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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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故事，學國史》 

 

計劃編號 : 

2018/0687 

 

機構名稱 :  _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直接受惠對象  

項目 直接受惠對象 間接受惠對象 延伸受惠對象 

講故事學國史：先導期 11間學校，約 8,000

名學生 

11間學校，約 500

名教師 

教育界人士可以免

費上網取閱國史教

育中心教材庫的教

材 

講故事學國史：執行期 40間學校，約 20,000

名學生 

40間學校，約 2,000

名教師 

 

計劃時期 :09/2019至12/2020 

 

1.  計劃需要  

 錢穆(1966，頁1)曾說：「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

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

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錢穆大師對中國歷史的評價，絕非自褒自獎，實有根有據。可惜錢

穆(1966，頁1-2)亦說：「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之國家……歷史知識，貴能鑒古知

今……人欲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古而知今之任也。」  

錢大師言猶在耳，到五十多年後，中史科才於2017年施政報告中，宣佈中史科為初中必修科，而

小學常識科課程亦相對調適。因此，本計劃「講故事，學歷史」施行於小學，就是讓歷史知識的種籽，埋

藏於小學的泥土裡，以待中學發芽成長。 

1.1 計劃目標  

1.1.1透過「講故事，學歷史」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和文化。 

1.1.2透過「講故事，學歷史」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1.1.3透過「講故事，學歷史」的教學模式，強化國民身份認同。 

 

1.2 創新元素 

 本計劃是以「講故事，學國史」模式進行。優點是： 

1.2.1呼應《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17)的課程宗旨： 

 ＊保持健康的個人發展，成為充滿自信、理性和富責任感的公民。 

 ＊認識自己在家庭和社會所擔當的角色及應履行的責任，並關注共同的福祉。 

 ＊培養對國民身份認同感，並致力貢獻國家和世界。 

 ＊培養對自然及科技世界的興趣和好奇心，了解科學與科技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關心及愛護周遭的環境，實踐綠色生活。 

1.2.2配合《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  

 根據《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所提示應均衡地涵蓋的六個學習範疇。學校應在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的

 學習範疇中，讓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和文化。 

1.2.3符合時間效益： 

 講座30-35分鐘的時間，讓全校學生同一時間受惠，達到計劃的目標。 

1.2.4不影響參與學校日常運作： 

 每學年到訪參與學校兩次或以上，干擾學校的正常運作減至最低，從而達到計劃的目標。 

1.2.5建立本計劃的教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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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積累每一次講座的教材，存於本中心網頁的教材庫，供教育界免費使用。 

1.3計劃如何配合校本 / 學生的需要 

 

1.3.1學校自選活動時間：香港每所小學每學年皆有約52個星期，扣除90天的假期，每個學期大約有18-20個星

期的上學日。而每一所小學絕大多數每星期或每個循環周，都編排一節的周會。本計劃就是讓參與學校自行

因應學校及學生的需要，選擇某一個周會，或是某一個日期、時間、地點、主題，申請「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調派「講故事專員」，蒞校進行「講故事，學國史」。 

 

1.3.2善用課餘時間，學生上本計劃網頁完成工作紙：參與學校的學生出席本計劃的「講故事，學國史」的活

動後，可以自行上本中心網頁，完成特定的工作紙，以上載形式交本中心。 

 

1.3.3實地考察：本中心設一委員會，根據學生的工作紙及專題研習兩個項目，選出優秀學生，參加本計劃所

主辦的「境外交流」，以配合 《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所說的擴闊學生視野，讓學生親身了解中國歷史與文

化。 

 

2.  計劃可行性  

2.1計劃的主要理念/依據： 

 「學國史」是本計劃書的目的，「講故事」是一種手段，從而達到本計劃書的目的。 

2.1.1學國史鑒古而知今： 

 就是增添小學生中國歷史知識，本計劃書所說的國史，基於「國史教育中心(香港)」對國史的十點看

 法： 

  ＊印證國家歷史發展與文化傳承。 

 ＊持守對民族摶成和融洽的溫情與敬意。 

 ＊推動國家民族發展的動力來源。 

 ＊愛國愛民之所繫。 

 ＊強化國民的群己觀念。 

 ＊培育國民身份認同。 

 ＊貴古重今，古智今用，提升國民的人文質素。 

 ＊不黨、不私、不買、不賣、不盲。 

 ＊沒有避諱議題的探索。 

 ＊促成過去與現在無休上的對話，啟導向前。 

 

2.1.2講故事帶出教學重點： 

 

 本計劃書所說的故事聚焦於1911年前中國的歷史人物，從而帶出故事主人翁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國文化、

地理和科學等領域的發展。配合小學常識科的目的，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社會、國家和世界；探究與科學、

科技及社會相關的課題和事件；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Engle (1996/1997，3)認為：「講故事也許是人類最有威力的方法來組織經驗。」李輝(2007，頁79)對講 故

事有另一個意見：「透過故事，我們學會組織並把日常經歷『說出來』，這樣我們便能把自己的智慧、歷史和

文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正因為講故事是如此具威力，所以本計劃的「講故事專員」便以講故事的手段，

將中國1911年前的歷史人物，以「講故事」的模式，娓娓道來。學生其樂融融的聽故事。 

 

2.1.3講故事──中國1911年前的歷史人物 

 本計劃所選取的中國1911年前的歷史人物，皆由「顧問委員會」作出專業的挑選。其準則以歷史人物對中

國文化貢獻的故事，愛國的故事、古代科學家的故事為主。故事資料多選自：《漫畫中國歷史故事(一至六冊)》

(高敏，2004)。故事主題以下表為例。並附歷史人物張騫的故事，以說明故事如何促進學生學習歷史背景、中

國文化、及相關的地理及科學知識。(故事舉隅見附件1、工作紙見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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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人物 歷史和

文化 

正面的價值觀

和積極的態度 

國民身

份認同 

歷史事件 歷史和

文化 

正面的價值觀

和積極的態度 

國民身份

認同 

林則徐 ※ ※ ※ 鴉片戰爭 ※  ※ 

孫中山 ※ ※ ※ 甲午之戰 ※  ※ 

鄧世昌 ※ ※ ※ 絲綢之路 ※  ※ 

蘇武 ※ ※  百日維新 ※  ※ 

左光斗 ※ ※  馬關條約 ※  ※ 

李時珍 ※ ※  望廈條約 ※  ※ 

  

2.2申請團體對推行計劃的準備程度/能力/經驗/條件/設施 

2.2.1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於2018 年7 月6 日正式成立，當天由政務司司長 、中聯辦副主任 擔

 任主禮嘉賓。 

2.2.2本會致力賡續中華歷史文化的傳承，建構國民身份認同；並努力提倡研習國史之風氣，讓香港年青一代

 鑑古知今，明辨是非，熱愛國家民族；並與香港年青的老師及學生，分享安身立命之道，進而涵養香港

 情懷，培育家國觀念，開拓國際視野。 

2.2.3本會專業與實踐並重，積極聯繫有志推動國史、國學、國情的香港民間組織及機構，構築互動平台，互

 相協作，群策群力，傳承中國歷史文化。現已得到文教界人士廣泛支持，本會的榮譽顧問及顧問，包

 括： 

   

   

   

   

   

   

   

   

   

   

   

   

   

   

   

  

 

2.2.4本會管理委員會 

  本會有廣闊網絡取得大學講師，中、小學前線同工的支持及參與；並邀請學者、專業人士及具前線

 經驗之校長及副校長組成管理委員會  

   

   

   

   

   

 

   

   

   

   

   

 

2.2.5本會計劃舉辦不同講座、交流團、年度歷史人物選舉等活動，旨在向青少年、老師及公眾傳承國史教

 育，培育社會各界的國民身份認同和強化國民群己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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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管理計劃者的經驗、專業知識及能力 

 籌組高度專業及執行力強的「計劃工作團隊」，開展各項工作。「計劃工作團隊」有兩方面的專才：一

 是行政事務；二是活動事務。 

 

 a.行政事務 

  (1)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行政總監，本計劃的統籌監督。  

      

      

      

 

  (2)聘請行政主任：大學學位。具行政及籌辦營運「優質教育基金」資助計劃經驗，熟悉香港小學教 

     育。專職本計劃籌劃及執行等行政工作，或擔當「活動促進員」工作。 

 

  (3)聘請助理文書主任：大學學位。專職本計劃文書、聯絡、簿記、活動促進員及特別委任的工作。 

 

 b.活動事務 

  (1)聘請「講故事專員」：大學學位/學者。專職擬寫講稿，工作紙及講故事。 

 (2)「活動促進員」：大學學位。臨場協助「講故事專員」及引導學生投入活動事宜。 

  

2.3校長和教師的參與程度及其角色 

 參與本計劃先導期的小學： 

 

 學校 校長 教師人數 學生人數 

1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51 

11間學校學生人數

約8,000人 

2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52 

3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51 

4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55 

5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56 

6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61 

7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64 

8 保良局志豪小學 57 

9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小學 45 

10 香港朝陽小學  56 

11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58 

 

2.4推行時間表  

 

本計劃分四期：準備期(3個月)、先導期(5個月)、執行期(7個月)及完結期(1個月)。整個計劃所需時

間為16個月。準備期是本計劃獲得批准後，「國史教育中心」便開始一系列籌備工作，如招聘工作團

隊，國史故事的篩選，聯絡本港小學，並開展宣傳工作，使更多學校參與本計劃。行政主任需逐間

學校上門推展。先導期是上述11間學校答允參與本計劃，而本計劃工作團隊，會依計劃進行講故事，

學國史的活動，事後會由學生及教師填寫問卷，又或口頭給予寶貴意見。執行期：本計劃工作團隊

參考先導期評鑑的意見，吸收先導期成敗的經驗，將活動辦得更好，不會重蹈覆轍。每一次的出勤，

工作團隊會務求盡力把活動做好。完結期：工作團隊會根據評鑑資料，擬寫詳盡的報告書呈交優質

教育基金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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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假設計劃書獲批

日期：09/2019)  

推行時期(月份/年份) 計劃活動 

準備期  

(3個月：  

09-11/2019) 

09/2019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負責籌備、招聘職員、講故事專員

等事宜。  

09-11/2019 聯絡參與本計劃的學校，約定講故事的日期、時間、地

點  

09-11/2019 本計劃設有三類活動：  

1.講故事，學國史：  

2.專題研習：1911年前的中國歷史人物(題目由國史教

育中心擬定)；  

3.實地考察 /境外交流。  

先導期  

(5個月：  

12/2019-04/2020) 

12/2019- 

04/2020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依據上述11間參與學校的意願，按其

所要求派員到該校進行「講故事，學國史」的活動。整個活

動以學生獲益，增添國史知識為主，配合本計劃目的；不加

重參與學校教師的工作量為原則。 

1.講故事專員、活動促進員蒞校講故事，活動完畢，學

生及教師需要填寫「評估問卷」，讓本計劃更近完善。

(12/2019-04/2020)  

2.學生可以自行透過上網，到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網頁，

完成工作紙，目的是使學生參與聽故事活動後，能夠鞏固所

聽所聞的歷史資籵，並延伸加以反思。本計劃工作人員會跟

進完成工作紙的學生，網上回應，並予以作鼓勵。
(12/2019-04/2020)  

3.本計劃舉辦專題研習比賽──一位中國歷史人物(由

國史教育中心擬題)。參賽者必須為本港小五或小六學

生。本計劃為這個專題研習比賽，在「國史教育中心」

網頁設特別專欄 ，提供「推薦書

目及網頁」，輔助小學生取得恰當的資料，以支援學生

進行相關專題學習；並設「解答園地」，由本計劃工作

人員於網上解答參賽者的問題。本比賽設有甲等獎(15

名)、乙等獎(20名)。得獎作品放於國史教育中心教材

庫，供教育界或市民自行上網取閱。(03/2020)(評估準

則見附件3) 

4.本計劃舉辦「實地考察或境外交流」活動(免全費或

半費)，以獎勵專題研習比賽的獲獎學生。(04/2020)  

5.活動檢討。(04/2020)  

6.本計劃向全港537所的小學，發信邀請，讓本計劃的

講故事專員及活動促進員蒞校進行講故事活動。  

7.編排蒞校時間表。  

執行期  

(7個月：  

05-11/2020) 

05-11/2020 1.講故事專員、活動促進員蒞校講故事，活動完畢，學

生及教師需要填寫「評估問卷」，讓本計劃更近完善。
(05-11/2020)  

2.學生可以自行透過上網，到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網頁，

完成工作紙，目的是使學生參與聽故事活動後，能夠鞏固所

聽所聞的歷史資籵，並延伸加以反思。本計劃工作人員會跟

進完成工作紙的學生，網上回應，並予以作鼓勵。
(05-10/2020)  

3.本計劃舉辦專題研習比賽──一位中國歷史人物(由

國史教育中心擬題)。參賽者必須為本港小五或小六學

生。本計劃為這個專題研習比賽，在「國史教育中心」

網頁設特別專欄， 提供「推薦書

目及網頁」，輔助小學生取得恰當的資料，以支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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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假設計劃書獲批

日期：09/2019)  

推行時期(月份/年份) 計劃活動 

進行相關專題學習；並設「解答園地」，由本計劃工作

人員於網上解答參賽者的問題。本比賽設有甲等獎(15

名)、乙等獎(20名)。得獎作品放於國史教育中心教材

庫，供教育界或市民自行上網取閱。(09/2020)  (評估準

則見附件3) 

4.本計劃舉辦「實地考察或境外交流」活動(免全費或

半費)，以獎勵專題研習比賽的獲獎學生。(10/2020)  

5.活動檢討。(11/2020)  

完結期  

(1個月：  

12/2020)  

12/2020 報告書交優質教育基金  

 

 

2.5計劃活動的詳情(請刪去下列(a)-(f)任何不適用的項目。)  

a.  學生活動  (如適用)  

活動名稱 內容 

(包括：主題、推行策略 / 模式、目標
受惠對象及其挑選準則等) 

 

節數及每

節所需時

間 

參與教師及/或受聘

人員 

(包括：角色、講者 / 

導師的資歷及經驗
要求等)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1 講故事，學國史 35分鐘 1.參與學校教師只

需維持秩序。 

2.講故事專員需持

有大學學士以上學

歷，曾受演講訓練則

優先取錄。 

3.活動促進員需持

有大學學士以上學

歷，曾受活動訓練則

優先取錄。 

1.增添國史知識； 

2.認識中國歷史和文

化； 

3.學生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4.強化情意發展和國

民身份認同。 

活動2 完成網上工作紙 15分鐘 本計劃工作團隊 1.增添國史知識； 

2.認識中國歷史和文

化； 

3.學生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4.強化情意發展和國

民身份認同。 

活動3 專題研習比賽(參賽者必須為本港小

五或小六學生) 

a. 先導期舉辦一次(03/2020) 

 

b. 執行期舉辦一次(09/2020) 

30日 評選委員會由國史

教育中心顧問組成。 

1.增添國史知識； 

2.認識中國歷史和文

化； 

3.作品存於國史教育

中心的教材庫，供教

育界或市民參閱； 

4.提升八種共通能

力。 

5.學生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6.強化情意發展和國

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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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4 「實地考察或境外交流」活動：  

a. 虎門2日1夜之旅(05/2020) 

實地考察：虎門炮台(鴉片戰爭)；虎門

林則徐紀念館(林則徐故事) 

b.虎門2日1夜之旅(11/2020) 

實地考察：虎門炮台(鴉片戰爭)；虎門

林則徐紀念館(林則徐故事) 

c. 澳門1天之旅(04/2020) 

實地考察：澳門林則徐紀念館(林則徐

故事)；簽訂望廈條約地點(望廈條

約)；國父紀念館(孫中山故事) 

備註：如ａ及ｂ項考察地點需要改

動，可以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中山）

作後備地點 

 本計劃工作團隊 1.增添國史知識； 

2.認識中國歷史和文

化； 

3.學生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4.強化情意發展和國

民身份認同。 

 

b.  教師培訓  (如適用)  

活動名

稱 

內容 

(包括：主題、推行策略 / 模式、目
標受惠對象及其挑選準則等) 

 

節數及每節

所需時間 

受聘人員 

(包括：角色、講者 

/ 導師的資歷及經
驗要求等)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1 講故事專員培訓 

由國史教育中心邀請專家主講各

主題重點(歷史背景、中國文化、

相關地理或科學知識、愛國情操)

及說話技巧 (正確發音、語句易

明、明朗幽默) 

60分鐘 角色：培訓「講故

事專員」 

資歷：大學講師/

學者/藝人/資深中

史教師。 

經驗：5年或以上國

史教育經驗。 

 

培訓後能成為一位出色

的「說書人」。 

活動2 活動促進員培訓 

由國史教育中心邀請專家主講各

主題重點(歷史背景、中國文化、

相關地理或科學知識、愛國情操及

說話技巧 (正確發音、語句易明、

明朗幽默)。活動促進員尤須懂得

如何營造氣氛、與學生互動、懂得

在適當時候向講故事專員發問，從

而引起學生聽故事動機和投入活

動。 

60分鐘 角色：培訓「活動

促進員」 

資歷：大學講師/

學者/藝人/資深中

史教師。 

經驗：5年或以上國

史教育經驗。 

培訓後能成為一位出色

的「活動促進員」，引起

學生學習動機及提升會

場的氣氛。 

 

2.6財政預算  

申請撥款總額:HK$1,133,500 

開支類別* 

開支細項的詳情 理據 

(請提供每項開支細項的理據，包
括所聘請人員的資歷及經驗要求) 

開支細項 金額 (HK$) 

a. 員工開支 

(行政主任) 

16個月X$30,165X1.05(MPF) $506,640 

大學學位。具行政及籌辦營運「優

質教育基金」資助計劃經驗，熟

悉香港小學教育。專職本計劃籌

劃及執行等行政工作，或擔當「活

動促進員」工作。 

a. 員工開支 

(助理文書主任) 16個月X$14,500X1.05(MPF) $243,600 

大學學位。具文書、聯絡、簿記

經驗。專職本計劃文書、聯絡、

簿記、活動促進員及特別委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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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b. 服務 
100小時(每一次講教事活動以2小時

計)X$1,000 
$100,000 

大學講師/學者/藝人/資深中史教

師。負責講故事。 

c.其他設備 

購買網頁/手機應用程式 $50,000 
根據資助學校採購程序，進行報

價程序(最少兩個口頭報價)。 

d. 一般開支 

 

1. 雜項(影印、紙張、文具、招聘廣告、

車費及其他有關本計劃的費用)：
$10,010 

2. 核數費：$15,000 

$25,010  

3.境外交流 

1.虎門2日1夜之旅(05/2020)：學生35

人;教師5人，(每人團費：$2,000) 

共$80,000 

2.虎門2日1夜之旅(11/2020)：學生35

人;教師5人，(每人團費：$2,000) 

共$80,000 

3.澳門1天之旅(04/2020)：學生70人;

教師10人，(每人團費：$500) 

共$40,000 

備註：如1及2項考察地點需要改動，

可以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中山）作後

備地點 

$200,000  

e.應急費用  $8,250  

申請撥款總額  (HK$) :  1,133,500  

*  

(i )  在訂定預算時，申請人應參閱基金的價格標準。員工的招聘和貨品及服務的採購必須以公開、公
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申請人可刪除不適用的開支類別。  

(i i)  如計劃涉及學校改善工程，可預留一筆不超過總工程費百分之十的應急費用。  

(i i i)為期超過一年的計劃，可預留應急費用，但一般不應超過扣除員工開支及總工程費(包括工程的
應急費用)後的總預算額的百分之三。  

(iv)申請人須按參與學生的社會及經濟條件，資助學生參與相關學習團的費用。申請人必須遵照協議
書有關發放資助予社會經濟條件欠佳的學生參與此活動的安排。  

(v)申請人須確保計劃參與者的安全並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以及遵守教育局《戶外活動指引》、《境
外遊學活動指引》和其他相關的安全守則。  

 

3.  計劃的預期成果  

 

3.1 成品 / 成果 學與教資源﹕故事教材；專題研習報告。 教材套 

電子成品*(請列明) 

其他(請列明)本中心教材庫供教育界免費瀏覽及取用。 

 

*如申請人計劃將電子成品上載於香港教育城，可致電 2624 1000與香港教育
城聯絡。 

3.2 計劃對優質教育 / 學校發

展的正面影響 

1.透過「講故事，學歷史」的教學模式，小學常識科的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

文化學學習範疇中，加強讓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和文化。 

2透過「講故事，學歷史」的教學模式，小學常識科可以讓學生建立正面的

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強化情意發展和國民身份認同。 

3透過本計劃，能活化國史教材、分享共學，充實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的

教材庫，推廣國史教育，以供本港教育界免費使用。 

http://qef.org.hk/tc_chi/application_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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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評鑑  

 本計劃的評鑑分兩方面，量的評鑑與質的評鑑。量的評鑑有問卷調查，質的評鑑有訪談，務求因

應評鑑的數據及意見，力求完善。  

 

本計劃目標  評估策略  成功準則  

1.透過「講故事，學歷史」的教學模式，

讓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和文化。 

※教師問卷調查(參與活動教師)  70%填寫問卷者認同  

2.透過「講故事，學歷史」的教學模式，

讓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

度。 

※學生問卷調查  

※教師問卷調查  

※訪問參與本計劃活動的教師  

70%填寫問卷者認同  

3.透過「講故事，學歷史」的教學模式，

強化國民身份認同。 

※學生問卷調查  

※教師問卷調查  

※訪問參與本計劃活動的教師  

70%填寫問卷者認同  

 

********************************************************************************************* 

如申請撥款總額超過  $200,000，請完成第 3.4 及 3.5 部份。  

 

3.4計劃的可持續發展  

 

3.4.1「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繼續舉辦有關國史教育的講座。  

3.4.2豐富「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的教材庫，供教育界免費借用。  

3.4.3可繼續舉辦「講故事，學國史」的活動。  

 

 

3.5推廣  

 

3.5.1 嘗試建立學習圈，促進對學國史的交流。  

3.5.2 舉辦「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教材庫(講故事，學國史)推廣講座。  

3.5.3 舉辦「講故事，學國史」專題研習分享會，由學生自行講解參賽作品。  

 

4.  資產運用計劃  

類別  項目  數量  數額  建議的調配計劃  

設備  網頁/手機應用程式 1 $50,000 計劃完成後，申請機構會繼續使

用以推廣其他學習活動  

 

5.  遞交報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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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9/2019 -29/02/2020 

31/3/2020 中期財政報告  

01/09/2019 -29/02/2020 

31/3/2020 

計劃進度報告  

01/03/2020 - 31/08/2020 

30/9/2020 中期財政報告  

01/03/2020 - 31/08/2020 

30/9/2020 

計劃總結報告  

01/09/2019-31/12/2020 

31/3/2021 財政總結報告  

01/09/2020-31/12/2020 

31/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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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講故事  學國史」 2018/0687 

故事內容舉隅 

年級 小五或小六 

主題 張騫通西域 

內容描述 1. 張騫通西域故事歷史背景 

2. 張騫通西域故事經過 

3. 張騫通西域的路線 

4. 張騫通西域的影響 

學習成果 1.  學生認識歷史背景 

2.  學生認識中國文化 

3.  學生認識相關的地理或科學知識 

4.  學生認識到張騫的忠心愛國的情操 

時間 30-35 分鐘 

教學資源或教具 1.   PPT 

2.   工作紙 

故事內容 

1. 張騫通西域故事

歷史背景 

 

漢初，中國有一個強大而驍勇善戰的遊牧民族──匈奴，威脅中原，當時

匈奴的國王，時常率領騎兵，掠奪邊陲的漢人。漢高祖(劉邦)曾親領三十二萬

大軍征剿匈奴，不幸被匈奴圍困白登七天(山西大同)，後用計賄賂匈奴國王的

夫人，得以解圍，自此，高祖不再對匈奴用兵。漢室乃採和親政策，以制匈奴。

但匈奴仍不時騎兵入侵，深入甘泉，直逼長安。漢武帝劉徹登上皇位後，知道

有一個強大的遊牧民族，叫大月氏，匈奴人曾將大月氏的國王殺死。於是，公

元前 138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目的是與大月氏聯手對付匈奴。 

2. 張騫通西域故事

經過 

 

漢武帝公開招募出使西域的人才，張騫應徵成功。西域是指葱嶺(帕米爾

高原)以西的中亞世亞、西亞、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即包括現在的阿富

汗、伊朗、烏茲別克至地中海、東歐與南歐等地方。張騫於是率領一百多人出

使西域，被匈奴人擒獲，軟禁十多年。他不辱君命，持漢節不失，心繫漢室。

有一天，張騫盜馬抵大宛，然後終於到達大月氏，可惜大月氏國王已無心復仇，

安享現狀，張騫游說不成功，返中原，不幸途中又被匈奴捕獲，囚禁兩年，他

趁匈奴內亂而能脫險，經十三年後逃回中原。 

公元前 119年，張騫向漢武帝提議與烏孫人結盟，對抗匈奴。於是，張騫

帶領三百多人並絲綢金幣再出使西域，可惜烏孫人不敢得罪匈奴，婉拒張騫。

但派使者回禮到漢。於是，漢使團出使西域諸國，傳諭漢朝威德，西域諸國亦

派使者來中原回禮，漢朝與西域諸國的文化及貿易由此而興起。第二次的出

使，開啟了「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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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騫通西域的路

線 

 

張騫開拓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天山南路與天山北路兩道路。 

取自：https://www.ychlpyss.edu.hk/~chist/image/form4-5/05-05/13.ppt 

 

 

4. 張騫通西域的影

響 

張騫和來華使者打開了漢朝與西域、中亞、西亞的貿易的交往，文化的交流，

開啟「絲綢之路」。就如司馬遷所說張騫出使西域是「鑿空西域」。梁啟超也

讚張騫：「堅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開幕第一人。」 

4.1 經濟方面：中國絲綢、漆器、鐵器銷西方；西域良馬、寶石、香料、葡萄

等傳入中國。 

4.2 藝術方面：遠至羅馬、波斯(伊朗)’西域等地的音樂、建築，繪畫等傳入中

國。 

4.3 宗教方面：西漢末年從佛教傳入中國。 

4.4 科學方面：冶鐵、穿井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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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講故事  學國史」 2018/0687 

工作紙《張騫通西域》 

各位同學，剛聽完張騫出使西域的故事後，請圈出正確答案，完成本工作紙，然後交給老師。 

1.  張騫通西域，發生在中國甚麼朝代？ 

 A. 夏    B. 商    C. 周    D. 漢 

 

2. 當時有一個遊牧民族，時常干擾西部邊境，漢高祖親率大軍征戰，這個遊牧民族是甚麼？ 

 A. 匈奴    B. 大月氏    C. 大宛    D. 烏孫     

 

3. 公元前 138年，是那一位皇帝派張騫出使西域？ 

 A. 漢高祖    B. 漢武帝    C. 漢文帝    D. 漢景帝 

 

4.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被匈奴軟禁，時隔多少年才回中原？ 

 A. 10 年   B. 11年    C. 12 年   D. 13年 

 

5. 從那一方面顯示張騫不辱君命，持漢節不失，是一個愛國之人？ 

 A. 答應當時的皇帝出使西域。 

B.  逃離被軟禁的地方。 

C.  逃離被軟禁的地方，仍然往大月氏完成遊說工作。 

D. 遊說烏孫人。 

 

6. 張騫出使西域，開啟了： 

A. 綢絲之路   B. 一帶一路    C. 水上絲綢之路   D. 絲綢之路 

 

7. 張騫通西域，對那方面有重大影響？(可選超過一個答案) 

A. 經濟方面   B. 藝術方面    C. 宗教方面   D. 科學方面 

答案：1. D    2. A    3. B    4. 13    5.C    6.D    7.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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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講故事  學國史」 2018/0687 

 

專題研習比賽計劃書 

 

1. 專題研習比賽──一位中國歷史人物 (由國史教育中心擬題)。  

2. 日期：2020 年 3 月(確實日期未定 )  

3. 參賽者：必須為本港小五或小六學生  

4. 獎勵：設有甲等獎(15 名)、乙等獎(20 名)。(得獎作品放於國史教育中心教材庫，供教育界

或市民自行上網取閱。  

5. 評核準則  

    5.1 參賽者所交專題研習比賽作品，經第一輪評選入圍後，必須參與面試及向評審員報告

作品內容。  

    5.2 評審員必須根據下表的準則作評審工作，評估作品的等級。  

評分準則說明 

作品評分準則（40分） 甲等（8-10分） 乙等（7-5分） 丙等（1-4分） 

主題/選材（10分） 掌握題旨，對題目所

涉內容具深入的瞭

解和認識，報告賦有

歷史意義 

題旨具表面瞭解，對

題目所設內容有基本

認識，有效整理及重

組史料 

題旨瞭解不足，對題目所

涉內容認識貧乏 

內容組織（10分） 內容豐富，資料充

實，中心要點及脈絡

結構清晰 

內容切題及正確，但

中心要點及脈絡稍欠

清晰 

內容不足或不合題旨，偏

於空泛，無法突出要點 

史料運用（10分） 掌握較學術性的文

獻史料，忠於史實，

並能準確運用，進行

深入探討 

掌握準確的基本史

料，所引史料並無重

大缺漏 

史料運用不足，或夾雜眾

多史實錯誤或不相關的

資料 

文字表達/創意（10分） 文字報告：表達清

晰，條理分明 

多媒體形式：設計意

念富有創意 

文字報告：表達清楚，

但流於表面 

多媒體形式：設計意

念能配合主題 

文字報告：表達混亂難明 

多媒體形式：設計意念與

主題不符 

面試評分準則（60分） 上品（8-10分）/16-20

分 

中品（5-7分）/10-14

分 

下品（1-4分）/2-8分 

史學知識（10分） 博覽群書，熟悉史

事，對主題人物能有

掌握基本歷史知識，

對主體人物能有一般

對於相關歷史知識及主

題人物認識貧乏或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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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及全面的認識 認識 

思維分析（10分） 分析客觀，觀點獨

到，能有個人見解及

看法，內容有條不紊 

理解問題及重點，亦

能較清楚表達觀點 

理解及表達能力薄弱，思

維混亂 

說話技巧（10分） 語氣和藹，語速恰

當，回答簡潔易明 

語速稍欠偏快或慢，

偶有冷場，但尚能準

備回答問題 

支支吾吾或滔滔不絕，但

問非所答 

態度儀表（10分） 態度積極，談吐大方

得體 

態度誠懇，斯文有禮 態度差劣，漫不經心或粗

魯 

學生參與程度（20分） 學生積極參與及互

相合作，分工清晰有

序。 

學生能共同完成一份

完整作品，惟分工不

均，合作未夠。 

學生參與不足，作品多由

老師或其他人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