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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近年來，隨著現代社會迅速的發展，社會文化的觀念不斷作出改變，人們

開始逐漸提高對文化生活的水平素質。 

教育，是澳門政府一直以來特別重視的一環。一般來說，大部分的學校都

較常運用傳統教學方式，即課室授課，意指“在一定空間內，以書本內容為基

礎，並輔以適當的教學輔助設備”。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學科知識體系的逐漸

完善，教科書上的內容也愈來愈多。然而，教學時間是有限的，教師根本無法

把所有的內容都詳盡講述出來，這便容易造成學生對知識的期望與實際情況不

符合，從而導致對學生吸引力的削弱，也浪費了一定的教學資源。 

除了科學課、音樂課、美術課、體育課等拓展性課堂外，一般的課堂教學

方式，較常採用“靜態”教學方式，資訊傳播的方向往往是單向的，教師單方

面“灌輸”書本的知識，學生被動地接受，無法主動選擇想瞭解的資訊，而這

種“只能看不能動”，只單靠聽從老師講課以及從書本上汲取知識的方式，無

疑會使學習過程變得沉悶、枯燥，學生未必能夠專注投入教師所精心準備的教

案裏，這確實是一個十分無奈的局面。同時也容易讓學生的知識接受能力下

降，早有相關研究表示，當學生長時間被動地接受知識，他們會容易從心理上

產生煩厭感，其接受以及記憶能力也會隨著時間而下降。試問如果學生連教學

內容都忘記了，那麼又如何達至學習效果最佳化?學校是一所讓學生得以成長、

進步、汲取對其有益知識的“煉丹場”，自然要解決這些在學習道路上的阻

礙。 

有見及此，筆者將撰寫學校利用歷史課組織一個五四運動的教學方案，希

望本教案能作出拋磚引玉的作用，為將來相同類型的教學研究提供一份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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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總施教節數 4節 科目每週節數 3節 

施教日期 

（年/月/日） 

課節 課題名稱 課時(分鐘) 

2021/04/12 第一課節 
新文化運動的背景、內容

和特色  
40 

2021/04/13 第二課節 山東問題與巴黎和會 40 

2021/04/16 第三課節 五四運動的經過和影響 40 

2021/04/19 第四課節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中國

共產黨的產生 
40 

 

提示： 

1) 作品總實施節數須符合參選類型之要求，但不包括複習、測驗及考試。 

2) 如教學內容安排在非該科目的課節（如“早讀”、“週會”、“班務”

等）進行，須於教學進度表中備註並解釋說明。 

3) 如個別課節的教育活動（如實地考察、參觀活動等）安排在非常規課堂

進行，須於教學進度表中備註並解釋說明。 

4) 課節是指該課在作品中的課節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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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A.知識目標: 

A-1.能瞭解新文化運動的背景。 

A-2.能說明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及影響。 

A-3.能摘述「山東問題」的由來。 

A-4.能說明五四運動發生的背景及導火線。 

A-5.能瞭解五四運動的經過和結果。 

A-6.能探討五四運動的影響及意義。 

A-7.能摘述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經過。 

A-8.能探究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事業發展的意義。 

 

B.情意目標: 

B-1.能通過學習民國時期中國面對的內憂外患危機，體會和平的可貴。 

B-2.通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事例，覺知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新思潮影

響作出的變革行為。 

B-3.能通過學習五四青年的事蹟，建構愛國精神的理念。 

B-4.能通過學習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感悟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的堅定

決心。 

 

C.技能目標: 

C-1.通過製作民國初期大事年表，掌握按照時間順序理清重要歷史事件的能

力。 

C-2.能指出五四運動對中國現代化所發揮的作用。 

C-3.通過研讀《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分佈示意圖》，指出地緣因素對中國共產

黨早期發展的影響。 

 

D.生命教育目標: 

D-1.感悟面對困難和危機，人們應當自強不息、力求變革。 

D-2.通過對五四運動愛國浪潮的學習，建立年青人應積極關心國家社會事務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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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內容 

是次教案所使用的教材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澳門歷史教材《中國歷

史》(初二年級下冊)。本教材以「學思並重」的精神編寫，設計了不同種類的

項目，以提高教與學的成效。在完全遵循澳門基本學力要求的基礎上，讓學生

更有系統地「學」習基本的歷史知識；在課文及練習等設計上，本教材著重啟

發學生「思」維，著重「探究式學習模式」，通過多元化環節，如「時間

軸」、「史事鏈接」、「材料研讀」、「想一想」等，緊扣課文主旨，呈現核

心內容，在幫助學生瞭解歷史發展脈絡的同時，配合課題提出具有探究意義的

題目，啟發和訓練學生思考及評論能力，培養學生的歷史辯證素養。 

本教材的編排符合李坤崇教授所指基本學力要求當中的連繫化特質，教學

內容循序漸進，連續不斷、統整合一。本單元主題為「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

的誕生」。內容依照教材設計構想，一共由三個子目組成:分別為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三個子目之間有因果關係。第一部分是新文化

運動，講述了民國初期所發生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中華民國建

立後，政局混亂，共和制度形同虛設，許多知識分子認識到必須進行一場深刻

的思想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既是辛亥革命的延續，又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

來創造了條件。第二部分是五四運動，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引起國

內民眾的強烈義憤，最終演變成全國人民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愛國行動。第三部

分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

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基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學生於早前的課題已習得中華民國建立初期中國仍然面對著各種的列強侵

略和內亂，以及在這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部份先進知識份子提出進行思想文化改

革的新文化運動內容，對 20世紀初中國的國際和國內局勢已有一定的基礎瞭

解。學生通過上述的背景資料，已能察覺到在當時中國人民在思想文化方面得

到廣泛的解放以及人民對於過去國家積弱的失望，因此對學習五四運動的內容

奠下了穩定的基礎，老師在講述此課題時同學較容易代入該時代，也更能明白

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後，人民的強烈義憤和要求對外爭取國權的決心。 

是次教案的教學對象為初二年級學生，該年級學生已初步掌握學習歷史知

識點的技巧，同時學生們亦具備一定的分析和歸納資料的能力，因此課堂上老

師可以嘗試多讓學生們進行小組思考及討論(據教青局指引因疫情期間學生應避

免聚集性的交談討論，故小組活動改為教師講授及完成工作紙等方式)，從而引

導學生們深思五四運動的影響和意義。同時，根據李坤崇教授所指，在教授基



2020/2021 

[G092] 

 3 

本學力要求應是適性化，因應學生特質而異，由於班上學生學習能力存在個體

差異，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需多加留意後進生的情況，在學生面對不明白之處

時，老師需作一定的引導，以求讓學生能夠掌握本節課的教學重點。 

茲將「B-3-3 能陳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新思潮影響作出的救國行為，

認識近代中國人思想蛻變的過程。」基本學力要求解讀轉化整合模式的「工具

意義、溝通意義、解放意義」三項歷程，逐一說明之。 

 

一、工具意義： 

    基本學力要求轉化的第一階段在於尋找基本學力要求核心概念並予以適切

分類，如找出動詞、名詞並依此分類，從核心概念來理解基本學力要求的工具

意義(李坤崇，2004)。 

    以「B-3-3 能陳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新思潮影響作出的救國行為，認

識近代中國人思想蛻變的過程。」為例，其工具意義如下： 
    (一)動詞(學習策略)：陳述、認識。 

    (二)受詞(學習內容)：新思潮、救國行為、思想蛻變的過程。 

 

二、溝通意義： 

    溝通意義在於剖析或擴展基本學力要求核心概念，及辨別能力重心，重點

有三：一為剖析動詞，二為剖析名詞，三為辨別重心。 

    以「B-3-3 能陳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新思潮影響作出的救國行為，認

識近代中國人思想蛻變的過程。」為例，其溝通意義如下： 
    (一)陳述(動詞)：瞭解、說明 

    (二)認識(動詞)：描述、探究 

    (三)新思潮(名詞)：新文化運動的原因、新文化運動的特點 

    (四)救國行為(名詞)：五四運動的背景、五四運動的經過和結果 

    (五)思想蛻變的過程(名詞)：五四運動影響及作用、民族醒覺、宣揚科學

與民主精神、共產主義的引入 

 

三、解放意義： 

    以「B-3-3 能陳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新思潮影響作出的救國行為，認

識近代中國人思想蛻變的過程。」為例，其教學構圖詳見如圖 1，暫行細分成

為學習與評鑑指標(含基礎、進階解放意義)如下： 

 B-3-3-1  瞭解並說明新文化運動的特點和出現的原因。 
 B-3-3-2  描述五四運動的背景、經過和結果。 

    B-3-3-3  探究五四運動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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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動意義： 

行動意義旨在依據基本學力要求解放意義獲得的暫行細分結果，來研擬學習目

標設計學習活動。以 

「B-3-3 能陳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新思潮影響作出的救國行為，認識近代

中國人思想蛻變的過程。」為例，其行動意義及以此基本學力要求及其細項指

標為主，相關基本學力要求為輔，形成的主題活動目標，說明如下： 

 B-3-3-1  瞭解並說明新文化運動的特點和出現的原因。 
 B-3-3-2  描述五四運動的背景、經過和結果。 

    B-3-3-3  探究五四運動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及作用。 

  上述目標直接引用基本學力要求暫時細分結果，乃便於讓讀者瞭解基本學

力要求，可直接轉化或引用為學習目標。然而教師依據教學理念、學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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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期盼與社區資源，來適度轉化暫時細分結果不一定直接引用，可做其他更

適切之轉化。 

「B-3-3-1  瞭解並說明新文化運動的特點和出現的原因。」轉化教學歷程  

 

「B-3-3-1  瞭解並說明新文化運動的特點和出現的原因。」學習活動歷程、內

涵與實施方式 

知識向度 認知歷程向度 

1.記憶 2.瞭解 3.應用 4.分析 5. 評

鑑 

6. 創

作 

A.事實知

識 

1. 回 憶 民

國 初 期 政

局 混 亂 的

情 況 。

(1A) 

     

B.概念知

識 

 瞭解並說明新

文化運動的特

點和出現的原

因。(2B) 

2.說明新文化

運動出現的原

因。 

3.瞭解新文化

運動的特點。 

 5.分析新

文化運動

對中國近

代民主思

想發展的

影 響 。

(4B) 

  

C.程式知

識 

  4.運用腦

圖統整新

文化運動

的特點。

(3C) 

   

D.後設認

知知識 

      

序

號 

單元名

稱 

學習目

標 
扼要學習歷程 

學

期 

方

式 

地

點 

時間/ 

備注 

1 新文化

運動 

瞭解並

說明新

文化運

動的特

點和出

現的原

因。 

1.通過小組活動(據教青局指

引因疫情期間學生應避免聚

集性的交談討論，故小組活

動改為完成工作紙)，讓同

學回顧辛亥革命的內容，扼

要指出辛亥革命後，中國尚

未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 

2.提出問題讓學生思考:「在

當前混亂的政治局面下，中

國的出路在哪裏?」引導學

生指出新文化運動出現的原

第

二

段 

教

師

講

授 

、

工

作

紙 

教

室 

4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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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2  描述五四運動的背景、經過和結果。」轉化教學歷程  

 

 

 

 

 

 

 

因。 

3.老師利用圖片，讓學生瞭解

新文化運動的過程和特點。 

4.老師利用腦圖，引導學生探

討新文化運動各項主張之間

的關係。 

5.引導學生思考新文化運動的

影響，理解新文化運動促進

了人們的思想解放。 

知識向度 認知歷程向度 

1.記憶 2.瞭解 3.應用 4.分析 5. 評

鑑 

6. 創

作 

A.事實知

識 

1. 記 得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特 點 和

出 現 的 原

因。(1A) 

     

B.概念知

識 

 描述五四運

動的背景、

經 過 和 結

果。(2B) 

2.說明山東

問題的由來

以及巴黎和

會上的外交

挫敗。 

3.瞭解五四

運動的經過

以及結果。 

4.運用腦

圖統整五

四運動的

發 展 歷

程。(3B) 

   

C.程式知

識 

      

D.後設認

知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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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2  描述五四運動的背景、經過和結果。」學習活動歷程、內涵與實施

方式 

 

 

「B-3-3-3  探討五四運動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及作用。」轉化教學歷程  

序

號 

單元名

稱 

學習目

標 
扼要學習歷程 

學

期 

方

式 

地

點 

時間/ 

備注 

2 五四運

動 

描述五

四運動

的 背

景、經

過和結

果。 

1.通過小組活動(據教青局指引

因疫情期間學生應避免聚集

性的交談討論，故小組活動

改為完成工作紙)，讓同學描

述新文化運動前後人們在思

想文化上的轉變，回顧新文

化運動的特點。 

2.結合史料和影片，介紹山東

問題的由來以及巴黎和會上

中國外交的失敗，讓學生瞭

解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 

3.老師利用圖片，讓學生瞭解

五四運動發展的情況和結

果。 

4.結合示意圖，讓學生歸納五

四運動的發展歷程。 

第

二

段 

教

師

講

授 

、

工

作

紙 

教

室 

40 分

鐘 

知識向度 認知歷程向度 

1.記憶 2.瞭解 3.應用 4.分析 5. 評

鑑 

6. 創

作 

A.事實知

識 

1. 回 憶 五

四 運 動 的

爆 發 背

景。(1A) 

     

B.概念知

識 

 2.列舉五四

運動中各地

學生以及工

人抗爭運動

的 情 況 。

(2B) 

 

3.運用表

格統整五

四運動前

後中國政

治以及外

交情況的

轉 變 。

(3B) 

探討五四

運動對中

國近代社

會發展的

影響及作

用。(4B) 

4.檢視五

四運動的

作用。 

5.評價五

四運動的

影響。 

  

C.程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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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3  探討五四運動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及作用。」學習活動歷

程、內涵與實施方式 

序

號 

單元名

稱 

學習目

標 
扼要學習歷程 

學

期 

方

式 

地

點 

時間/ 

備注 

3 五四運

動 

探討五

四運動

對中國

近代社

會發展

的影響

及 作

用。 

1.老師引導學生回顧五四運動

的爆發背景，瞭解當時中國

的政治和外交情況。 

2.利用圖片方式，引導學生列

舉五四運動期間各地學生以

及工人抗爭運動的情況，瞭

解運動中心和主力的變化。 

3.通過表格方式，總結五四運

動前後中國各方面的變化。 

4.檢視並評價五四運動的影響

及作用。 

 

第

二

段 

教

師

講

授 

、

工

作

紙 

教

室 

40 分

鐘 

 

四、教學重點 

五四運動的經過及影響是本節課程的教學重點，內容包括山東問題出現和

巴黎和會的外交挫敗如何導致中國青年學生和工人運動的爆發，以及五四運動

對中國所帶來的影響。首先由老師引導學生通過分組討論(據教青局指引因疫情

期間學生應避免聚集性的交談討論，故小組活動改為完成工作紙)並結合史料和

影片，介紹山東問題的由來以及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讓學生回顧五四

運動爆發的原因。然後透過圖片等講述五四運動的經過，讓學生瞭解五四運動

既反對英、法、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又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

同時，中國工人階級在運動中開始登上政治舞臺。最後，教師要引導學生歸納

五四運動對中國社會近代化發展的意義。 

 

 

 

 

識 

D.後設認

知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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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的導火線   政治:山東問題 

                                   外交:巴黎和會外交失敗 

                                 時間:1919年 

                                 地點:北京   全國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過程       參加者:學生   工人 

                                 口號:「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等 

                                 結果:中國拒簽巴黎和會條約 

                                 一場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的意義       傳播馬克思主義 

 

五、教學難點 

1.五四運動的背景 

建議: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可先簡單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以及山東問題的

由來，介紹「二十一條」及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讓學生瞭解五四運動

爆發的原因。然後通過引用相關材料和圖片，讓學生瞭解青年學生是五四運動

的先鋒和早期主力軍，認識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 

 
材料一: 

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

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2.中日二十一條出賣中國主權之體現 

建議：由於中日二十一條的內容過於浩瀚，且牽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世界史

內容。所以老師需要首先補充一戰時同盟國以及協約國兩大陣營的基本概況，

從而將德國租借膠洲灣以及劃定山東半島為勢力範圍等在華權益，與中日二十

一條作出聯繫，釐清時代背景。然後，老師再通過下列地圖，引導學生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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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有關內容如何從干涉中國的國家主權，如山東權益、南滿洲及內蒙東部權

益、長江流域權益、福建權益以及沿海地區限制等。 

 

 

 

 

 

 

 

 

 

 

 

六、教學用具 

教具與佈置： 

1. 多媒體課件 

2. 板書 

3. 分組安排(據教青局指引因疫情期間學生應避免聚集性的交談討論，故小組

活動改為完成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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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人數 30人 

科目 歷史 總施教節數 4節 

施教年級 初二 每節課時 40分鐘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第一課節 新文化運

動的背

景、內容

和特色 

1 1.中國歷

史(初二

年級下

冊) 

 

1.能瞭解新文化運動

的背景。 

2.能說明新文化運動

的主要人物及影響。 

3.通過新文化運動和

五四運動的事例，覺

知近代中國知識分子

受到新思潮影響作出

的變革行為。 

4.感悟面對困難和危

機，人們應當自強不

息、力求變革。 

A-2-5、 

A-3-1、 

A-3-2、 

B-3-3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1.通過小組活動(據教青局指引因疫情期間學生應避免聚集性的交

談討論，故小組活動改為完成工作紙)，讓同學回顧辛亥革命的

內容，扼要指出辛亥革命後，中國尚未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 

2.提出問題讓學生思考:「在當前混亂的政治局面下，中國的出路

在哪裏?」引導學生指出新文化運動出現的原因。 

3.老師利用圖片，讓學生瞭解新文化運動的過程和特點。 

4.老師利用腦圖，引導學生探討新文化運動各項主張之間的關係。 

5.引導學生思考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理解新文化運動促進了人們的

思想解放。 

 

教師講授 

、工作

紙、幻燈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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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誕

生 

人數 30人 

科目 歷史 總實施節數 4節 

施教年級 初二 每節課時 40分鐘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第二課節 山東問題

與巴黎和

會 

1 1.中國歷

史(初二

年級下

冊) 

1.能摘述「山東問

題」的由來。 

2.能說明五四運動發

生的背景及導火線。 

A-1-7、 

A-2-5、 

B-3-3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1.通過小組活動(據教青局指引因疫情期間學生應避免聚集性的交

談討論，故小組活動改為完成工作紙)，讓同學描述新文化運動

前後人們在思想文化上的轉變，回顧新文化運動的特點。 

2.請同學先閱讀資料：顧維鈞《中國要求膠澳租借地、膠濟鐵路暨

德國所有他項關於山東權利之直接歸還之說帖》，從文章上要歸

納出山東問題的形成及中國取回山東的要求。 

3.觀看電影《我的 1919》部分片段，利用影片介紹中國在巴黎和會

上申述山東問題的情況，讓學生深刻體會中國面對日本強佔山

東，國家的形勢岌岌可危。 

4.結合史料和影片，介紹山東問題的由來以及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

的失敗，讓學生瞭解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 

 

 
 

教師講授 

、工作

紙、幻燈

片、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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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誕

生 

人數 30人 

科目 歷史 總實施節數 4節 

施教年級 初二 每節課時 40分鐘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第三課節 五四運動

的經過和

影響 

1 1.中國歷

史(初二

年級下

冊) 

1.能瞭解五四運動的

經過和結果。 

2.能通過學習五四青

年的事蹟，建構愛國

精神的理念。 

3.能指出五四運動對

中國現代化所發揮的

作用。 

4.通過對五四運動愛

國浪潮的學習，建立

年青人應積極關心國

家社會事務的態度。 

A-1-7、 

A-2-5、 

A-3-1、 

B-3-3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1. 通過圖片介紹五四運動爆發的時間、地點、主力和口號。並閱

讀材料《1919 年 5 月北京全體學界通告》，讓學生通過史料，瞭解

五四運動的先鋒和早期主力軍，認識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 

2.解釋五四運動的廣義及狹義的意思。 

3.講述五四運動的發展經過以及學生們的主張。包括主張「還我青

島」、「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等訴求，以及

隨着抗議風潮迅速擴及全國，各地民眾紛紛響應，發動罷課、罷

工、罷市，並抵制日貨。 

4.說明五四運動的結果:北京政府最終迫於輿論壓力，將相關官員

免職，並令和會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5.分析中國拒簽和約的意義:表明了中國再也不能任由列強宰割。 

6.簡述山東問題的解決，日本答應分期撤出山東。 

 

 

教師講授 

、工作

紙、幻燈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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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誕

生 

人數 30人 

科目 歷史 總實施節數 4節 

施教年級 初二 每節課時 40分鐘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第四課節 馬克思主

義的傳播

與中國共

產黨的產

生 

1 1.中國歷

史(初二

年級下

冊) 

能摘述中國共產黨誕

生的經過。 

能探究中國共產黨對

中國革命事業發展的

意義。 

能通過學習中國共產

黨的成立，感悟中國

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

革命的堅定決心。 

通過研讀《中國共產

黨早期組織分佈示意

圖》，指出地緣因素

對中國共產黨早期發

展的影響。 

A-1-7、 

A-2-5、 

A-3-1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1.討論問題:「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本身是一個政治抗議運動，它的

成就不在政治抗議的成功，而在運動本身所產生的影響」你同意

這個說法嗎?為甚麼?請解釋你的答案。 

2.結合教材正文，介紹李大釗，讓學生了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

的情況和李大釗的貢獻。指出隨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逐漸

出現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就是其中一位傑出代表。 

3.結合《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分佈示意圖》，介紹中國共產黨早期

組織的名稱及建立的地點。 

4.介紹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地點、出席人

員、主要內容等，並引導學生認識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意義。 

      

教師講授 

、工作

紙、幻燈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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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教學評量: 

知識目標： 

1.大部分學生們能摘述「山東問題」的由來，部份學生能分析「山東問題」對

中國民族主義覺醒的影響。 

2.在講授五四運動導火線時，學生能結合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挫敗的情況，了

解當時中國在政治以及外交層面所面對的困境。 

3.在講授五四運動的意義時，學生在結合蘇俄無條件取消在華特權的背景，了

解中國知識份子引入和發展共產主義的行為。 

4.學生能通過示意圖總結，了解並描述五四運動的基本史實與發展。  

 

情意目標： 

1.通過提問、講授以及完成工作紙的方式，大部分學生都能投入課程中(據教青

局指引，因疫情期間學生應避免聚集性的交談討論，故小組活動改而教師講述

為主)。透過學習五四運動的經過，學生能了解民國時期中國面對的內憂外患危

機，體會和平的可貴。 

2. 通過學習五四青年的事蹟，覺知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新思潮影響作出的變

革，建構愛國精神的理念。 

 

技能目標： 

1.大部份學生們在進行工作紙練習的時候，都能結合所學知識進行分析。並能

通過發言表達自己的想法。 

2.在觀看影片片段《我的1919》時，學生們基本能通過影片中中國代表團的講

話內容，結合民國時期中國在政治和外交上面對的困難，了解五四運動的形成

原因以及如何進一步激發國人的愛國精神。 

 

生命教育能力指標： 

1.同學們通過結合民國時期的中國局勢以及五四運動，建立年青人應積極關心

國家社會事務的態度。 

 

自我反思: 

1. 在進行複習民國時期新文化運動前後人們在思想文化上轉變的時候，可以多

讓學生用自身的方式進行表達總結，回顧所學內容。在學生出現不明白之處

時，老師則在旁進行指導，讓學生自行分析、統整後提出具個人見解及觀

點，從而提升同學們個人表逹能力，幫助學生鞏固知識，加深學生對該課程

內容的印象，並學會結合所學發表自己的想法。老師也可以通過學生的表現

瞭解學生對課程內容的掌握程度，從而適當地進行調整，也可以避免老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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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重複之前所教的內容。 

2. 由於疫情期間學生應避免聚集性的交談討論，故原本的小組討論活動取消，

改而學生完成工作紙的方式進行。老師應先讓學生對工作紙的題目和形式有

一定的了解，然後再正式進行計時，避免出現學生因不理解題目內容而出現

時間不足的情況。 

3. 在學生回答問題時，部份同學較被動地分享自己的想法。需要老師在討論時

進行引導。因此老師在講述答案的時候，亦可以先讓不同的同學進行分享，

讓同學評價不同的答案，集思廣益，讓每位同學都能分享，也更能投入在討

論上，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 

4. 觀看《我的 1919》部分片段時同學能表現感興趣，不過當內容提到中國代

表團拒絕簽訂和約時，需要老師提及五四運動的作用，部份學生才能理解五

四運動對我國近代外交獨立發展的意義；同時老師可適當加入近代中國外交

關係發展史的內容，讓學生感悟中華民族為爭取民族復興、堅持不懈的精

神，進一步加強情意教育。 

5. 在上課的過程，由於缺少課堂小組互動討論，故同學們較易存在精神不振的

情況，老師應就學生上課的情況多加留意，觀察學生是否存在力有不逮的情

況；就相關同學老師亦應加以提醒，確保學生能充足學習課堂知識。 

6. 在最後總結部分，老師除了通過整理筆記腦狀圖以及設置課後閱讀，讓學生

能清楚明白課程內容的重點外，同時也可安排學生預習課堂後續的內容，以

便於課堂進一步的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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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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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1. 派發工作紙 

 

2. 講述課堂內容 

 

3. 檢查學生上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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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課件 

1. 課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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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紙 

 

3. 觀看影片《我的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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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工作紙 

五四運動課堂工作紙 

導入: 

1.請同學指出新文化運動前後人們在思想文化上的轉變 

 新文化運動前 新文化運動後 

思想   

文化   

政治   

 

2.以下哪項是當時五四運動的背景？（提示︰答案可選多於一項） 

A.中國在萬國和會中取得外交勝利 

B.日本在萬國和會中要求併吞青島及管理山東 

C.北京學生準備發起示威遊行，要求各公使出來為中國維持公理 

D.中國有人出賣國家利益 

答案: 

課間練習: 

3.就資料所示，哪個界別的中國首先發起五四運動？運動中心和主力後來出現

了甚麼變化? 

界別:                  

主力:                               

總結: 

4.就所學內容，你認為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嗎?請說明你的理由。如果你是

當時的國民，你又會否參加這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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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