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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張靜嚳（1996）認為：「傳統教學若是一無是處，早就被淘汰。傳統教

學也非毫無缺失，否則不會讓很多教師和很多學生感到挫折和無助。」傳統教

學模式是，教師依教學進度把課本內容依序講解給全班學生聽，學生經由上課

專心聽講或練習，來熟習課本的知識內容。傳統教學模式在本澳仍是主流，因

為這種教學模式簡單方便，教師只要依進度把教材講解清楚就行了，也可直接

省掉學生探索的時間，並應付考試。 

然而，在現今科技日益發展的社會裏，這種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模式

已難以滿足學生學習的需要。黃晶（2018）認為傳統教學不利於調動學生學習

的積極性和創新思維，也影響教學效學的發揮。教學需要重視學生了解了多

少，而不是只關心教學進度；教學需要在意學生是否明白答案是怎樣來的，而

不是只在乎答案的正確性。 

本教案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題，利用網上教學平台 Kahoot設計五節的

常識課堂，讓學生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美，也通過創新的方法，增加學生的學

習動機，啟發學生思考如何傳承中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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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作品名稱 多元文化共融 人數 27 人 

實施年級 小三 總實施節數 5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6 月 9 日- 6 月 1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識 科目每周節數 4 節 

預計授課日期 

（年-月-日） 

節

數 

課

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20 年 6 月 9 日 1 

第六

課節 

中國的生活文

化及餐桌禮儀 

認識甚麼是文化。 

認識中國人的打招呼

的方式。 

認識中國人的飲食習

慣。 

40 

2020 年 6 月 10 日 1 
第一

課節 

中國的傳統節

日 

了解中國節日和傳統

文化的關係。 

認識農曆新年及相關

的慶祝活動 

40 

2020 年 6 月 11 日 1 
第二

課節 

中國的傳統藝

術 

認識中國畫及中國舞

的特色 
40 

2020 年 6 月 12 日 1 
第五

課節 

中國的傳統藝

術 

認識中國戲劇及中國

剪紙 
40 

2020 年 6 月 16 日 1 
第六

課節 

中國的傳統建

築 

認識中國傳統建築的

特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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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認識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 

2. 認識中國人的打招呼方式。 

3. 認識中國人的飲食習慣。 

4. 瞭解中國節日和傳統文化的關係。 

5. 認識中國傳統節日的慶祝活動。 

6. 認識中國的繪畫特色。 

7. 認識中國的傳統藝術。 

8. 認識中國舞蹈，瞭解中國舞蹈文化源遠流長。 

9. 認識中國的戲劇特色。 

10.認識中國傳統建築特色。 

11.認識文化的含義。 

12.對中國文化感興趣。 

13.認識中國民族文化豐富多樣，尊重不同的風俗習慣。 

二、主要內容 

1. 認識中國人的見面及餐桌禮儀。 

2. 認識中國的傳統節日及風俗習慣。 

3. 認識中國的傳統藝術。 

4. 認識中國的傳統建築。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利用 Kahoot進行教學，提高學生的投入程度，增加師生間的互動性。 

2. 讓學生利用小白板進行學習，表達自己的想法，同濟間互相幫助，共同建構 

新知識。 

3. 讓學生疫性期間拍攝影片，介紹中國的傳統節日，復課後在班上分享，訓練 

學生的表達能力。 

4. 課堂設計以培養學生多元智慧為目標，創造多種智能學習環境，跟據學生的 

特長，學習新的知識，使知識更深刻。 

5. 以學生為本，課堂設計融入美術、語文、資訊科技、書法的元素，讓學生感 

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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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重點 

1. 認識文化的含義。 

2. 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種類及其意義。 

3. 舉例說明中國文化源遠流長。(B-1-8) 

4. 對中國文化感興趣。(B-1-9) 

5. 認識中國民族文化豐富多樣，尊重不同的風俗習慣。(B-1-10) 

五、教學難點 

1. 瞭解文化背後的意義。 

2. 學習欣賞中國的傳統藝術。 

六、教學用具 

第一課節：藍色及紅色卡牌、教學影片、電腦、小白板。 

第二課節：顏色卡牌、教學影片、電腦、小白板。 

第三課節：顏色卡牌、教學影片、電腦、小白板。 

第四課節：顏色卡牌、教學影片、電腦、小白板、剪紙材料。 

第五課節：顏色卡牌、教學影片、電腦、小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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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中國傳統文化 人數 27人 

實施年級 三年級 總實施節數 5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6 月 9 日-6 月 1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識 科目每周節數 4 節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6 月 

9 日 

1 第一節：中國的生活

文化及餐桌禮儀 

1. 澳門常

識與生活 

1. 認識文化的含義。 

2. 認識中國的文化源 

    遠流長。 

3. 認識中國人的打招 

    呼方式。 

4. 認識中國人的飲食 

    習慣。 

5. 對中國文化感興 

    趣。 

B-1-8 

B-1-9 

B-1-10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一. 引入 

1. 提問：甚麼是文化？ 

2. 判斷：以下圖片屬於文化範疇嗎？ 

    (對的請舉藍色牌，錯的舉紅色牌。) 

  

  

 

小結：文化指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包括文學、藝術、習俗、價

值觀、生活方式等。本節課我們會學習中國的打招呼及飲食文化。 

 

二. 發展 

1. 活動一：摸仿以往中國人打招呼的方式。 

    師：中國人的生活文化是怎樣的？觀察以下圖畫，摸仿以往中國人打 

             招呼的方式。 

    生(閱讀)：中國文化根於「禮」，以往中國人見面禮，都會拱手，兩 

                        手相合表示敬意。 

      

藍色及紅

色卡牌、

教學影

片、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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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中國人打招呼的影片。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84GpJdpOFg 

 

     老師講解，學生模仿。 

     師：拱手禮在中國已有三千年的歷史。以前是由於軍人身穿戰甲，太 

             重，不便跪拜，所以用拱手禮代替。 

             古代時，拱手禮還有吉凶的分別。 

             吉事時(如結婚), 男生的右手應握拳在內, 左手在外； 

             女生則相反。 

             凶事時(如喪禮), 男生的左手應握拳在內, 右手在外； 

             女生則相反。  

      提問：我們平日會怎樣跟別人打招呼？ 

      生：點頭，握手。 

 

2. 活動二：觀察中國人的飲食習慣。 

    師：觀看圖片，討論中國人的飲食習慣。 

     
   邀請學生說一說。 

   小結：中國人的飲食習慣：以米飯為主要食糧； 

                                                   大家圍在一起，菜放在中間； 

                                                   利用筷子進食； 

                                                   有蒸、烤、燜、炸、炒等不同烹調方法。 

 

3. 活動三：情境判斷，認識中國人的用餐禮儀。 

    師：中國人的用餐禮儀是怎樣的？ 

    (對的請舉藍色牌，錯的舉紅色牌。) 

圖片 學生小結 

 

不可以用筷子敲打碗碟。 

 
 

不可翻弄食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84GpJdpO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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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夾近自己的食物。 

 

進食時要保持安靜。 

小結：中國是重視禮儀的國家。跟人碰面時會有禮貌地打招呼；用餐時

會注意餐桌禮儀。 

 

三. 總結 

1. 文化指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包括文學、藝術、習俗、價值 

    觀、生活方式等。 

2. 中國文化根於「禮」，以往中國人見面禮，都會拱手，兩手相合表示 

    敬意。 

3. 中國是重視禮儀的國家。跟人碰面時會有禮貌地打招呼；用餐時會注 

    意餐桌禮儀。 

作品名稱 中國傳統文化 人數 27 人 

實施年級 三年級 總實施節數 5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6 月 9 日-6 月 1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識 科目每周節數 4 節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6 月 

10 日 

1 第二節：中國的傳統

節日 

1. 澳門常

識與生活 

1. 瞭解中國節日和傳 

    統文化的關係。 

2. 認識中國傳統節日 

    的慶祝活動。 

3. 對中國文化感興 

    趣。 

B-1-8 

B-1-9 

B-1-10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一. 引入 

1. 提問：猜一猜，以下詩詞是形容中國哪些傳統節日的？ 

    （學生舉起紅、藍、黃、綠卡片作回答。） 

題目一：新年 

<<元日>>  王安石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題目二：清明節 

   <<清明>>  杜牧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顏色卡

牌、教學

影片、電

腦、小白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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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題目三：中秋節 

   《水調歌頭》 蘇軾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師：中國的傳統詩歌裏，描述了人們過傳統節日的情境，今天，我 

們來學習中國的傳統節日。 

 

二. 發展 

1. 活動一：讓學生利用小白板，繪畫自己知道的中國傳統節日，再作分 

享。 

2. 活動二：觀看同學在疫情時製作的影片，了解中國的傳統節日。 

    影片連結：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9CA5dFXdVy-

EUXtZTyzJisFXy4PI8b_/view?usp=sharing 

    師：通過觀看影片，同學們初步認識了中國傳統節日的習俗，現在讓 

我們邀請同學出來作詳細介紹。 

 

3. 活動三：學生報告，加深對中國傳統節日的認識。 

    元宵節：農曆新年的第一個月圓之夜，是祭月、賞月的日子，也象徵 

著春天的到來，這是傳統新春定義的最後一天。 

     清明節：通過清明節和重陽節學習到甚麼叫「慎終追遠」, 從而會更 

重視孝道。 

     端午節：紀念楚國詩人屈原的日子，許多盛行於世的端午習俗都有驅 

瘟避疫的成分。 

     中秋節：中華文化圈的重要傳統節日, 我們通過中秋節學習到重視家 

庭。 

     春節：即農曆新年，是一年之歲首是中國與華人地區及世界各地漢族 

社會過的傳統新年。 

     教師利用 Kahoot 提問學生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及春節 

時，人們有甚麼習俗，學生利用顏色卡進行回答。 

      
4. 活動四：教師講解各民族是怎樣過新年的。 

    蒙古族：新年即白節，亦稱「白月」。除夕時，蒙古族人都要吃「手 

把肉」 ，象徵闔家團圓。 

    藏族：新年在每年藏曆正月一日開始。年初一，家庭主婦要從河裏背 

「吉祥水」回家，並在茶几放上青苗、羊頭。初二，親友間會

互送哈達，拜年祝賀。 

    苗族：新年一般在每年收穫季節後舉行。晚輩會把 美味佳餚擺在火塘 

               邊的灶上祭祖，在牛鼻子上抹些酒，以酬謝牛辛勤地耕作了一 

年。 

 

5. 活動五：利用 Kahoot 認識各種新年食物的寓意。 

                    （學生舉起顏色卡進行回答。） 

    年糕：年糕是農曆新年一種必不能少的傳統食品，年糕與「年高」諧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9CA5dFXdVy-EUXtZTyzJisFXy4PI8b_/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9CA5dFXdVy-EUXtZTyzJisFXy4PI8b_/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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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有年年高陞的意思，象徵收入、職位或小孩子都一年比一 

年高。 

      瓜子：瓜子是中國過年時不可缺少的食物，幾乎一看到紅紅的瓜

子，就立即會聯想到農曆新年。瓜子有不同的製法和種類，

當中尤其是紅瓜子是新年最受歡迎的食品之一，也是有紅運

當頭之意。 

油角：油角取其諧音「有角」，取其「今年吃油角，來年露頭角之 

意。」，寓意即是指可以出人頭地，因其形狀很多人都認為 

可能是北方餃子的變種。 

      糖蓮子、糖冬瓜、糖蓮藕：糖蓮子有連生貴子之意，屬好意頭之

物。而糖冬瓜則有好頭好尾之意，指做

生意一年下來會好頭好尾。而糖蓮藕則

取其諧音，寓意「年年都有」。 

      笑口棗：賀年小食笑口棗又名「開口笑」，因為在炸笑口棗時，粉 

團自己會裂開，代表吃後全年笑口常開，是新春的好意頭 

食品。 

      煎堆：「煎堆碌碌，金銀滿屋。」廣東人製作煎堆由來已久，明末 

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已有記載「煎堆者，以糯粉為 

大小圓，入油煎之，以祭祀祖先及饋親友者也。」個個其色 

的煎堆，的確煞是吸引。 

三. 總結 

1. 學生完成小筆記： 

中國有很多傳統節日，不少節日反映了重視孝道和家庭的觀念。在眾 

多節日中，中國人十分重視新年。 

作品名稱 中國傳統文化 人數 27人 

實施年級 三年級 總實施節數 5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6 月 9 日-6 月 1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識 科目每周節數 4 節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6 月 

10 日 

1 第三節：中國的傳統

藝術 

1. 澳門常

識與生活 

1. 認識中國的繪畫特 

    色。 

2. 認識中國的傳統藝 

    術。 

3. 認識中國舞蹈，瞭 

    解中國舞蹈文化源 

    遠流長。 

4. 認識中國的戲劇特 

    色。 

B-1-8 

B-1-9 

B-1-10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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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入 

1. 提問：同學們，你們對中國的傳統藝術有甚麼認識，試畫在小白板 

上，再出來分享。 

    學生簡單分享。 

    師：相信同學們都接觸過中國的傳統藝術，這兩節課我們會來欣賞中 

國的傳統藝術。 

二. 發展 

1. 活動一：欣賞中國的書法及水墨畫。 

師：以下我們來欣賞一下中國的書畫。 

    教師展示中國的書法及水墨畫，讓同學欣賞。 

    師：同學們，中國畫有甚麼特色？ 

    生：中國畫以大自然為主題，以水墨作為顏料。 

    生：構圖大多留有空白，而且往往會有題字和印章。 

 

2. 活動二：觀看影片，模仿中國的各種舞蹈。 

    影片一：獅舞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vFIJe1DQk 

    同學模仿體驗，並認識獅舞和龍舞。 

    師：跳舞的人會扮成祥瑞的動物隨着鑼鼓聲舞動，獅和龍的色彩十分 

鮮豔。 

    影片二：蒙古舞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6j-xaPYdqM 

    同學模仿體驗，並認識蒙古舞。 

    師：蒙古舞融入了騎馬的動作，充分反映了蒙古人「馬背民族」這個 

文化特色。 

    影片三：苗族蘆笙歌舞。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vxRAFS_Y 

    同學們欣賞，並認識苗族舞蹈。 

    師：苗族人相信銀飾可辟邪納吉，故女舞者身上會佩帶很多漂亮的銀 

飾。 

 

3. 活動三：欣賞粵劇《盤絲洞》，認識中國的粵劇文化。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japEf_5nE 

    師：中國的粵劇有甚麼特色？ 

    生回答。 

    師：中國戲劇主要包括戲曲和話劇，戲曲是中國的傳統戲劇，話劇則 

是 20 世紀引進的西方戲劇形式。中國古典戲劇是中華民族文化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古希臘悲喜劇、印度梵劇並稱為世界三 

大古劇。 

戲曲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秦漢時代，但到宋元之際才成型。成 

熟的戲曲要從元雜劇算起，經歷明朝、清朝的不斷發展成熟而進 

入現代。現在有 360 多個劇種。 

中國古典戲曲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先後出現了宋元南戲、元代 

雜劇、明清傳奇、清代地方戲和近、現代戲曲等四種基本形式。 

教學影

片、電

腦、小白

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vFIJe1DQ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6j-xaPYdq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vxRAFS_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japEf_5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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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觀察以下三國時代人物的面譜，說一說面譜的特色。 

    生：畫上花臉的都是男性角色。 

生：五官和臉色很誇張，基本上是左右對稱的圖案。 

生：不同的用色反映不同的性格。 

 

三. 總結 

1. 師：這節課我們欣賞了部分的中國的傳統藝術，也發現了它們的美， 

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把中國的傳統藝術繼續發揚光大。 

作品名稱 中國傳統文化 人數 27人 

實施年級 三年級 總實施節數 5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6 月 9 日-6 月 1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識 科目每周節數 4 節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6 月 

10 日 

1 第四節：中國的傳統

藝術 

1. 澳門常

識與生活 

1. 認識中國的傳統藝 

    術。 

2. 對中國文化感興 

    趣。 

B-1-8 

B-1-9 

B-1-10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一. 引入 

1. 師：上一節課我們認識了中國的書畫，舞蹈及粵劇，同學們，你們還

認識哪些中國的傳統藝術？ 

    生回答。 

    師：這節課，我們會繼續認識中國的傳統藝術。 

 

二. 發展 

1. 活動一：利用 kahoot 進行提問，讓學生認識更多的傳統藝術。 

    （學生舉起顏色卡進行回答。） 

    學生再介紹每種傳統藝術。 

    中國繡：織繡是用棉、麻、絲、毛等紡織材料進行織造、編結或繡制 

的工藝。 

    中國結：中國結由線或繩編成。每一個基本結根據其形、意命名。把 

不同的結飾互相結合在一起，或用其他具有吉祥圖案的飾物 

搭配組合，就形成了中國結。 

     泥人麵塑：中國的面塑藝術早在漢代就已有文字記載。它用麵粉、糯 

米粉為主要原料，再加上色彩，石蠟、蜂蜜等成分，經過 

防裂防黴的處理，製成柔軟的各色麵團。 

     龍鳳紋樣：龍鳳紋樣，一種典型的瓷器裝飾紋樣，描繪龍與鳳相對飛 

舞的畫面。龍為鱗蟲之長，鳳為百鳥之王，都是祥瑞之 

物。龍鳳相配便呈吉祥，習稱“龍鳳呈祥紋”。 

     剪紙：中國剪紙是中國最古老的民間藝術之一，至今依然保存了豐富 

的支脈，許多地方逢年過節，婚喪嫁娶，鄉民都會自備剪紙 

點綴牆壁、門窗、房柱、鏡子等處，以表祈禱福壽，吉祥如 

顏色卡

牌、教學

影片、電

腦、剪紙

材料、小

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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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之意。 

 

2. 活動二：剪紙體驗活動。 

    讓學生體驗剪紙的樂趣，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對中國傳統文化產 

生興趣。 

 

三. 總結 

1. 師：這節課我們認識了更多的中國傳統藝術，也體驗了中國的剪紙， 

            希望同學把這份感受帶給身邊的人，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 

 

 

作品名稱 中國傳統文化 人數 27 人 

實施年級 三年級 總實施節數 5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6 月 9 日-6 月 1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識 科目每周節數 4 節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6 月 

10 日 

1 第五節：中國的傳統

藝術 

1. 澳門常

識與生活 

1. 認識中國的戲劇特 

    色。 

2. 認識中國傳統建築 

    特色。 

3. 認識中國民族文化 

    豐富多樣，尊重不 

    同的風俗習慣。 

B-1-8 

B-1-9 

B-1-10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一. 引入 

1. 提問：同學們，你們對中國的傳統建築有甚麼認識？ 

    生回答。 

   師：澳門有很多中國的傳統建築，今天我們來認識一下。 

 

二. 發展 

1. 活動一：觀看影片，欣賞中國的建築文化。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hRS5F4Sq8 

                    兩人一組討論，中國的傳統建有哪些特色。 

                    學生分享。 

 

2. 活動二：觀察澳門的建築圖片，說出中國廟宇建築特色。 

                    1. 中國廟宇多是左右對稱的。 

                    2. 大們兩旁有對聯。 

                    3. 屋頂上有瑞獸。 

                    4. 建築材料多用石、磚、瓦。 

 

 

顏色色卡

牌、教學

影片、電

腦、小白

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hRS5F4S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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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三：利用 Kahoot 進行提問，認識中國其他的類型的建築。 

                   （學生舉起顏色卡進行回答。） 

                    學生報告： 

                    長城：是古代中國為抵禦不同時期塞北遊牧部落聯盟的侵 

襲，修築規模浩大的隔離牆或軍事工程的統稱。 

                    牌坊：牌坊，簡稱坊，類似於牌樓，是中國傳統建築中非常 

重要的一種建築類型，亦傳至朝鮮半島、日本、越 

南、琉球等東亞地區。 

                    圓林：中國園林藝術集建築、書畫、雕刻、文學、園藝等藝 

術於一身，是中國美學的楷模，反映出中國人深邃的 

哲理思辨及對生活的追求。 

                    寺院：佛寺，又稱寺院、寺，是佛教的宗教建築物，也是僧 

伽居住、修行的地方。 

                    亭台樓閣：亭台樓閣是中國建築的靈魂所在，見證着歷史的 

變遷，記錄了時代的風雲，講述着曾經的故事， 

凝固了歲月的滄桑。 

                     石獅：石獅子是雕刻成獅子形狀的石頭，是在中國文化中經 

常使用的一種裝飾物。受中國文化影響地區的宮 

殿、寺廟、佛塔、橋樑、府邸、園林、陵墓，以及 

印鈕上都會看到它。 

 

4. 活動四：利用小白板，表達怎樣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 

    學生分享。 

    師：這五節課，我們學習了中國的飲食、傳統節日習俗、傳統藝術、 

傳統建築等知識，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宏偉美麗，作為中國人，需 

要繼續傳宣中國的文化，讓世界各地的人都認識中國。 

 

三. 總結 

教師提問，學生總結： 

1. 在學過五節的中國傳統文化後，同學們學習到甚麼？ 

2. 在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後，同學們有甚麼感受？ 

3. 作為中國人，怎樣傳承中國的傳統文化？ 

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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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教學評估： 

評估學生項目 
評估結果 

優 良 一般 

1. 能說出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    

2. 能摸仿中國人的打招呼方式。    

3. 能舉例中國人的飲食習慣。    

4. 能說明中國節日和傳統文化的關 

 係。 
   

5. 能舉例中國傳統節日的慶祝活動。    

6. 能欣賞中國的繪畫特色。    

7. 能欣賞中國的傳統藝術。    

8. 能說出中國舞蹈文化源遠流長。    

9. 能描述中國的戲劇特色。    

10.能描述中國傳統建築特色。    

11.能解釋文化的含義。    

12.表現對中國文化感興趣。    

13.尊重不同的風俗習慣。    

 

反思建議： 

教學是教師和學生、學生之間的相互學習，每個學生都擁有自己對世界的

觀察，通過互相交流，互動學習，建構新知識。 

    學生在學習這個課題之前，已經從生活中，如多媒體，圖書等，了解中國

的文化，教師在這個單元教學中，核心任務是引導學生把這些經驗歸納，再擴

展，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成為一個熱愛祖國文化的種子，未來在不同領域中發

芽。 

以下為實踐這五節課後，教師通過觀察及學生反饋，達到以下成效： 

1. 通過使用 Kahoot進行教學，增加了師生間的互動性，學生對探索新知識充 

滿興趣，學生在舉起顏色卡片的同時，教師可以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以此

調整教學節奏。 

2. 通過多元化的教學設計，學生能使用不同的智能進行學習，使學習更加有趣

並深刻。 

1) 在第一節課中，學生運用肢體智能及人際智能，模仿以往中國人的打招

呼的方式，感受中國文化中的「禮」；運用邏輯學智能，進行情景判斷，認

識中國人的用餐禮儀。 

2) 在第二節課中，學生運用語文智能，理解中國古詩，並分享自己對中國

傳統節日的認識；運用視覺空間智能，繪畫自己知道的傳統習俗。 

3) 在第三節課中，學生運用視覺空間智能，欣賞中國的傳統藝術；運用肢

體智能，體驗各少民族的舞蹈；運用邏輯學智能，分析粵劇面譜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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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第四節課中，學生運用視覺空間智能，進行剪紙體驗；運用語文智

能，介紹中國的傳統藝術。 

5) 在第五節課中，學生運用邏輯學智能，分析中國傳統建築的特色；運用

內省智能，反思如何傳揚中國的藝術文化。 

通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讓學生運用自己擅長的能力，學習新的知識，更能體

會學習樂趣，使學生「樂學，會學，想學」。 

3. 通過聽、說、讀、寫及動手做，讓學生能從不同程度感受中國文化的宏偉，

學生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更深入的認識，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4. 與傳統課堂中，教師為主導的課堂相比，這五節課的教學模式更編向於以學

生為主，教師為輔，學生通過預習，為同學分享新知識，達到互相學習的效

果。 

5. 通過 Kahoot的評量，發現學生的學習成效顯著，也能達到所設立的教學目

標。 

1) 在第一節課，學生能說出甚麼是文化，也了解中國的各種打招呼方式，

並認識了中國人的飲食習慣。 

2) 在第二節課，學生能說出中國各傳統節日的習俗，也清楚各民族過新年

的方式，同時，理解各種賀年食品的寓意。 

3) 在第三節課，學生能欣賞到中國傳統藝術的美，並清楚水墨畫、書法、

舞蹈、戲刻的特色。 

4) 在第四節課，學生通過動手體驗，感受到中國傳統藝術的有趣之處。 

5) 在第五節課，學生能分析中國傳統建築的特色，並思考怎樣傳揚中國文

化。 

    中國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五節課的時間並不能詳細講解，只能點明主

題，並啟發學生利用空餘的時間，進行拓展學習。在教學時，結合語文、美

術、資訊科技、書法等元素，讓學生理解知識是有所關聯的，鼓勵學生不斷學

習，傳承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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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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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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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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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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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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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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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學生利用 Kahoot 進行學習的照片 

   

 

  
學生學習打招呼的照片 

 

 
 

學生利用小白板分享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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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剪紙相片 

 
  

 
  

 
 

 
學生進行報告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