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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 

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乙部 - - - 計劃書 

 

計劃名稱 

拜師學藝傳承計劃 

計劃編號 

2017/1048 

 
學校名稱: 香港培道中學 

直接受惠對象 

(a) 界別: 小學、中學 

(b) 本校學生:550(人數)*及中一至中五 (級別／年齡)* 

(c) 小學：九龍城區／黃大仙區／油尖旺區內小學 

 

計劃時期：(第 1 年:)06/19 至 08/20 , (第 2 年:)09/20 至 08/21 

1.計劃需要 

1.1 計劃目標 
 

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創作的熱誠。 

加強及發揮學生的持份者角色，協助推廣藝術文化事務，任務包括

提供意見、設計及製作表演成品、推廣及訓練學妹及參與計劃之小

學生，以輔助本科老師更順利地落實事宜。 

1.2 創新元素 以藝術為主導，知古創新，補足現行中華文化教育推廣的不足，及

促進學校多元發展，配合學校校服長衫歷史，提升學生對學校、中

華文化的身分認同。 



 

 

1.3 計劃如何配

合學校／學

生需要 

配合教育局課程發展: 中學教育的七個學習宗旨 

1. 國民和全球公民身份認同: 珍視中華文化和尊重社會上的多元性 

2. 寬廣的知識基礎: 能夠理解當今影響學生個人、社會、國家及全

球 

  日常生活的問題 

3. 語文能力: 掌握兩文三語，有利更好學習和生活 

4. 共通能力: 綜合發展和應用共通能力，成為獨立和自主的學習者 

5. 資訊素養: 靈活、有效和合乎道德地運用資訊和資訊科技 

6. 生涯規劃: 了解本身的興趣和能力，發展和反思個人目標 

7. 健康的生活方式: 積極參與藝術活動，並懂得欣賞藝術 

 

配合 2018 / 2021 年度學校政策的關注事項 

1. 建立學校正向文化，發展學生正向價值，積極迎接挑戰。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提供學生開拓及創新的學習的機會不同領域上

激盪創意，發揮潛能，發展多元智能。 

3.加強學生對活動的承擔感，培養學生的領袖才能。 

 

配合學生需要(根據教職員及行政會議討論:學校強弱機危分析) 

1. 學生學習傾向因循，未能把知識融滙貫通，未能將學習連繫生

活。 

2. 學生學習略欠主動，需依靠老師鞏固和深化才有成效。 

3. 學生抗逆力弱，容易受社會傳染負面情 

 緒/訊息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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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相關背景及 

活動經驗 

學校發展計劃:  拜師學藝長衫文化傳承計劃 I－III 

文獻研究綜述:  

推動傳統文化必須由教育開始，配合社會資源，持續地在基礎之上

傳承及活化。只有如此，推動傳統文化才會變得有意義。此外，歷

史文物背後所蘊含的中國文化是道德教育的良好教材 ﹣正是時下流

行亦師亦友而忽略的尊師重道精神。通過對文物守護者（師父）的

訪談、對文物的認識、工作室的參觀和創作研究，體會及認同先輩

的奮鬥成果，因而產生景仰之情，有助學生從新認識工藝，耐心學

習，陶冶情操。(陳溢晃，2002；梁炳華，2002)
1
 ，學生關心社區，

承擔文化承傳使命，這正好是承接香港教育改革，並且符合其中的

理念。  

 
1 梁炳華(2002)。〈考察香港古蹟對中國歷史教學的作用和意義〉。《兩岸四地中國歷史教學

交流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國歷史教學學會，頁 61-77。 

 

計劃及學生表現評估:  

拜師學藝長衫文化傳承計劃 I 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獎（學校組）優異獎 

香港經濟日報《傳統旗袍不老套香港培道中學學生縫出時代感》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06121/%E5%82%B3%E7%B5%B1%E6%97%97%E8%A2%8D%E4%B8%8

D%E8%80%81%E5%A5%97%E3%80%80%E9%A6%99%E6%B8%AF%E5%9F%B9%E9%81%93%E4%B

8%AD%E5%AD%B8%E5%AD%B8%E7%94%9F%E7%B8%AB%E5%87%BA%E6%99%82%E4%BB%A3

%E6%84%9F ，2017 年 5 月 9 日 

 

《中二學生迷你長衫作品、 第二屆培道 × Barbie 旗袍設計全港小學

邀請賽及培道旗袍設計全港小學邀請賽 2016 冠軍作品》 於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香港赤鱲角機場近第 22 號閘《香港長衫故事

展》展出。 

  

《中二學生迷你長衫作品、 第三屆培道 × Barbie 旗袍設計全港小學

邀請賽及培道旗袍秀 2017 優秀作品》 於 2017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在香港動漫基地展出。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06121/%2525E5%252582%2525B3%2525E7%2525B5%2525B1%2525E6%252597%252597%2525E8%2525A2%25258D%2525E4%2525B8%25258D%2525E8%252580%252581%2525E5%2525A5%252597%2525E3%252580%252580%2525E9%2525A6%252599%2525E6%2525B8%2525AF%2525E5%25259F%2525B9%2525E9%252581%252593%2525E4%2525B8%2525AD%2525E5%2525AD%2525B8%2525E5%2525AD%2525B8%2525E7%252594%25259F%2525E7%2525B8%2525AB%2525E5%252587%2525BA%2525E6%252599%252582%2525E4%2525BB%2525A3%2525E6%252584%25259F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06121/%2525E5%252582%2525B3%2525E7%2525B5%2525B1%2525E6%252597%252597%2525E8%2525A2%25258D%2525E4%2525B8%25258D%2525E8%252580%252581%2525E5%2525A5%252597%2525E3%252580%252580%2525E9%2525A6%252599%2525E6%2525B8%2525AF%2525E5%25259F%2525B9%2525E9%252581%252593%2525E4%2525B8%2525AD%2525E5%2525AD%2525B8%2525E5%2525AD%2525B8%2525E7%252594%25259F%2525E7%2525B8%2525AB%2525E5%252587%2525BA%2525E6%252599%252582%2525E4%2525BB%2525A3%2525E6%252584%25259F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06121/%2525E5%252582%2525B3%2525E7%2525B5%2525B1%2525E6%252597%252597%2525E8%2525A2%25258D%2525E4%2525B8%25258D%2525E8%252580%252581%2525E5%2525A5%252597%2525E3%252580%252580%2525E9%2525A6%252599%2525E6%2525B8%2525AF%2525E5%25259F%2525B9%2525E9%252581%252593%2525E4%2525B8%2525AD%2525E5%2525AD%2525B8%2525E5%2525AD%2525B8%2525E7%252594%25259F%2525E7%2525B8%2525AB%2525E5%252587%2525BA%2525E6%252599%252582%2525E4%2525BB%2525A3%2525E6%252584%25259F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06121/%2525E5%252582%2525B3%2525E7%2525B5%2525B1%2525E6%252597%252597%2525E8%2525A2%25258D%2525E4%2525B8%25258D%2525E8%252580%252581%2525E5%2525A5%252597%2525E3%252580%252580%2525E9%2525A6%252599%2525E6%2525B8%2525AF%2525E5%25259F%2525B9%2525E9%252581%252593%2525E4%2525B8%2525AD%2525E5%2525AD%2525B8%2525E5%2525AD%2525B8%2525E7%252594%25259F%2525E7%2525B8%2525AB%2525E5%252587%2525BA%2525E6%252599%252582%2525E4%2525BB%2525A3%2525E6%252584%25259F


 

 

 

2.計劃可行性 

2.1 計劃主要的

理念 

透過藝術教育，於校內及校外推動傳統文化。 

2.2 申請學校對

推行計劃的

準備程度／

經驗 

已有經驗： 拜師學藝長衫文化傳承計劃 I－IV 

已有經驗： 中國偶戲在香港 x 培道皮影劇表演、拜師學藝皮影工藝

傳承計劃 I 

已有經驗： 師承培道絕藝相傳計劃 I 

2.3 校長和教師

的參與程度

與其角色 

顧問        ：張美華校長 

統籌老師 ：視覺藝術科主任許朗慧 

支援老師 ：視覺藝術科教學助理 

 

負責總統籌是次計劃的一切事項，召開會議、擬定計劃方針及主要活

動內容、檢視計劃進度及成效、訓練參加此計劃之老師及學生。聯絡

校內部門及校外團體及活動推廣。 

 

校內協作組別：音樂科、生活與科技科 

(皮影) 音樂科教授作曲技巧 

(長衫、時裝設計) 生活與科技科借出場地(縫紉室)及衣車技術支援 

2.4 家長的參與

程度 

小學生家長：邀請小學生及家長出席時裝秀及皮影表演。 

本校學生家長：獲邀請出席時裝秀及皮影表演。 

2.5 計劃協作者

的角色 

工藝師父、校友設計師（需聘請）教授工藝知識及設計技巧。 

 

 

 

2.6 推行時間表 

推行時期（月份 / 

年份） 

計劃活動 

19 年 6 月 籌備期： 

招募課後研習班導師及學生 

籌劃課程的內容 

招標工程 

19 年 6 月-21 年 8

月 

執行期： 

課後研習班 

20 年 4-5 月、 

21 年 4-5 月、 

旗袍、時裝匯演、皮影匯演 

水墨畫校內展、皮影匯演 

20 年 6-8 月、 

21 年 6-8 月、 

後續期： 

旗袍、時裝匯演、皮影劇影片剪緝及於校網發佈影片（預計 8 月下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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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計劃活動的詳情 

學生活動 

活動名稱 內容 節數及每節所需

時間 （每學年） 

參與教師及受聘

人員 

預期學習成果 

拜師學藝皮影工

藝傳承計劃 II-III 

東亞文化藝術學

會成員參與課後

皮影製作班 

 

參與表演學生: 

約 12-15 人 

 

上課地點： 

視藝室 206 室 /  

四樓藝術教育中

心展覽廳 

每節所需時間兩

小時，所需堂

數：20，共 40 小

時 

 

 

 

 

 

 

延伸學習活動： 

參觀導師工作室 

／觀賞皮影表演 

視覺藝術科主任 

 

視覺藝術科教學

助理 

 

皮影師父（需聘

請） 
 

學生能操控皮影

班集體設計的皮

影公仔，並於全

方位時段 / 午間

藝術活動時段，

演出自創劇目，

傳揚正向價值。 

 

日期:  

五月一個星期五 

 

時間: 午飯時間

(1:15-1:45) / 全方

位時間(3:00-3:45) 

 

地點: 本校藝術

展覽館 

 

表演時間:  

約 10-12 分鐘 

 

皮影介紹及示範: 

約 15 分鐘 

 

表演對象:  本校

學生 40 人 
 

拜師學藝皮影工藝傳承計劃 I （僅供參考） 

     

皮影工藝知識                創作劇目及配音      操控皮影       



 

 

拜師學藝長衫文

化傳承計劃 V 

東亞文化藝術學

會成員參與課後

長衫製作班 

 

設計者及模特兒

(建議由設計者親

自演出) 6-8 人 

 

（由於學校只有

8 部衣車） 

 

上課地點： 

縫紉室 307 室 

每節所需時間兩

小時，所需堂

數：15，共 30 小

時 

 

星期一至四 

（其中一日） 

放學後 4:00-6:00 

 

製作後期： 

部分堂數會改於

假期／星期六連

續上三節。 

9:00-12:00, 

1:00-4:00. 

 

 

延伸學習活動： 

參觀布市場／導

師工作室 ／觀賞

旗袍表演或展覽 
 

視覺藝術科主任 

 

音樂科主任 

 

長衫導師（需聘

請） 
 

預期每位學生能

製作及擁有一件

屬於自己的旗袍 

( 京派 / 海派 ) 

 

學生於學校大型

藝術活動 Arts in 

action 旗袍匯演 

 

日期: 本校藝術

匯演當日(每年四

月 / 五月 其中

一個星期五) 

時間:  2:00-4:00 

(校內場) , 7:30-

9:30  

(校外場) 

 

旗袍匯演時間: 

約 4 分鐘 

（五位最佳表現

學生作品） 

 

地點: 本校禮堂 

 

匯演對象:   

校內場----校內師

生及被邀請小學

師生, 共 900 人 

 

校外場----本校學

生家長、校友等

共 900 人 
 

拜師學藝長衫文化傳承計劃 IV（僅供參考） 

    
拜師學藝長衫文化傳承計劃 III (由於 130 周年校慶，特別於 港理工大學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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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承培道絕藝相

傳計劃 II-III 

由藝術／設計學

系獲得優秀表現

之校友教授專修

藝術／設計課程 

 

師承培道絕藝相

傳計劃 II  

晚裝設計  

（暫擬） 

 

設計者及模特兒

(建議由設計者親

自演出) 6-8 人 

 

（由於學校只有

8 部衣車） 

 

上課地點： 

縫紉室 307 室 

 

------------------ 

 

師承培道絕藝相

傳計劃 III 

工筆畫 

（暫擬） 

詳情可參閱附件  

 

12-15 人 

 

上課地點： 

視藝室 206 室 
 

每節所需時間兩

小時，所需堂

數：20，共 40 小

時 

 

復活假及暑假假

期以日營形式，

星期一至五隔天

上課， 

每天 3－5 小時。 

9:00-12:00 、 

1:00-3:00.  

 

或 

 

星期一至四 

（其中一日） 

放學後 4:00-6:00 

 

 

 

 

 

---------------------- 

 

星期一至四 

（其中一日） 

放學後 4:00-6:00 

 

或 

 

星期六 

上午 10:00-12:00 
 

視覺藝術科主

任、教學助理 

 

藝術／設計學系

校友（需聘請） 
 

預期每位學生能

製作及擁有一件

屬於自己的晚裝 

 

學生於學校大型

藝術活動 Arts in 

action 演出  

 

與旗袍班 

處理一致 

----------------------- 

學生於四樓藝術

教育中心展覽廳

或校內其他空間

展出 

 

展出時間：  

每年五月 / 七月 

星期一至五 

9:00-4:30 

 

對象:校內師生、

家長、校友 

師承培道絕藝相傳計劃 I 

    
 教授晚裝設計知識及技巧 

 

 

 

 

 

 



 

 

 

校本課程的特色  

拜師學藝長衫文化傳承計劃 V 

香港培道中學於 1888 年創校，至今已過 131 年，學校秉承穿著白長衫校服的傳統，重視

女子品德培養。我們相信中國女性穿著旗袍的傳統典範就是美感與素養的完美結合。課

後長衫製作班讓學生進一步了解長衫文化，並推而廣之。 

 

拜師學藝皮影工藝傳承計劃 II-III 

 

「光」是自然生命中最具顯現力的元素之一，皮影戲是一種結合光學原理的戲劇藝術。

Steam 教育、戲劇教育已被公認為對學生學習極有助益的教育方式之一，讓學生從遊戲體

驗的角度去學習知識。現今有電腦動畫作品將傳統皮影戲與數位製作技術相互結合，發

展出一種獨特的視覺效果並且在國際舞台上受到肯定 。 只要注入巧思創意，適當地運

用在藝術及歷史教學上，對於皮影戲文化的傳承與跨科教學皆有積極正面的影響。讓學

生進一步了解皮影化，並推而廣之。 

 

師承培道絕藝相傳計劃 II-III 

 

131 年來，香港培道中學作育無數英才，計劃聘請由藝術／設計學系獲得優秀表現（成績

優異、在本地／國際比賽奪得獎項殊榮）之年青校友教授專修藝術／設計課程或教授專

門工藝，推動學校藝術文化，為學妹作模範榜樣，加強校友與學校之聯繫及學生對學校

歸屬感。 

 

導師的資歷、經驗要求及其與校內教師角色 

活動名稱 *導師的資歷、經驗要求及角色 校內教師角色 

拜師學藝長衫文

化傳承計劃 V 

長衫師父/ 導師 

現況: 本地的上海旗袍師父 / 導師 

年長居多、為數極少。 

新晉年青旗袍導師或團隊師資良莠

不齊。 

 

1)具旗袍製作經驗。

2)旗袍教學多於兩年或曾於學校推

廣旗袍為佳。

3)良好廣東話溝通能力。 

 

 

藝術家角色

1)講解、示範製作技巧 

2)分享傳統工藝學徒經驗、行業前

景 

視藝科教師角色 

1)於初中視藝科課堂教授旗袍歷史及

時裝設計知識 

2)審批學生設計 

3)旗袍製作技巧教學部份為協教者 

4)準備場地及物料 

5)行政工作： 擬定計劃方針、召開

會議、導師及學生出席、出通告、 

記錄及跟進學習成果 

6)帶隊到布市場採購布料 

7)統籌旗袍匯演（學生演出） 

8)聯絡攝錄 

 

音樂科教師角色 

1)統籌旗袍匯演（音樂、燈光） 

2)統籌校內古箏班聯合演出 / 提供旗

袍匯演背景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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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師學藝皮影工

藝傳承計劃 II-III 

皮影師父/ 導師 

現況: 本地皮影師父 / 導師 年長

居多、為數極少 或於劇團工作。 

由於皮影不是獨腳戲，需要一至兩

位助教同時示範場景轉換、角色操

控等。 

1)具豐富皮影表演經驗。 

2)皮影教學多於三年或曾於學校推

廣皮影為佳。 

3)良好廣東話溝通能力。 

 

藝術家角色 

1) 講解、示範製作技巧 

2) 分享傳統工藝學徒經驗、行業

前景 

3) 協助學生完成自創劇 

視藝科教師角色 

1) 於初中視藝科課堂教授動畫歷史

及創作技巧 

2) 皮影製作技巧教學部份為協教

者，參與批核劇本內容。 

3) 協助學生皮影設計、場景後期製

作及打印 

4) 準備場地及物料 

5) 行政工作： 擬定計劃方針、召開

會議、導師及學生出席、出通告、 

記錄及跟進學習成果 

6)統籌學生演出 

7) 聯絡攝錄 

 

音樂科教師角色 

1)於初中音樂科課堂教授作曲，及提

供配樂意見。 

師承培道絕藝相

傳計劃 II-III 

校友導師 

1) 本校校友 

2) 大專學歷或以上 

3) 於學界或業界賽事、展覽獲得

殊榮 / 曾接受傳媒報導 / 專業

業內培訓及實習 

4) 該藝術項目有文化保育價值 / 

有助跨媒介創作 

5) 有教學經驗優先 

6)  

校友導師角色 

1) 講解、示範製作技巧 

2) 分享創作心得 

視藝科教師角色 

1) 協教者及審批學生設計 

2) 準備場地及物料 

3) 行政工作： 擬定計劃方針、召開

會議、導師及學生出席、出通告、 

記錄及跟進學習成果 

4)統籌學生展覽 / 演出 

5) 聯絡攝錄 

 

音樂科教師角色 

1)統籌晚裝匯演（音樂、燈光） 

2)統籌校內管弦樂團聯合演出 

 

 

 

 

 

 

 

 

 

 

 

 

 

 

 



 

 

 

2.8 財政預算 

已獲批撥款總額：HK＄387,600 

開支類別 開支細額的詳情 理據 

開支細項 金額 

a.服務 1) 長衫師父/ 導師 

   30 小時 x $1400 時薪 x1 年 

 

2) 皮影師父/ 導師 

    40 小時 x $500 時薪 x2 年 

 

3) 藝術／設計校友導師 

   40 小時 x $400 時薪 x2 年 

HK$ 42000 

 

 

 

HK$ 40000 

 

 

HK$ 32000 

-------------------- 

HK$ 114000 

(如超出金額,餘數由

校方支付) 

專門知識及技能需

向外聘請 

 

導師的資歷、經驗

要求已於上文提及 

b.一般開支 1. 雜項費用： 

    文件印刷及其他雜項 

2. 時裝匯演及皮影錄影費、 

    剪接費 x 2 年次 

3. 核數費 

HK$ 8600 

 

HK$ 30000 

 

HK$ 5000 

-------------------- 

HK$ 43600 

活動必須支出 

c.工程 拆卸已老化及損毀之燈糟、 

重新舖線及安裝三條 LED 燈糟及

燈系統 
 

本校確保計劃不涉及任何建築物
結構性改動工程 

HK$ 230000  

(如超出金額,餘數由

校方支付) 

  

現時禮堂舞台燈系

統已老化(光度不

足)及損毀，為配合

旗袍匯演及晚裝，

必需購置 LED 燈

糟。 

撥款總額：HK＄387,600 

 

 

 

 

 

 

 

 

 

 

 

3. 計劃的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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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成果 時裝匯演、皮影表演影片 ／工筆畫作品精選 (每年 8 月下旬) 於校網發佈 

3.2 評鑑 觀察、評估參與課後研習班同學的表現：包括活動出席率、教師評估及個

人反思等了解本計劃的成效。 

 

成功指標： 

1)學生出席率（達 80%） 

2)每位學生能製作及擁有一件屬於自己的旗袍 ( 京派 / 海派 ) 

（五位最佳表現者方能上台公演） 

3)學生能創作出皮影劇目及成功公演 

4)每位學生能製作及擁有一件屬於自己的晚裝 

（五位最佳表現者方能上台公演） 

5)每位學生能畫出不少於一張工筆小品，並於展覽展出 

6)每位參與者需填寫工藝傳承學生自我評估、工藝創作技巧學生自我評估，

認同工藝傳承教學理念及工藝創作技巧提升（達 80%） 

 

3.3 計劃的可持續發展 / 學校發展的正面 

教師方面： 

工藝傳承教學及跨科協作理念獲得肯定。 

 

學生方面： 

學生能自主創作，提升學生的參與感、成就感及歸屬感，成為推動藝術文化的新力軍，

增強其使命感。校友成為工作坊導師，推動學校藝術文化，為學妹作模範榜樣，加強學

生對學校歸屬感。 

 

學校方面： 

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潛能。 

射燈系統有助日後其他演出。 

 

3.4 推廣 

皮影、旗袍及工筆畫 學校校網分享演出及佳作 

 

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1/6/2019 – 30/11/2019 

31/12/2019 中期財政報告 

1/6/2019 – 30/11/2019 

31/12/2019 

計劃進度報告 

1/12/2019 – 31/5/2020 

30/6/2020 中期財政報告 

1/9/2019 – 29/2/2020 

30/6/2020 

計劃進度報告 

1/6/2020 – 30/11/2020 

31/12/2020 中期財政報告 

1/6/2020 – 30/11/2020 

31/12/2020 

計劃進度報告 

1/12/2020 – 31/5/2021 

30/6/2021 中期財政報告 

1/12/2020 – 31/5/2021 

30/6/2021 



 

 

計劃總結報告 

1/06/2019 – 31/8/2021 

30/11/2021 總結財政報告 

1/06/2021 – 31/8/2021 

30/11/2021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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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班課程大綱 

 

主題﹕工筆花鳥 

學生年級﹕中二至中五 

日期﹕ 

時間﹕2 小時 

總課節﹕20 堂 

 

課程簡介﹕ 

中國繪畫歷史悠久，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各式各樣的體裁形式，基本可分為「工筆」和「寫意」。本課

程主要透過工筆花鳥的研習，舉一反三為工筆畫的創作建立良好基礎。授課內容包括工筆相關的工具材料、

筆墨技巧和設色方法等。題材包括植物、鳥類、走獸等。 

 

學習目的﹕ 

1. 認識中國傳統國畫媒介 

2. 學生可掌握中國繪畫的技術 

3. 以中國繪畫媒介進行創作 
 

教材及教具﹕ 

 墨 

 毛筆﹕ 

勾線筆 – 紅毛、狼圭、紅豆、蓮月、七十山毫、清和面相 

染色筆 – 白雲、著色、彩色 

 宣紙（熟宣）﹕雲母、蟬衣、清水 

 顏料﹕花青、藤黃、赭石、洋紅、胭脂、石綠、石青、白粉 

 牛油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