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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層次的文化共融課堂教學 

戴忠沛博士 



多元文化的校園 
 

 

•我們的學校是否已準備好迎接一個多元文化的香港社會？ 

表一：2012-2013年度香港非華語學生人數和佔整體學生人數的百分比 

表二：2012-2013年度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數目。在該年度全香港共有528所本地
小學、490所本地中學。除此之外，香港還有幾所專門取錄少數族裔的私營學校。 



多元文化的校園 
 

 

•我們的學校是否已準備好迎接一個多元文化的香港社會？ 

表三：2012-2013年度香港小學和中學的少數族裔學生人數和各族裔學生所佔比例。 



「文化」是甚麼？ 



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 

 
主流華裔 
新移民 

 

 
少數族裔 
新移民 

 
主流華裔 
自幼定居 

 

 
少數族裔 
自幼定居 

…… 還有甚麼因素會影響一個人的文化取態呢？ 



Banks, James (1994) Multiethnic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rd Edi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pp. 86-88. 

影響文化取態的一些因素 

價值取向、行為原則 

語言以外的 
溝通模式 

對個別事物的觀點
角度與輕重判斷 

語言、方音 

文化自覺 

自我認同、群體認同、歸屬感 



Banks, James (1994) Multiethnic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rd Edi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不同的文化認同狀態 

 
融合 
 

 
同化 

 
抽離 

 
邊緣化 

 

對自己所屬社群的身份和特徵是否認同？ 

對主流社會的 
身份和特徵 
是否認同？ 



Banks, James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2nd e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不同層次的跨文化課堂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第四層次 

貢獻取向 
(The Contribution 

Approach) 

附加取向 
(The Additive 

Approach) 

轉型取向 
(Th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社會行動取向 
(The Action 

Approach) 

在不影響主流課
程結構下，接納
和認識學生的不
同文化背境，有
效地把不同學生
族群的文化元素 

(如節日、風俗習
慣、服飾、飲食
和英雄人物等)  

附加於主流課堂
內容之中。 

從主流課程入手，
在原有課程結構
上，加入新的多
元文化內容、概
念和課程單元等。 

從不同學生族群
的觀點出發，重
組主流課程結構，
協助學生對多元
族群的立場有新
的認識。 

基於上述轉型取
向，融入新的元
素和不同族群觀
點，培訓學生個
人及社化學習。
從而鼓勵學生檢
視個人對不同族
群的評價和觀點，
並在個人及社會
公民的問題上作
主出自主。 



請為各個層次構思主題和活動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第四層次 

貢獻取向 附加取向 轉型取向 社會行動取向 

主題一 
活動： 

認識香港歷史 
參觀香港博物館 
以小組形式完成
工作紙 
 

主題二 
活動： 

 
 
 
 

主題三 
活動： 

 
 
 
 



推行跨文化課堂活動的SWOT分析 

現在已有甚麼有利條件？ 
 
 
 
 
 
 

現在已有甚麼不利條件？ 
 

哪裏能找到輔助支援？ 
 
 
 
 
 
 

有哪些潛在風險？ 



教育碩士（非華語學生中文教學） 
Master of Education (Teaching Chinese to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ies) 

（2015年9月入學） 

 

第二階段報名截止日期：2015年5月31日 
 

詳情請瀏覽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網站 

http://web.edu.hku.hk/programme/med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小學的文化共融教學分享 

張寶雯老師、沈思敏老師 



《尋找他們的故事—非華語居民植根香港的故事》 

繪本創作計劃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9.5.2015 



學校背景 

• 1969年創校 

• 2002-03年開始招收非華語學童 

 



學校願景 

建立多元文化、發展學生潛能，創建一所
跨越種族、宗教、文化和界別的多元學習
型組織的學校 



校本德育及多元文化課程總目標： 

• 培養學生健全的自我概念，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 

• 了解自己文化，並懂得加以認同 

• 認識、接納、尊重、欣賞其他種族的文化 

• 了解本地文化，融入主流社會 

• 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及公民素質，讓學生成為富世界觀的
世界公民 

• 協助學生明白不同身份的權利、義務及責任，包括：家
庭、學校、社群、國家、世界 

• 培養獨立及多角度的批判分析能力，同時在有關真實生
活中，對人類、種族和文化的問題上作明智的決定 
 



課程架構 
• 課程於正規、非正規課程及其他學習經歷等方面施行 

• 兼顧認知、技能、情意和實踐 

• 以學生為中心 



多元文化課程 

正規課程 
各學習領域 把相關概念融入在各科課程中 

多元文化課 就指定主題進行有系統的學與教活動 

非正規課程 

早會 
週會 
班主任課 
訓輔活動 
跨學科活動 
參觀、交流活動 
節慶活動 
服務學習 

以生活事件、講座、分享等形式，讓
學生學習相關知識 

隱蔽課程 
環境氛圍 
師生關係 
獎懲制度 

透過環境佈置、情境學習、獎勵計劃
及生活實踐等，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
價值觀及態度 



多元文化課程涵蓋層面 

 
世界 

中國 

香港 

社群 

學校 

家庭 

個
人 



《尋找他們的故事—非華語居民植根香港的故事》 
繪本創作計劃 

 



單元教學設計背景 

• 學生和家人帶著自己的文化在香港生活，當中

很多故事及生活點滴值得我們細味。 

• 我們相信選用學生熟識而又親切的題材─來自

他們的生活故事，能提高學生創作的興趣。 

• 學生藉著繪本創作，把這群非華語居民來香港

生活的故事表達出來。 

• 讀者透過閱讀繪本能認識和瞭解這群非華語朋

友，如何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單元教學目標  

• 透過搜集第一手資料發展意念  

• 認識繪本創作的形式及過程，並能根據
「尋找他們的故事—  非華語居民植根香港
的故事」為題，創作富特色的繪本 

• 認識繪本與地區歷史和文化的關係 

• 瞭解自己或其他族裔的文化及父母、祖父
母，甚至曾祖父母的故事，從而增加他們
對家人的瞭解，認同自我身分 

 



單元計劃 

對象：小學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  

 

本單元共分為四個階段： 

– 第一至三階段為正規課程 
• 於視藝課進行，共12個教節，每節40分鐘 

• 中文科老師協助寫作部分，約3教節 

 

– 第四個階段為延伸活動 
• 完成正規課程後，成立16人的「繪本小組」 

• 於課後時間進行，約一個半月 

 



階段一 

(探索及意念發展階段-第1至第6教節) 



課題：認識繪本 

探索 

•欣賞漫畫、小說、教科書、繪本及雜誌等，
讓學生進行分類、討論，探索繪本的特色 

欣賞、討論 
 

•欣賞不同風格的繪本，分析繪本的構圖、
風格，文字與圖畫的比例及配置 

播放短片 

討論 

•播放《藝力無限2007》第八集「漫畫」，了
解藝術家找尋創作靈感的方法 

欣赏、討論 

•欣賞一些本地繪本藝術家作品，討論繪本
與社會、文化及生活的關係 



課題：認識繪本的創作形式 

講授 
 

•介紹創作繪本的形式及流程 

介紹 
 

• 介紹創作主題 ─「非華語居民植根香港的故事」 

播放短片 

討論 

•播放 ─ 香港電台《去日多苦》、《家在香港》、
《身在異鄉的成長》部分片段 



 
 

播放短片 

講解 
 

 

•播放訪問示範片段，講解訪問技巧 
 

 

找尋 

創作靈感 

 

 

•學生以腦圖、訪問、瀏覽網頁等方法，根據「非華

語居民植根香港的故事」找尋創作靈感 

 

資料搜集 

 

•學生除可自行訪問家人、朋友外 

•教師亦會安排一些非華語人士讓他們進行訪問 
 



 



課題：建構繪本(一) 

分享 

•學生整理訪問內容及搜集得來的資料，並與小組

同學分享，小組再推舉一位同學向全班分享 

 

講授 

示範 

•教師以訪問示範片段為例子，講解及示範創作繪

本的方法 

 

創作 

草圖 

•學生嘗試按故事情節，繪畫草圖 

*此階段學生可先利用英文撰寫故事，再由中文科老師教導學生以中文進行寫作 



階段二 

(研習及創作階段-第7至9教節) 



課題：建構繪本(二) 

 
評賞 

討論 

•學生展示草圖，互相給予意見 

 

探索 

創作 

•學生根據草圖，開始創作8頁的繪本，並構思封面  

及封底 

•引導學生作構圖及技巧的探索 



階段三 

(評估及改善作品階段-第10至12教節) 



課題：建構繪本(三) 

互相評賞 
 

•學生進行自評及互評 

反思 

完善創作 

•反思在創作過程中(資料搜集、意念探索及發展、

材料運用及製作技巧等)，所遇到的困難和解決方法 

•學生完善自己的創作 

互相評賞 
•學生再進行互相評賞 



階段四 

(延伸活動) 
教師從各班揀選一些學生，成立16人的「繪本小組」， 

於課後時間進行創作 



•介紹是次繪本的內容編排與格式要求 

•學生先從五、六年級同學所創作的繪
本草稿中，選出一些富特色及具代表
性的故事 

繪本創作： 

初步構思 
 



•安排學生訪問故事的主角，取一手資料 

•從互聯網、書籍中進一步搜集相關資料 

•篩選及整理資料 

•討論故事內容及設計故事的主角 

繪本創作： 

意念發展 



•學生進一步從互聯網、書籍中搜
集相關資料及圖像，豐富創作靈
感 

•學生討論創作風格，進行試驗及
探索，並按故事情節繪畫草圖 

•引導學生留意文字與圖畫的配置
及跨頁、分頁的安排 

繪本創作： 

草圖 

 

•學生根據草圖進行創作，教師從
旁指導 

• 教師協助學生利用電腦軟體，配
上文字 

繪本創作：

定稿及 

後期製作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吉利徑） 
文化共融課程 

Immersion Pilot Scheme (IPS) 

黃冬敏老師、許麗珊老師 



分享内容 

• 學校背景 

• 學校的多元文化課程及活動 

1. 共融課 

 目標       

 設計 

 實施 

 評估 

 

2. GP家庭    



學校背景 

• 學生組成： 

 

 

 

• 學生的需要： 

– 中國裔：學習英文、適應校園及香港的生活環境 

– 南亞裔：學習中文、適應校園及香港的生活環境 

 

 

 

中國裔 

57% 

南亞裔 

43% 



學校背景 

• 已有資源： 

– 每年＄10,000 

– 每級共不少於10名的負責老師 （班主任、科任
老師和三名負責統籌的老師） 

– 每名學生皆配備平板電腦 

 

• 發展願景： 

– 中英兼備，雙語雙向 

 

 



文化共融課程：共融課 

• 目標：學生使用中英雙語進行合作學習及
跨文化交流，從而提升中英文能力、更好
地適應香港校園生活、提高共融意識。 



文化共融課程：共融課 

• 設計： 

 課堂組織及安排 

1) 全年級的華語及非華語學生同時上課。 

2) 以小組形式進行學習或活動。 

3) 每個小組均有華語及非華語學生。 

4) 教師、學生比例上限為 1/10。 

5) 每周兩節，每節35分鐘。 

 

 



文化共融課程：共融課 

• 設計： 

 教學内容 

 

 

 

     
   主題 
年級 

人際關係 價值觀 認識多元社會 社會歸屬 

中一 我的朋友與我 認識自己 我們的節日 認識地利亞 

中二 校園零欺淩 健康生活多姿彩 多元文化多溝通 不同族裔在
香港 

中三 戀愛關係 繽紛未來 同一天空下的歧視 香港是我家 



共融課實施舉隅 – 老師分工 



共融課實施舉隅 – 認識多元社會 

 



共融課實施舉隅 – 集體故事創作  



共融課實施舉隅 – 健康生活多姿彩 



共融課實施舉隅 – 多元文化日  

 



共融課實施舉隅 – 多元文化日  



共融課實施舉隅 – 多元文化日  



共融課實施舉隅 – 融薈時裝表演  



共融課實施舉隅 – 融薈時裝表演  



共融課實施舉隅 – 融薈時裝表演  



共融課實施舉隅 – 融薈時裝表演  



共融課實施舉隅 – 融薈扮嘢王 



文化共融課程：共融課 
• 評估： 

１）態度及參與度： 

  ａ.  小組老師評分。 

  ｂ.  同組組員互評。 

 

２）小組作品： 

  ａ.  小組老師評分。 

  ｂ.  不同小組投票。 

 

學生在期末會收到共融課的表現證書。 

 



文化共融活動：GP家庭 

• 目標：教師、學生通過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
互相認識、了解，促進交流，提高文化共融意
識。 

• 設計： 

a. 成員 

    一位教師（校爸/校媽） 

             +  

    一位中一新生（NCSS/CS） 

             +  

    一位高年級學生（CS/NCSS） 

 

 

 

一個GP 家庭 



文化共融活動：GP家庭 

• 設計： 

    b.  活動時間：課後 

    c.  活動次數：每學期至少兩次 

 （家庭聚餐 / 個別活動次數不限） 

 

    d.  活動類型：遊戲、競賽、選購書籍、專題研 

         習、時裝表演等。 

     

 



GP家庭實施舉隅 



GP家庭實施舉隅 





GP家庭實施舉隅 



GP家庭實施舉隅 



GP家庭實施舉隅﹕社會服務 



GP家庭實施舉隅﹕融入校園生活 

 



總  結 

• 跨文化交流是消除隔閡和歧視的最好方法。 

 

• 在學校實施跨文化交流課程需要： 

 

1）長時間的堅持。 

2）同工的支持和合作。 

3）學校的配合及資源撥備。 



總  結 

• 跨文化交流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影響： 

 

1）提供真實語言環境。 

2）提高學習動機。 

3）減輕因文化差異而造成的認知負荷。 

 



答問時間 

講者與各參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