而影片

過短亦難以交代課程要點，故製作影片教材時，不得不控制影片在五分鐘内播完，也

不要比三分半鐘少。從長達 50 多分鐘的節目剪輯成幾分鐘的影片，又是一盤從他人出

發的學問。學生需看影片才能回答工作紙的問題，問題亦要符合初中課程。但相關影

片《中國通史》並非為香港教育而設，每集內容未必能緊扣課題重心，故我需先從課

程範圍入手。這與平日撰寫歷史論文一樣，每當分析某一歷史事件時，都會接觸大量

某年代的史料，它們的確能反映該年代的背景詳情，但是否全部和自己關心的議題相

關，就需要自己加以考證分析。這種技巧正能應用於是次製作影片工作紙。每當觀看

不同集數，我都同時打開教科書相關主題的頁數，一發現影片提及書中重點，便記下

該片段時數，再看之後有否繼續提及書中其他重點，若某片段在五分鐘内交代相關且

豐富，自然能方便老師教學。如果看完整套影片仍找不出符合某課題的片段，便無需

強加無關影片予所有課題。片段的取捨就如平日對史料歸納、比較之理，平日從歷史

系所學的功夫，在此編輯工作中往往無意間運用出來。 

 

溝通協調：編輯的成功關鍵 

 

尚未踏入教圖前，我以為編輯只需處理自己負責的文稿便可，後來透過實習時的

所見所聞，以及主管編輯的悉心指點，我逐漸明白教科書正是編輯和不同部門溝通的

成果。整套教科書包括教材從製作時便經過眾人編寫、討論、修改等流程的反覆。就

我工作而言，製作影片工作紙似乎只需看完影片後設計題目便可。不過，若從一開始

定題方向有別於編輯所需，多天努力便會白費。故此，保持與編輯溝通至關重要。編



輯交託工作時，我除了先翻閱課程內容，更和編輯商討每天目標進度，並不時將完成

品交由編輯審閱。若我有疑問，就主動詢問；若編輯反問我某題目的理念，我更要詳

細解釋，說明它如何反映某些重要概念。在不斷互動下，工作成果便能盡善盡美。這

種溝通互動不只見於編輯間，更見於編輯與不同部門之間。編輯們經過磋商修訂，稿

件交由設計部繪製並編排插畫，再轉返編審校對的程序。 

 

有效溝通，代表能將訊息向他人清楚表達，我從實習的體驗中，漸漸發現歷史系

的日常亦包含相關訓練。不少歷史課程都要求學生在堂上作口頭報告，而題目内容並

非所有學生均有涉足。為了方便他們了解，我嘗試先釐清重要史事的背景，再分析當

中演變，在評論環節亦和台下同學多作交流對答，確保大家明白對方的想法，有助引

起積極討論。良好溝通的技巧在寫作論文時也可發揮其妙用。人們撰文分析史實，正

是要讀者知道並評論當中觀點，若有通順文筆、明確論證，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寫

文正可訓練歷史系學生的「無形」溝通技巧，思考如何清晰表達己見，在交談時也能

迅速回應。 

 

結語 

 

經過這次實習，有關畢業後未能學以致用的擔憂，頓時一掃而空。任何學科各具

獨有優勢，無人能否定別人所學。通過一個月充實的編輯工作，我更了解自己的長

處，亦發現自己有待改善的空間，推動我更勤奮學習，希望做到更好。是次實習更擴

闊我的視野。一眾上司悉心指導，亦與我分享讀書經驗，更推薦一些收藏豐富的書

店，讓我得以滿足飽覧經典之癮。感謝中大歷史系、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以及公司的

編輯曾小姐和莫先生，給予我寶貴的實習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