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寓學習於娛樂」這句話經常都會聽到，看到學生們埋頭苦幹，卻又興致勃勃，臉上 
充滿着微笑。「我經常告訴學生我們要『玩得認真』，意思就是在玩的過程中有 
得着。」善於活用各種教學策略與學生互動、談話認真又帶點輕鬆的聖公會聖馬利亞 
堂莫慶堯中學生活與社會科科主任李浩然老師，為啟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製作各式

各樣教學工具，就是希望拉近學習與生活的距離。他深信，承接生活與社會（下稱 
「生社」）課程的公民、經濟與社會（下稱「公經社」）課程與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

只要尋找到當中的連繫，就能教好學好這一科。

融入生活 啟發學習動機
創新教師分享專業心得

生社     公經社

李浩然主任
生活與社會科資深教師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生活與社會科科主任

2018/2019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主（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教育局生活與社會科課程檢討特別小組委員

Life and Society Citizenship, Economic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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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助
老
師
整
合
有
關
內
容
，
例
如
在

教
授
「
一
帶
一
路
」
課
題
時
，
課
程
框

架
有
提
到
需
要
帶
出
資
源
安
全
、
軍

事
安
全
等
與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相
關
的

內
容
，
讓
老
師
更
清
晰
理
解
。

助
學
生
建
構
知
識
基
礎

李
主
任
解
釋
，
有
別
於
過
往
高

中
通
識
強
調
技
能
取
向
，
公
經
社
重

視
知
識
取
向
，
課
程
設
定
了
每
個
課

題
都
有
學
生
必
須
掌
握
的
內
容
，
以

助
學
生
建
構
穩
固
的
知
識
基
礎
。

他
以
教
授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或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G

D
P

）
為
例
，
公

經
社
期
望
學
生
掌
握
國
家
或
香
港

的
經
濟
表
現
和
成
就
，G

D
P

則
是

用
來
衡
量
的
指
標
之
一
，
所
以
課
程

只
要
求
學
生
簡
單
認
識
相
關
指
標
，

無
須
深
入
掌
握
計
算
方
法
。
如
學
生

閱
讀
新
聞
報
道
時
，
能
基
本
明
白
報

道
中G

D
P

代
表
甚
麼
，
例
如
反
映

經
濟
好
或
壞
；
發
展
快
或
慢
等
，
便

已
足
夠
；
至
於
報
道
背
後
如
何
計
算

G
D
P

、
影
響G

D
P

的
因
素
等
，
則

並
非
現
階
段
需
要
學
習
的
內
容
。

這
課
程
安
排
可
讓
有
興
趣
的
學

生
自
行
深
入
了
解
有
關
內
容
，
引
起

新
課
程
與
時
並
進
　 

架
構
清
晰

公
經
社
預
計
將
於
明
年
9
月

起
，
取
代
原
有
的
生
社
。
隨
着
後
者

已
推
行
多
年
，
部
分
課
程
內
容
或
例

子
都
已
經
過
時
，
例
如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方
向
、
現
行
政
策
措
施
等
。
李
主

任
認
為
這
次
修
訂
可
加
入
最
新
的
發

展
情
況
、
新
增
的
知
識
等
，
讓
課
程

內
容
可
更
緊
貼
實
際
情
況
。

過
去
學
校
可
因
應
校
情
決
定
教

授
29
個
單
元
中
的
哪
些
單
元
、
何
時

教
、
如
何
教
等
，
他
指
：
「
正
因
為

彈
性
大
，
令
老
師
無
從
入
手
。
」
新
課

程
將
原
有
內
容
整
合
，
有
相
對
固
定

的
課
程
框
架
，
節
省
老
師
編
排
的
工

夫
和
時
間
，
令
老
師
更
容
易
掌
握
需

要
教
授
的
知
識
，
亦
能
夠
更
緊
密
、

更
有
系
統
地
教
授
。

《
憲
法
》
、
《
基
本
法
》
、
國
情
和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等
都
是
課
程
的
重
要

學
習
元
素
，
他
表
示
：
「
過
去
教
育

局
鼓
勵
學
校
用
自
然
連
繫
、
有
機
結

合
的
方
式
放
到
課
程
內
，
但
很
多
老

師
都
反
映
有
不
少
困
難
。
」
新
課
程

他
們
的
學
習
動
機
，
為
銜
接
高
中
，

修
讀
心
儀
的
選
修
科
目
作
準
備
，
以

部
署
未
來
。

建
正
向
價
值
觀
　 

準
確
認
識
國
情

李
主
任
認
為
，
新
課
程
希
望
老

師
協
助
學
生
建
立
生
活
上
的
正
向
價

值
觀
，
並
思
考
作
為
不
同
持
份
者
時

應
有
的
態
度
。
他
舉
例
，
學
生
作
為

香
港
居
民
，
其
生
活
與
《
基
本
法
》

有
甚
麼
關
係
、

作
為
中
國
公
民
，	

了
解
國
家
發
展
對
他
們
有
甚
麼
重
要

性
等
，
都
是
新
課
程
希
望
他
們
學
習

到
的
內
容
。

他
亦
相
信
，

透
過
課
程
能
啟

發
學
生
對
了
解
國
家
發
展
的
興
趣
，

並
引
導
他
們
準
確
和
正
確
地
認
識
國

情
，
有
助
於
引
發
他
們
對
未
來
規
劃

或
目
標
的
思
考
。

李主任指新課程要求學生必須學習核心內容，可按不同學校、班別和學生的學習 
差異調整內容深淺，但這並不等同將高中課程放到初中教授。

新課程希望老師協助學生建立生活上的
正向價值觀，並思考作為不同持份者時

應有的態度。

課

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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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動
教
學
　 

加
深
學
習
理
解

李
浩
然
主
任
時
常
活
用
不
同
教

學
策
略
或
方
法
，
引
起
學
生
對
課
堂

的
興
趣
。
他
表
示
自
己
小
時
候
主
要

以
聽
、
思
考
或
問
答
的
方
式
學
習
，

對
學
習
較
難
提
起
勁
。
新
課
程
強
調

問
題
探
究
，
由
老
師
通
過
教
學
活
動

和
探
究
方
法
，
協
助
學
生
主
動
找
出

問
題
的
答
案
。
「
知
識
不
會
由
老
師

直
接
說
出
來
，
而
是
由
學
生
經
歷
一

個
過
程
，
來
掌
握
知
識
。
」
他
進
一

步
解
釋
。
他
舉
例
指
，
自
己
曾
運
用

M
in
e
c
r
a
f
t

遊
戲
讓
學
生
在
虛
擬
社

區
中
模
擬
日
常
鄰
里
互
動
，
讓
學
生

從
中
學
習
人
際
相
處
之
道
。

對
於
為
何
會
選
擇
以
情
境
或

遊
戲
的
方
式
切
入
，
李
主
任
笑
言
是

李主任通過Minecraft遊戲，讓學生從中學習到如何建構小社區，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當中甚麼應做或不應做。

李主任在體驗課向學生仔細講解桌遊卡牌的使用方法，同學們都專心一致聆聽。

因
為
自
己
本
身
比
較
貪
玩
，
加
上
對

機
械
、
電
子
等
新
鮮
事
物
有
興
趣
，

亦
能
從
中
得
到
很
多
有
助
教
學
的
啟

發
。
他
深
信
：
「
只
要
有
興
趣
、
有

動
機
，
他
們
學
生
就
會
肯
學
。
」
因

此
啟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成
為
他
教

學
的
目
標
，
他
希
望
能
儘
早
令
學
生

對
學
習
產
生
興
趣
，
避
免
日
後
想
學

時
卻
很
難
追
上
進
度
。

擴
增
實
境
（A

R

）
是
李
老
師
常

運
用
的
教
學
方
法
之
一
，
他
曾
讓
學

生
通
過
佈
置
家
居
，
真
實
感
受
貧
窮

人
士
居
住
在
「
納
米
樓
」
的
生
活
。
他

表
示
：
「
有
些
學
生
表
示
能
輕
易
將

指
定
的
傢
俱
放
進
﹃
納
米
樓
﹄
內
，
但

當
我
們
仔
細
檢
視
時
，
發
現
傢
俱
被

縮
小
了
。
當
學
生
改
回
一
比
一
的
正

常
比
例
時
，
便
會
發
現
連
床
都
未
必

能
放
下
。
」
經
歷
這
過
程
，
並
與
自

身
的
生
活
聯
繫
，
學
生
便
會
更
有
臨

場
感
和
容
易
理
解
。
他
認
為
各
種
教

學
方
法
都
可
應
用
於
公
經
社
，
但
必

須
切
合
課
題
內
容
，
例
如
教
授
個
人

成
長
時
可
利
用
角
色
扮
演
。

寄
語
師
生
　 

燃
點
學
習
熱
情

因
為
這
一
科
的
內
容
貼
近
生

活
，
有
別
於
其
他
科
目
。
他
建
議
任

教
老
師
多
嘗
試
將
課
程
的
課
題
與
學

生
的
生
活
聯
繫
，
從
而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亦
可
以
多
了
解
課
程
目

標
和
取
向
，
「
這
一
科
並
非
由
老
師

告
訴
學
生
由
零
到
有
的
知
識
」
，
而
是

幫
助
學
生
準
確
地
理
解
緊
扣
生
活
的

知
識
。

教

學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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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經
社
整
合
和
修
訂
原
有
生
社

的
內
容
，
我
們
特
意
邀
請
聖
公
會
聖

馬
利
亞
堂
莫
慶
堯
中
學
生
活
與
社
會

科
科
主
任
李
浩
然
老
師
、
東
涌
天
主

教
學
校
生
活
與
社
會
科
科
主
任
關
展

祺
老
師
，
以
及
明
報
教
育
出
版
公
經

社
教
科
書
編
輯
組
，
為
各
位
解
答
有

關
課
程
修
訂
的
問
題
。

李
：
李
浩
然
老
師

關
：
關
展
祺
老
師

編
：
教
科
書
編
輯
組

問
題
1—

公
經
社
集
合
了
原
有
生
社
合
共
多
達

29
個
單
元
的
內
容
，
三
年
時
間
怎
會

教
得
完
新
課
程
？

李
：新

課
程
經
過
重
新
整
合
，

有

固
定
的
課
程
框
架
，
能
更
有
系
統
、

更
緊
密
地
將
知
識
授
予
學
生
；
另
外

無
需
將
高
中
的
思
考
或
學
習
模
式
放

到
初
中
，
過
去
因
為
太
多
通
識
老
師

課堂上學生通過平板電腦內的小遊戲，配合工作紙學習香港的歷史事件。

李
主
任
教
授
生
社
已
有
八
年
，

一
直
堅
持
嘗
試
不
同
教
學
方
法
。
無

論
是
在
課
堂
內
運
用
工
具
如A

R

、
桌

遊
等
，
還
是
帶
領
學
生
出
外
親
身
體

驗
，
都
是
為
了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面
對
新
課
程
，
他
建
議
學
生
多

主
動
了
解
這
一
科
的
內
容
，
切
勿
輕

視
部
分
以
為
自
己
已
認
識
的
課
題
。

他
又
寄
語
學
生
，
每
項
事
情
都
有
優

點
和
缺
點
，
希
望
他
們
能
以
正
向
的

角
度
和
態
度
認
識
事
情
，
並
保
有
對

生
活
的
熱
情
以
及
觸
覺
，
主
動
學

習
、
主
動
追
求
知
識
。

我經常告訴學生我們要「玩得認真」，意思就是在玩的過程中有得着。

教
授
生
社
，
故
將
某
一
議
題
分
析
得

太
深
入
，
引
致
有
教
不
完
和
在
高
中

重
複
教
的
情
況
，
亦
令
學
生
感
到
辛

苦
。

關
：教

學
活
動
不
宜
太
冗
長
，

以

免
因
耗
時
而
影
響
教
學
進
度
，
亦
可

善
用
線
上
學
習
模
式
指
導
學
生
掌
握

各
單
元
的
基
礎
知
識
，
建
立
學
生
自

學
習
慣
之
餘
，
亦
能
更
靈
活
運
用
課

時
，
進
行
不
同
類
型
的
教
學
活
動
，

提
升
教
學
效
能
。

問
題
2—

是
否
下
學
年
便
要
任
教
公
經
社
？

編
：

	

教
育
局
建
議
公
經
社
於2

0
2
4

年
9
月
在
全
港
學
校
的
中
一
級
全
面

推
行
，
同
時
鼓
勵
學
校
考
慮
於2

0
2
3

年
9
月
試
行
新
課
程
。

解

惑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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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3—

是
否
需
要
為
公
經
社
新
課
程
準
備 

銜
接
教
材
？

李
：如

果
是
曾
教
過
生
社
的
老
師
，

在
新
課
程
其
實
不
用
太
擔
心
能
否
銜

接
，
因
為
新
課
程
很
多
內
容
都
是
以

生
社
課
程
的
內
容
為
基
礎
，
故
無
需

特
別
的
準
備
。
而
更
新
的
內
容
也
是

一
些
不
難
掌
握
的
處
境
知
識
，
所
以

只
要
把
握
好
新
課
程
的
課
題
安
排
及

脈
絡
，
應
該
沒
有
過
渡
問
題
。

如
果
是
未
教
過
生
社
的
教
師
，

更
不
會
有
銜
接
的
問
題
，
只
要
清
楚

了
解
各
個
課
題
中
的
知
識
點
以
及
課

程
的
目
標
，
相
信
以
教
師
本
身
的
專

業
將
能
夠
處
理
新
課
程
的
內
容
。

關
：學

校
或
老
師
可
視
乎
校
情
需

要
，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為
新
課
程
準
備

銜
接
教
材
。

由
於
新
課
程
將
於2

0
2
4
/2
5

年

度
正
式
在
中
一
級
推
行
，
換
言
之
，

屆
時
學
校
有
機
會
在
初
中
同
時
教
授

新
舊
課
程
，
所
以
科
主
任
可
考
慮
繼

續
讓
兩
批
學
生
根
據
課
程
綱
要
的
要

求
，
有
序
和
完
整
地
學
習
公
經
社
和

生
社
的
課
程
內
容
，
以
免
令
學
生
在

新
舊
課
程
的
學
習
上
出
現
缺
失
。

問
題
4—

有
些
學
校
在
處
理
學
習
領
域
範
疇
一

﹁
個
人
與
群
性
發
展
﹂
時
，
會
將
相
關

內
容
放
到
宗
教
科
、
個
人
成
長
課
程

或
班
主
任
課
，
而
不
放
在
生
社
校
本

課
程
。
這
樣
的
做
法
能
否
在
公
經
社

新
課
程
延
續
？

李
：在

新
課
程
上
，
局
方
不
建
議
將

「
個
人
與
群
性
發
展
」
的
內
容
改
放
其

他
課
程
及
活
動
，
以
取
代
公
經
社
的

相
關
部
分
。
因
為
其
他
科
的
教
學
方

式
可
能
與
公
經
社
互
相
不
同
，
要
求

學
生
掌
握
的
知
識
點
亦
各
有
側
重
，

所
以
即
使
在
其
他
場
合
學
生
有
接
觸

類
近
的
課
題
，
學
校
仍
應
在
公
經
社

教
授
相
關
課
題
，
以
回
應
公
經
社
的

課
程
要
求
。

問
題
5—

如
果
我
校
於2

0
2

3
/2

4

學
年
試
行

新
課
程
，
又
或
我
希
望
提
前
準
備

新
課
程
，
我
可
以
如
何
參
考
現
行 

教
科
書
？

編
：

	

公
經
社
有
部
分
內
容
與
現
行
生

社
相
關
，
由
於
新
課
程
暫
時
未
有
教

科
書
，
各
位
老
師
除
可
參
考
教
育
局

的
支
援
教
材
外
，
亦
可
參
考
本
社
的

《
生
活
與
社
會
》
系
列
，
下
表
列
出
了

與
新
課
程
相
關
的
課
題
，
方
便
老
師

搜
尋
相
關
教
學
資
源
，
為
新
課
程
提

前
做
好
準
備
。

只要清楚了解各個課題中的知識點以及課程的目標，
相信以教師本身的專業將能夠處理新課程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