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談二如何開展

             非遺課程？

〈二．一〉實施非遺課程的方向

這也很正常啊！現在各學校都已經有多項發
展目標及相關的工作計劃，我們學校也不例
外呢。不過我們在開展非遺課程前，會先考
慮學校現有的價值和發展目標，再在非遺清
單中選擇可以配合的項目。

非遺課程可以配合現有的發展目標？那實在太
好了！讓我想想，怎樣切入才配合到呢？嗯……
常識科好像是最能「與非遺課程配合」的其中
一個學科吧。那麼，不如請常識科老師在小四
的「香港歷史」課題加入非遺文化項目的資
料？但這樣又會不會很悶？而且，只是加入非
遺文化的資料，結果學生也只是會水過鴨背地
背誦硬知識罷了……那不如學一些包含技藝成
份的非遺項目？例如粵劇？……但又好像太深
奧？

即使我能說服我校的同事，樂意把非遺教育納入
成為我們的特色課程，也仍然有一個大難題啊！
我們學校現在已經有不少發展目標，如何爭取空
間發展非遺課程？



首先，你已經領略到一個重點了。學習非遺，雖
然會涉及文化知識，但也不是要向學生「灌輸」
大量關於非遺的資料史實啊！相反，我們要設計
成可以讓學生們自己去發掘與非遺相關的知識，
自己去尋找資料與資料之間的關係，甚或是讓學
生運用資料去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

噢！這豈不就是現在常常提及的，「自主學習」
的核心概念嗎？

對啊。學習香港歷史，不一定只限於學習常識
教科書裡的內容吧。就好像「香港今昔」這個
主題，當牽涉到文獻史料和古物古蹟等文化
資料之時，我們便可以結合閱讀計劃和戶外
學習，利用社區和博物館資源來學習。



我們學校現在也想推展「自主學習」，要學生自
己尋找知識，學會學習。我相信，非遺課程的教
學策略，以及評估方式等，似乎都可以因應學校
的關注事項作出配合。那我們學校應該可以利用
「自主學習」這個關注事項來實踐非遺課程，並
作為其中一個配合的科組行動策略呢﹗

剛才你問，是否應該由學習粵劇開始，或是從
其他香港現存非物質文化遺產那480項裡去選出
其中一項作為切入點，那就要以學生的興趣、
認知作起步點，以及學生是否能在日常生活中
接觸到等等作為考慮的因素，從而選擇合適的
學習主題。



除了選擇主題，同事們也很關心在哪個年級開展
非遺課程較為適合啊。

非遺有時會牽涉一些中國歷史，或較高階知
識的內容，較高年級的學生會有較多前備知
識，對學習內容也會較容易理解。另外，若
是體驗、實作的活動，高小學生的手肌發展
較為成熟，會較容易操作。

那麼，是不是初小學生不能學習非遺課程？



當然，相對其他學科，非遺課程會探討文化、
保育，以及帶動學生建立對社區的歸屬感等，
這些都是較為適合高小學生的。但這也不代表
低年級的學生不能接觸非遺教育。我知道也有
學校會裝備低年級的學生，以便他們日後銜接
高年級的非遺課程。例如老師會先訓練他們仔
細觀察一些物件、進行紀錄，繼而教導學生如
何發掘問題。學生們升上高年級後，便能更
加順利地銜接，甚至能探討更深入的非遺文
化議題。

除了配合學校宏觀的發展目標和學生的興趣外，
各學科本身也有自己的課程目標。所以非遺課程
也應該要與學科的目標配合，對嗎？

對啊！看來你已經掌握在學校開展非遺計劃最
基礎的要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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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非遺課程檢視表

【示例】

      
      

             學校的辦學理念：建立學生正確人生觀，開拓世界視野
             學校的關注事項：
                   1 ）優化家課質量及善用評估卷，有效回饋學與教
                   2） 發展教師專業水平，提升共備質素
                   3）  培養學生關心社區、服務社群
             價值觀培育：堅毅、尊重、關愛、責任、誠信、感恩

             （與非遺項目相關的）
             考察地點：老圍、廖萬石堂
             節慶活動：春秋二祭
             傳統行業／技藝：花燈、花炮、舞獅

             前備知識及探究能力： 已學習常識科「香港今昔」及觀
                                               察技巧
             學生興趣：食物、工藝、功夫
             學生特性：活潑好動、喜歡實作 

檢視項目
考慮
層面

校情

社區
資源

學生



〈二．二〉非遺課程的行政配套考慮

作為課程領導，我應該如何部署？比如說，如果我
們最終想全校各級學生都能參與，那是不是要全校
老師一起去設計課程？我們學校以往只有設計某學
科課程的經驗，若要全體老師一起參與設計非遺課
程，這實在是過分龐大的挑戰啊！而且還要設計不
是自己「專科」的內容，怎會不頭痛？

噢！你們實在是太「大想頭」了！開始起動時千
萬不要全校一起進行啊！學校可以先由一個年級
開始起動。如果真的希望非遺課程最終可以推展
和擴散，在第一年推展的後期已可以邀請將於另
一個年級參與的老師觀摩；同時請第一年的老師
總結經驗，讓新加入的老師作預備和參考，使他
們對即將進行的第二年工作能有些概念。到了第
二年，可以由第一年曾參與的部分老師協助帶動
新的另一個年級，逐步擴散。



哎呀！原來如此，不應該一開始就讓全體老師都
參與。所以部署人手時，行政上便要考慮必須按
部就班。那麼，我要跟校長商量一下，在人手安
排上，怎樣做會對學校的整體發展最好。

記得，一開始未必便需要所有老師參與的。尤
其因為在初小進行非遺課程會遇到較大的困
難，所以我們建議只在高小開展。

對啊！那就可以更鬆動的安排人手了！你知道
嗎？現在各類型的課程百花齊放，每個學科都
對人手編配有所要求。校長和我，還有各中層
同事們只要一想起那些不同時間不同學科不同
級別的配對，頭也立刻痛起來！



如以「學科帶動」的方式，在課程設計過程中一
定需要邀請所有相關學科的同事共同參與，依他
們的學科課程去思考可以如何把非遺的內容與學
科內容結合。若以「特色課」形式，則無需考慮
特定學科同事的教學專科背景，在人手規劃上會
比較有自由度。 

的確，我們的中層同事也曾提出過以不同的跨學
科模式來進行非遺課程：有的說用學科帶動的方
式，把非遺學習內容直接滲入現有學科，即所謂
的「多學科統整」，這樣能與現有學科有更緊密
的連繫。但有的則主張另設「特色課」，以「超
學科統整」的方式學習，這樣就不必受原有學科
課程限制。 

這兩種不同模式，對教師人手的安排，有何不同
啊？



噢！所以，我需要考慮的，包括學校可給予的
時間、人手……其實我猜，財政資源也是考慮
因素之一吧！因為我想像到，可能要預留資源
聘請專家來預先教老師呢。例如粵劇的做手、
亮相……這些都需要外聘專家吧？

果然是經驗豐富的老師，馬上便抓住了開展時
的關鍵考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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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粵劇」這一主題為例，如以「特色課」形式，課程領
導無須編配特定科目的老師設計及任教；如以「學科帶動」形
式，課程領導便要考慮這課題涉及中國語文、音樂、視藝及體育
範疇的學習，在設計時便需有任教中文科、音樂科、視藝科、體
育科的老師參與，大家共同商議自己學科承教「粵劇」這一主題
的哪部分、施教時間的先後等等。之後再根據商議結果把相關內
容編寫進自己學科的教學進度內。



那當然了！不同的模式，對現有課程的影響
程度各有不同，學校可因應校情決定。可以
先檢視你們學校過往推行新課程的經驗、老
師的配搭、可編排的學習時間等一併作為考
慮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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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非遺課程視作「額外」的學習內容。事實上，很多
非遺內容與現有課程的知識與能力是相輔相成的。例如高小中文
科的話劇劇本創作及中國傳統文化課題、常識科的香港今昔、音
樂科的中國傳統音樂等，都與粵劇息息相關。非遺應被視作可增
潤現時課程的選項。

聽起來似乎很不錯啊！在現時教育環境及課
程潮流的大趨勢下，很多學校都會推行「跨學
科學習」。在有限的課時下，如果各個學科
的學習內容配合到非遺的課程，豈不是「一
箭雙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