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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 新簡明中國史中一(第二版) 齡記出版社 
 新簡明中國史中一(第二版)習作簿  齡記出版社   
 新簡明中國史中二(第二版) 齡記出版社 
 新簡明中國史中二(第二版)習作簿  齡記出版社   
 新簡明中國史中三(第二版) 齡記出版社 
 新簡明中國史中三(第二版)習作簿  齡記出版社 
 

教學目的 
 
 
 民族之摶成與歷久不墜，有賴人民團結，而文化傳統乃維繫全民向心之要素。中國歷史教

學之首要目的，在引導學生認識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及民族生活特色。 
 
 數千年來，華夏文化不斷融匯其他民族之文化，內涵日益豐富，經久常新。中國歷史教學

之第二目的，在使學生對中外文化交流有所認識，從而尊重及接受其它文化 。 
 
 時代不斷進展，環境經常變遷，今日之事物，通過歷史之研習可尋其淵源。中國歷史教學

之第三目的，在幫助學生了解現今事物之背景與演變。 
 
 歷史之研習，著重對史事之客觀認識與公正判斷。中國歷史教學之第四目的，在培養學生

對事物之客觀態度及對事理之分析能力。 
 
 認識歷史人物之嘉言懿行，對青年人之品德，有潛移默化之作用。中國歷史教學之第五目

的，在通過學習先賢事跡，以培養學生之優良品格。 
 
 

課程組織 
 
 
 本課程綱要乃為中一至中三而設，內容包括甲部與乙部。甲部課程介紹歷代興衰因果之概

略，目的在使學生對中國歷史有一整體之概念。乙部課程採用專題形式，目的在使學生對中華

民族之起源、交通及經濟之發展、文字及科技之演進、以至學術思想及宗教之流變，得到較有

系統之認識。 
 
 有關教學時間分配方面，教師可依據課程綱要，先以全學年五分三之時間教授甲部課程，

然後以其餘時間完成乙部課程。 
 
 在教學方面，甲部課程重點應放在各朝代之特色及重要史事之背景、內容與影響。教學資

料務求簡要，重理解而不重記憶。處理乙部課程宜多用設計教學法，通過摹擬遊戲、小組討論

等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活動，加強學生研習中國歷史之興趣。甲乙部課程應互相呼應，以期達

致更佳之教學效果。 
 

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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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歷史悠遠，史事浩如煙海，對初中學生而言，史事關係綜錯複雜，牽涉之人名地名繁

多，學習固非輕易，記憶尤感困難，是故在中學初年級階段，教師選擇教材之著眼點，不在乎

史料詳盡而在乎簡明扼要，以免學生對本科產生畏懼心理。本科教學宜著重歷史之基本認識，

史事因果關係之了解，對事物之客觀態度及事理分析能力之培養，良好德性之陶冶等，務求符

合本課程之精神。至於教學方法，宜因時制宜，雖在同一學校，不同之班級，不同之環境，不

同之時間，所採之教學法亦各有異，教師宜就教材之性質，學生之興趣，教學之環境，相應採

用適當之教學法。 
 
  中國歷史科教學可採用之教學方法甚多，茲列舉常用而較有實效者於後，供本科教師參

考： 
 
（1 ） 故事講述 
 
    故事講述乃中國歷史科教學之常用方法，中國歷史上下數千年，動人故事之載在史冊

者，不可勝數，教師若能於史事內容特色之介紹，原因影響之分析以外，加插適當之故事講

述，不只可以引起學生學習本科之興趣，且可增加其對史事之了解。但加插之故事宜有史實根

據，如講述渲染誇張之故事，可能混淆學生對史實之認識，產生相反效果。 
 
    教師如能掌握故事講述技巧，繪聲繪影，固能引起學生之興趣，但如就學生之程度指

導其蒐集資料，由學生講述與課題有關之故事，可能收更大效果。教師亦可於講述故事之後，

提出問題，引導學生對有關史實作分析評論，以加深其對史事之認識。 
 
    教師運用故事講述進行中國歷史教學，宜留意下列各點： 
 
（一） 故事講述並非教學目的，只為達致教學目的之一種教學方法。講述故事之目的在說明

史事，其內容應與課題有關，亦不宜太長，以免將歷史課變為故事堂。 
（二） 荒誕不經之故事，雖載於正史，亦不宜採用。 
（三） 故事內容如有部份情節神奇怪異，宜加說明以免對學生起誤導作用，例如講述漢光武

與嚴光之故事，太史夜觀星象一節，可指出乃南北朝迷信風氣影響史學之明證，未必

為事實。 
 
（2 ） 摹擬遊戲 
 
    摹擬遊戲乃一種充滿趣味性之學習方法，使學生通過摹擬歷史人物之活動對所研習之

史事有設身處地之感受，以加深其對史事之認識。教師運用摹擬遊戲進行中國歷史科教學，事

前之準備工作頗為重要；教學目的之決定、活動內容之擬訂、學生工作之分配、有關資料之蒐

集，均宜作週詳之計劃，方能收理想之教學效果。例如處理清代「洋務運動」一課題，教師可

將學生分為贊成與反對兩派，以清代官員身份，辯論推行洋務運動之得失，加深學生對該課題

之了解。在摹擬遊戲完畢後，教師應作適當之評論及總結。 
 
（3 ） 小組討論 
     
    小組討論教學之目的在使學生從討論問題中學習，不但可訓練學生之思辯能力，培養

學生對事物之客觀態度，並引起學生對史事作深入探討之興趣。小組討論教學宜用於處理有爭

論性之史事。例如討論北宋王安石變法之得失，使學生對北宋積弱不振之原因有更深入之認

識；或討論五四運動之影響，加深學生對中國近代思想發展之了解。教師可根據學生之學習程

度及興趣擬定討論之內容，並指導學生蒐集有關資料，使討論之內容更為充實，至於小組人數

之分配可因應課室環境而定。在小組討論教學進行時，教師宜處於輔導地位，鼓勵學生自由發

表意見，以培養學生對事理之分析能力，討論結果可由小組代表作簡短之報告，教師則作適當

之評論及總結。 
（4 ）單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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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運用單元設計進行中國歷史科教學，可使學生從活動中學習，並對其所研習之史事

有一完整而有系統之認識。教師可因應學校環境、教學時間、學生之學習能力以決定學習單元

之教學目的，擬定設計之規模，以配合整個課程之進度。在進行設計教學前，教師可先與學生

共同擬定活動之形式、工作之分配、資料之蒐集、時間之預算等，然後將學生分成若干小組，

通過實物觀察、資料整理、問題討論、圖片蒐集、模型製作、圖片繪畫等進行研習，以培養學

生自學合作之精神。例如處理中國貨幣之演進，教師可指導學生蒐集實物或圖片，整理有關資

料，製作模型，以加深學生對該課題之認識，提高學生之學習興趣。設計活動完結後，各小組

可展出其學習成果或由代表作簡短報告，教師則從旁作綜合或補充。 
 
（5 ）資料研習 
 
   中國歷史科之教材並非只限於課本，教師可從出土文物、史籍、檔案、奏疏、信札、碑

銘、墓誌等選取適合學生學習能力之資料，引導學生研習，經過討論、分析、比較、推理、歸

納等學習程序，其教學效果當比只據課本施教為大。例如處理中國文字之起源與發展，教師可

利用甲骨文與金文之圖片及歷代之碑帖進行資料研習。 
 
   資料研習不但可補課本內容之不足，加強學生對課題內容了解之深度，且能提高學生之

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對事理之分析能力。教師更可進一步指導學生如何自行蒐集、選擇及整理

資料，訓練學生獨立自學之能力。 
 
（6 ）參觀訪問 
 
   中國歷史教學之進行，不一定局限於課室，鼓勵學生參觀古跡名勝，博物館或文物展

覽，教學效果可能更大。教師如領導學生參觀，事前之準備工作極為重要，參觀之目的，聯絡

工作之進行，交通工具之安排以至學生秩序之管理，均宜作周詳之計劃。出發之前，可用一或

二教節指導學生如何將參觀心得紀錄以編寫報告，並囑咐學生緊守秩序，注意舟車上落安全。

回校後，宜將全體學生之報告作一總結，形式可包括口頭報告、問答、討論、展覽等。 
 
   至於訪問，可培養學生自學之能力，例如學習「宗教」一課題，可鼓勵學生訪問宗教人

士，詢問有關其所屬教派在中國發展之史實，寫成報告，既可補課本或參考書之不足，亦可提

高學生之學習興趣。 
＊ ＊ ＊ 

 
   教師不論採用何種教學方法，均須配合靈活之教學技巧，方能收較大之教學效果。發問

為常用之教學技巧之一，教師可通過一系列之問題，引導學生討論，啟發學生思考，以達致教

學目的。運用發問方式進行教學，宜注意下列各點： 
 
   （一）問題宜簡潔明確而具思考性； 
   （二）提出問題後，宜待學生略作思考，然後指定學生回答； 
   （三）不宜任由學生齊聲作答案； 
   （四）提出問題後，不宜隨即講出答案； 
   （五）不宜重複學生答案； 
   （六）答案只為「是」或「否」之問題，宜盡量避免； 
   （七）盡可能令班中學生均有回答問題之機會。 
 
 
  學生之答案不一定完全正確，教師宜耐心引導其作答，亦可由其他學生補充。學生之錯誤

答案有時可用以引導其他學生發表意見，作更徹底之探討。如學生之答案明確，教師可用一言

半語嘉獎，以提高學生回答問題之興趣。如提出問題後反應不佳，可能由於問題不明確或學生

無足夠資料作答，宜即改用較合適之問題。 
教學節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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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一年級至三年級中國歷史科教學節數，每星期至少應有兩教節，採用六日循環周制之

學校，每循環周編配三教節較合理想，唯本學年開始，為配合其他科目改動，中一級改為上學

期兩節，下學期三節；中三級則為上學期三節，下學期兩節；中二級則維持上下學期皆為三

節。 
 
 有關教具方面，除年表外，教師可利用圖片、地圖、網上資源或模型等輔助教學，亦可利

用設計教學法，與學生分組製作教具，或整理資料，以增加教學活動。 
 
輔助教材教具 
1. 課堂電腦輔助教學軟件（中一至中三） 
2.  網上中華五千年 
3.  南京大屠殺視訊片段 
4. 天工開物----中國古代科技文化 
5. 火燒圓明園  
6. 石室教堂(片段) 
7. 共和國戰爭 
 
甲部課程 

中學一年級 
 

課題一 華夏政治的肇始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4 1)認識黃帝、堯、舜及禹

的事蹟 

2) 認識夏代的興亡事件： 

a) 夏啟建國 

b) 夏桀暴虐 

3)認識商代的興亡事件： 

a) 商湯伐桀 

b) 商紂暴虐 

故事講述 

a)黃帝對中華民族的貢獻       

b) 堯、舜選賢與能 

c) 大禹治水 

 廣播劇 

 教師選播題材適合的錄音帶，或

鼓勵學生分組製作，將史事編寫

成廣播劇。之後分享製作成果。 

 討論 

 由學生指出夏桀及商紂的錯誤，

並建議能夠幫助二人改正錯誤的

方法，藉此讓學生初步認識賢君

的準則。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1) 用人唯才、不徇私 

2) 公爾忘私的服務精神及責任感 

3) 以仁愛的心待人 

堯、舜選賢與能 

大禹治水 

 商湯與周伯的仁厚待人 

 

課題二   周代封建與列國相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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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11 1) 分析西周兩次封建的

原因 

2) 認識西周封建的概念 

3) 認識春秋霸政興替的

概況： 

a)齊、宋、晉、秦、

楚列位霸主的興替 

b)吳、越的疾興驟亡 

4) 探討春秋霸政的特色 

5) 認識戰國時代的要

事： 

a)三家分晉 

b)商鞅變法與秦的強

大 

c)秦統一中國 

 故事講述 

 周公匡扶成王、三監之亂、烽

火戲諸侯、臥薪嘗膽、徙木之

賞等故事 

 資料綜合分析 

 根據西周兩次封建分封圖，辨

別兩次分封措施的不同，並藉

此認識封建的原因。 

 圖表解說 

 運用意象圖或列表，解說封建

制度的概念。 

 填圖 

 填寫春秋列位霸主及戰國七雄

的國家地理位置。 

 列寫簡表 

 列寫春秋及戰國時代列國興衰

的次序。 

 分組討論 

 論題為：「秦統一六國的原

因」；之後由組長匯報討論結

果。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1) 謹慎處事，面對流言時保持

 冷靜 

2) 認清需要，改革舊俗，奮發

 圖強 

 周公匡扶成王 

 商鞅變法 

 
 

課題三   秦代大一統帝國的建立與驟亡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7 1) 探討秦統一中國的意義 

2) 認識秦代的政治措施 

3) 認識秦末的政治形勢 

a) 揭竿起義 

b) 楚漢相爭 

4) 分析秦代驟亡的原因 

 

 

 資料分析 

 比較商、周兩代及秦統一中國後

的疆域圖，藉此認識中華民族的

發展。 

 圖表解說 

 利用列表解說周天子與秦皇帝權

位的分野。 

 辯論 

 學生分作兩組，據正反兩方辯

論。題目為：「秦代的政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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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國家的發展。」 

 圖片/模型欣賞 

 兵馬俑  

 故事講述 

 由學生蒐集資料，在課堂講述揭

竿起義及楚漢相爭的故事。 

 歌曲欣賞及評論 

 選播與項羽、劉邦事蹟相關的歌

曲，並由學生評論二人的性格與

成敗的關係。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1) 尊重言論自由 

 

2) 學習忍耐，戒除驕傲 

3) 磨練意志力，重視生命，明白自殺

絕非解決問題的辦法 

 秦朝焚書坑儒，箝制言論，以致

失去民心，終而亡國。 

劉邦能忍致成，項羽因傲而敗。 

項羽失敗自殺，無濟於事。 

 

 

課題四   西漢國力的統整與張弛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10 1) 認識漢初國力重整的概

況： 

無為而治與景、武兩帝

的重整中央權力 

2)認識西漢盛世的概況： 

a) 武帝建立士人政府 

b) 武帝時代的外交 

c) 昭宣之治 

3) 探討西漢衰弱的始末： 

a) 外戚專政 

b) 王莽篡漢 

4)認識王莽的復古改革及

探討失敗原因 

    

 舉述喻例 

 利用「休息對身體健康的重要

性」的喻例，講述西漢初年施行

無為而治的原因。 

 討論 

 讓學生自由抒發意見，討論漢武

帝的功過。 

 戲劇及意見抒發 

 指導學生編寫簡單劇本，並演繹

王莽的一生，藉此讓學生認識王

莽得勢及篡位的原因，以及其後

失敗的緣由。角色除王莽外，尚

可有年幼的君主、王政君、外

戚、士人、朝臣、農民百姓等。

演出戲劇後，由學生撰寫意見，

品評王莽。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掌握環境因素，與時並進  漢初國力耗損，故推行無為政

治，蓄養國力；漢武帝在國力

恢復後推行多項措施，發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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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 

王莽只知盲目復古，以致失

敗。 

 

 

課題五  東漢的戚宦政治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7 1) 探討戚宦政治產生的背

景： 

a)光武帝的政治措施 

b)外戚掌權 

c)宦官干政 

2)認識戚宦政治的發展： 

a) 戚宦相爭 

b) 黨錮之禍 

c) 黃巾之亂 

d) 州牧割據 

 故事講述 

 學生蒐集資料，講述有關氣節的

故事；內容可為歷史故事或時

事。 

 圖表解釋 

 運用意想圖或流程表解釋東漢戚

宦相爭的循環發展情況。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不畏權貴、有氣節的高尚情操 

 

東漢士人不畏弄權的宦官及外

戚，雖身繫錮獄，猶不畏懼而力

斥其非。 

 

課題六  魏晉南北朝的分裂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8 1) 分析三國鼎立局面形成

的原因及認識三國相繼

滅亡的概況  

2) 探討西晉的政治措施與

亡國的關係 

3) 探討東晉偏安局勢的形

成： 

a) 偏安百年的原因 

b) 北伐屢次無功 

c) 淝水之戰及戰後南 

北對峙形勢 

4) 認識南北朝各個政權的

興替概況    

 故事講述 

 「三顧草廬」、「赤壁之戰」等

故事 

 地圖研習 

 辨認五胡的原居地與入侵中原的

路線。 

 資料蒐集及辯論 

 學生分作正、反兩方，進行辯

論。題目為：「東晉進行北伐是

正確的。」事前教師指導學生到

圖書館蒐集資料，了解東晉君主

不支持北伐的原因及當時南北對

峙的形勢。教師可分配工作，由

參加辯論活動以外的學生負責資

料蒐集的報告工作。  

 棋類遊戲 

 「誰是真命天子？」* 

* 取材自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編訂的《初中中國歷史科教學資料專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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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1)公爾忘私的精神 

2) 踏實處事，避免狂妄 

祖逖為國事勞碌，不問個人利

益。 

謝安運籌帷幄，小心處事，終打

敗自大而盤算錯誤的苻堅。 

 

 

中學二年級 

課題一  隋代統一南北與速亡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4 1) 認識隋文帝代周平陳的

概況，並探討南北復歸

統一的意義  

2) 探討文、煬二帝與隋代

速亡的關係 

    

 故事講述 

 例如隋文帝節儉和刻薄的性格、

楊廣矯情侍親及文帝易儲等故事 

 分組討論、編寫綱領 

 討論文帝、煬帝導致隋代速亡的

責任。由組長匯報討論結果，或

由學生編寫綱領。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1) 關心國家的發展 

 

2) 關懷民生 

 

 南北朝分裂，國家不振；隋統一

天下，國勢得以發展。 

煬帝的暴政嚴重影響百姓的生計 

 

 

課題二  唐代的盛世與其後的藩亂、宦禍交煎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11 1) 認識李淵代隋的史事 

2) 認識從貞觀到開元的政

局及治世的概況 

3) 探討安史之亂的因由及

其後藩鎮割據政局的發

展 

4) 認識唐代宦官亂政的相

關事項 

a)禍亂朝政 

b)牛李黨爭 

d)民變 

 

 故事講述 

 例如唐太宗仁愛勤政、武后稱

帝、玄宗晚年荒怠政事、安祿山

叛唐、靈武登位及甘露之變等故

事 

 分組討論 

 討論開元之治的得失。 

 資料研習 

 閱讀【長恨歌】，從中研習玄宗

縱情聲色及安祿山叛唐的史事。 

 地圖研習 

 研習「安史亂事圖」，認識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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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亂對中國北方造成的破壞，以

及唐代元氣大傷和中國經濟重心

南移的重要史事。 

討論 

 學生分成兩組，討論藩亂及宦禍

對唐代滅亡的影響。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1) 兼聽則明 

2) 過健康的生活，勿縱情聲色 

3) 擴闊胸襟，勿意氣用事 

 唐太宗的事蹟 

 玄宗的縱情聲色 

 牛李黨爭 

 

 

課題三  五代的武人專政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3 1) 認識五代的興替概況  

2)探討五代政局的特色： 

a) 篡奪相乘 

b) 武人專政 

c) 胡人掌政 

d) 外患威脅 

 

 資料蒐集 

 由學生蒐集有關五代興替概況的

資料，例如興亡次序、開國君主

姓名、國祚年數等加以整理。 

 故事講述 

 例如石敬瑭割燕雲十六州、馮道

事四姓十一君、陳橋兵變等故事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1) 有兼濟天下的情操，不被權力慾望

沖昏頭腦 

2) 培養愛國觀念，不因一己私利而損

害國家利益 

 五代篡奪相乘 

 

 石敬瑭割燕雲十六州 

 
 

課題四  北宋的積弱與變法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8 1)認識北宋積弱的由來： 

a) 中央集權政治的流

 弊 

b) 重文輕武政策的失

 誤 

c) 遼及西夏的威脅  

2)探討北宋變法的概況： 

 故事講述 

 如「杯酒釋兵權」 

 地圖研習 

 據「北宋初年與外族形勢圖」分

析遼、西夏對北宋的威脅及北宋

居於弱勢的原因。 

 資料研習及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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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變法的背景 

b) 熙寧變法在經濟、

 軍事及教育三方面

 的措施 

c) 熙寧變法失敗的原

 因 

3)分析熙寧變法的影響： 

a) 新舊黨爭 

b) 北宋覆亡 

 

 探討北宋開國呈現弱勢的原因。

如學生程度適宜，可進而比較西

漢與北宋的開國政策，以評論兩

代君主的治國智慧。 

 分組討論 

 分組討論中央集權制的利弊，之

後由組長匯報討論結果。 

 角色扮演 

a)由學生扮演王安石，以推銷形

式介紹新法。 

b)模擬法庭審訊活動，由學生扮

演檢控官，控訴新舊兩黨人

士，而由扮演新舊黨人的學生

自辯。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大公無私，不徇私舞弊，以及培養合

作的精神 

 新、舊黨爭的誤國 

 

 
 

課題五  南宋的偏安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5 1) 探討南宋偏安的背景 

2) 了解宋、金和戰的關係 

3) 認識南宋聯蒙滅金的史

事 

4) 認識南宋滅亡的史事 

 

 故事講述 

 例如岳飛精忠報國、秦檜誣陷忠

良及高宗蓄懷私心等故事 

 資料研習 

 對比北宋「聯金滅遼」及南宋

「聯蒙滅金」兩件史事，由學生

填寫有關資料。 

 分組討論 

 討論南宋「聯蒙滅金」政策是否

一項明智的決定。 

 古蹟遊覽 

 宋王臺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1) 盡心為國效力 

2) 大公無私，不因一己私利而損害國

家利益 

 抗金和抗蒙古的將領的事蹟 

 高宗及秦檜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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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六  

元代的高壓統治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4 1) 認識元朝的高壓統治 

2) 探討元朝覆亡的原因 

 

 

 錄像帶欣賞 

 到香港博物館欣賞「人類歷史發

展」錄像帶特輯──「蒙古人的

興起及西征」。 

 分組討論 

 討論元代統治政策失當之處。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博愛世人，確立平等自由、無種族歧

視的觀念 

 元朝的高壓統治政策 

 

 
 

課題七  明代的君主集權政治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10 1) 認識明代君主集權政治 

a)明太祖的建國與分封

諸王 

b)明太祖廢相 

c)靖難之變與君主集權

的加強 

2) 探究明代君主集權政治

的發展： 

a)宦官弄權：王振、曹

吉祥、劉瑾、魏忠賢 

b)東林黨議 

c)晚明民變：李自成、

張獻忠 

d)外患：女真 

 故事講述 

 例如朱元璋平定群雄、明太祖苛

待朝臣、土木之變、奪門之變、

劉瑾和魏忠賢得勢弄權、吳三桂

為私怨而不忠於國家及七大恨告

天等故事 

分組討論 

a)討論明太祖對明代滅亡的責

任。 

b)「哪一種勢力對明代的滅亡影

響最大？」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培養氣節  東林黨爭及宦官之禍 

 

 

中學三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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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一  滿清入關與康、雍、乾盛世的統治政策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4 1) 認識滿清入關及統一全

國的經過 

2) 探究滿清入關至乾隆時

的統治政策： 

a) 對漢族的高壓與懷

柔政策 

b) 對蒙、藏、回各族

的統治政策 

 

 故事講述 

 例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故事、

史可法揚州殉節的故事、清代文

字獄的故事及十全武功的故事等 

 資料蒐集 

a)八旗兵的旗號 

b)清代的服飾 

 辯論 

 學生分正、反兩方進行辯論，辯

題為：「清初的統治政策是成功

的。」  

 

 

配合公民教育及品德教育的事例舉隅： 

 

學習目標 事例 

成仁取義的精神  鄭成功的事蹟 

 

 

課題二  道、咸時期的內憂外患 
 

建議節數 教學要點 教學活動舉隅 

7 1) 分析清室中衰的原因 

2) 探究鴉片戰爭的背景和

影響；認識戰爭的經過

及結果 

3) 探討太平天國事件的背

景和影響；認識太平天

國的施政、事件發展的

過程及結果 

4) 探討英法聯軍之役的背

景和影響；認識戰爭的

過程及結果 

參觀 

 參觀香港博物館的「香港故事」

展覽。 

圖片蒐集 

a)英使訪華及禁煙事件的圖片 

b)鴉片戰爭時期的香港 

c) 太平軍的服飾、旗幟、頒

布文獻等圖片 

 辯論 

 學生據中、英兩方立場辯論對戰

爭所承負的責任。  

資料研習 

 認識國家主權的內容及不平等條

約的項目。 

 填圖 

 辨認各條約規定開放的商埠及割

讓的土地。 

 研究報告 

 就戰爭的起因、事件的影響等問

題，讓學生分組研習，並蒐集有

關圖片，然後寫成報告。 

 資料蒐集 

蒐集太平天國事件有關人物的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