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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生活 

(高小) 

生活事件：和家人回鄉 

 

（內容大綱） 

一、 示例概要 

透過學生與家人回鄉的生活事件，例如回鄉掃墓、過年、探親或旅遊，幫助學

生認識自己的家鄉，了解自己的根源於中國內地，從而培養鄉土情，建立對國

家的歸屬感和國民身份認同。 

 

二、 關鍵辭彙： 

(甲) 價值觀和態度：國民身份認同、鄉土情 

(乙) 概念：回鄉、家鄉、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丙) 共通能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三、 學習目標：認識自己的家鄉，培養鄉土情和對國家的歸屬感 

 

四、 學習重點： 

價值觀/態度 生活事件(討論重點) 

國民身份認同 

 

和家人回鄉(認識自己的家鄉，了解自己的根源於中國內地， 

從而培養鄉土情和對國家的歸屬感) 

 

五、 學與教策略 

         策略 

事例 
學習活動 (時間) 形式 延展活動 

和家人回鄉 

 

透過討論、小組經

驗分享和匯報，帶

出學習重點。 

(35分鐘) 

班主任課/德育堂 

(或配合某科課程) 

運用「回鄉徑」工作紙(附

件一)，並參考地圖，設

計一條「回鄉徑」，並介

紹你家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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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延展及應用 

延展： 就「和家人回鄉」這個課題，教師可透過有關的習作，例如讓同學設計

一條「回鄉徑」(附件一)，鞏固學生對自己家鄉的認識。 

應用： 教師可考慮讓同學透過生活實踐，進一步培養學生對家鄉的感情和對國

家的歸屬感。例如：撰寫一篇文章，介紹你在故鄉遊玩的經歷(附件二)，

或是一封信給在外國生活的親朋或好友，告訴他/她你和家人回鄉的經歷

和對家鄉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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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活 

高小 

生活事件：和家人回鄉 

目的： 1.幫助學生認識自己的家鄉 

 2.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家鄉在中國內地，從而培養鄉土情和對國家的歸

屬感 

 

價值：國民身份認同、鄉土情 

 

教材：通行証/回鄉証、 香港全境地圖(接連深圳、廣州)、中國全境地圖 

 

課時： 35分鐘 

 

形式： 班主任課/課堂（如德育課，成長課，生活教育課） 

流程： 

 

教學步驟(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一：引起動機（5分鐘） 

 

1. 教師向同學展示「九廣鐵路」的標誌，詢問學生： 

 

 

 

• 這是什麼機構的標誌？(「九廣鐵路」) 

• 你有沒有乘搭過「九廣鐵路」？(學生自由發表) 

 

2. 教師展示港、九、新界接連深圳、廣州的地圖，圖

上見「九廣鐵路」各站的分佈位置； 

然後詢問學生：  

• 如果要乘搭「九廣鐵路」，你需要什麼？(火車票/

八達通)  

• 教師指著地圖上的羅湖站，詢問學生： 

Ø 你有沒有到過羅湖站？ 
Ø 如果你到羅湖站，你的目的地其實是那裏？ 
(深圳或內地某些地方) 

 

 

Ø 透過活動讓學生聯
想起自己的相同經

歷，從而引入教學

主題。 

 

 

 

 

Ø 培養學生批判性思
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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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問學生：在你的經驗中，要到深圳或內地一些

地方的話，不論你是乘搭火車或直通巴士前往，除

了要購買車票外，還要帶備什麼才能進入內地？ 

(通行証，即是以前的「回鄉証」)  

• 教師展示通行証和「回鄉証」，再問同學 

Ø 誰人有通行証或「回鄉証」？這張証有什麼用
途？  

（是一種旅遊証件，如果要進入中國內地，在海

關過境時必須展示此証件） 

Ø 比較其他旅遊証件，顧名思義，回鄉証對你有
什麼特別之處？  

(專為你回鄉而設的，而這個「鄉」是位於中

國內地，是不少人的家鄉，) 

 

Ø 帶出「家鄉」的觀
念，讓同學認識不

少人的家鄉是在中

國內地 

 

 

 

 

 

 

 

 

 

活動二：經驗分享 (25分鐘) 

4. 教師將中國全境地圖掛在黑板上，然後對同學說： 

• 我的「家鄉」是在中國內地的 XX 。然後教師把
自己「鄉下」的名字寫在黑板的地圖上適當的位

置中。(教師可略為介紹自己「鄉下」的特色) 

• 教師問同學：有沒有同學知道並可以告訴大家，

你的「鄉下」是在那裏的？ 

• 教師請幾位同學出來介紹自己的「鄉下」，將「家

鄉」的名字寫在黑板上，並約略用線指向地圖上

適當的位置中。 

 

5. 教師再問同學： 

• 你們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回鄉？誰人帶你回鄉？ 

• 教師可先與同學簡單分享自己回鄉的經驗，大概

有以下兩種：    

- 在清明/重陽時份，與家人回鄉掃墓，拜祭先人 
在新春或假期時，與家人回鄉過年、探親、旅遊 

 

  

 

Ø 教師引導學生從地
圖上認識自己家鄉

的位置，讓學生了

解自己的根源於中

國內地 

 

 

 

 

 

 

Ø 學生透過分享回鄉
的經歷，反思回鄉

的意義，培養鄉土

情和建立對祖國的

認識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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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請同學分成小組，用約10分鐘時間分享自己與家

人回鄉掃墓/探親/旅遊的經驗和箇中滋味，然後合組

用10分鐘向全班匯報。 

(在分組之前，教師可先統計曾經返過鄉下的學生人

數，以便在安排分組的時候，能確保每組都有回鄉經

驗的同學在當中) 

 

經驗分享和匯報重點可包括： 

• 回鄉掃墓  

- 對象(那位祖先) 

-  環境 (寧靜？人山人海？) 
- 祭品 (鮮花、食品、元寶、冥鏹等) 
-  過程 (燒香燭、拜祭、行禮、打掃墓地、去除
雜草) 

-  回鄉掃墓的意義(例如記念先人，尋根並盡孝
道；與故鄉的親友小聚，體會家鄉的生活、享

受親友的款待、培養鄉土情) 

-  感想/難忘經歷 
 

• 回鄉探親/旅遊  

- 對象(那些親友？) 

- 帶備物品 (有甚麼「手信」？) 
- 家鄉生活的特色 (例如景點、特產、食品、交通
工具、風土人情等) 

- 回鄉探親/旅遊的意義：例如認識自己的家鄉，
與故鄉的親友小聚，體會家鄉的生活、享受親友

的款待，培養鄉土情) 

- 感想/難忘經歷  
 

• 對於未返過鄉下的學生，教師可鼓勵他/她們嘗試與

同學分享自己所曾探訪過的中國城市的經歷、當中

有甚麼體驗和對內地的印象等 
 
 

 

Ø 培養學生溝通、協
作、解決問題、批

判性思考等能力 

 

 

 

 

 

 

 

 

 

 

 

 

 

Ø 幫助學生明白回
鄉的意義，從家鄉

與自己的關係，帶

出香港是中國的

一部分， 藉此培

養學生對國民身

份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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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總結(5分鐘) 

 

7. 就學生的經驗分享，教師總結以下要點： 

大家回鄉所到之處和目的雖然不盡相同，但卻各有特

色。你的家鄉不一定有很多旅遊點，亦未必及得上著

名的旅遊區，那裡有名山大川、名城古鎮、名勝古蹟

等供大家觀賞遊歷，然而家鄉卻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探

訪、我們必定要到訪的地方，那是一個獨特的地方，

那裏是你和我的根，是我們的父母、祖父母、祖先源

出之地，是一個親切的地方。 

 

8.  教師指著黑板上的地圖中的深圳河，向學生說： 

• 雖然深圳河將中國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開，但

這只是行政上的地域分界，其實在地理、歷史、文

化、血緣上，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大部分

香港人的故鄉、我們的根，都是源於內地。 

 

• 雖然今天我們居住在香港，但對很多人說，故鄉仍

有自己的親友或先人。又或許有些人已經與內地的

親友失去聯絡，那裏依然是你和我根。透過回鄉，

不但能加深我們對自己的認識，例如籍貫、根源，

更能加深我們對祖國的認識和感情，有助培養我們

的鄉土情和對國家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是相當有意

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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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回鄉徑」工作紙 

春節假期的時候，恩恩與家人回鄉旅遊。離開家鄉之後，恩恩在地圖上畫了一條「回鄉徑」，勾畫出自己從家門直到 

在內地家鄉的路線：出發點：香港九龍美孚新村 

目的地：中國廣東省的潮州

 

 

 

深圳

香港 

汕尾 

汕頭 

潮州 
廣東省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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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回鄉徑」工作紙 

參考恩恩的例子，並運用地圖，嘗試在下面的空位上，設計一條你的「回鄉徑」，勾畫出你從家門直到在內地家鄉的路線， 

並介紹三項自己家鄉的特色。 

 

 

 

 

 

 

 

 

 

 

 

 

 

 

 

 

 

 

 

 

 

 

 

 

 

 

 

 

我居住在香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家鄉在中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家鄉的特色包括：１ˍˍˍˍˍˍˍˍˍˍ ２ˍˍˍˍˍˍˍˍˍˍ ３ˍˍˍˍˍˍˍˍˍ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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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參考恩恩的稿件，在下面的空位上，撰寫一篇文章，介紹你在故

鄉遊玩的經歷；或者寫一封信給在外國生活的親朋或好友，告訴

他/她你和家人回鄉的經歷和對家鄉的觀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