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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工作紙設計 

從三條不平等條約看香港問題的由來 

 

甲. 工作紙的基本資料 

教學課題 香港問題的由來 

相關主題、課

題、學習重點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學習重點：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其背景） 

整體構思要旨 

這份工作紙旨在讓學生認識三條不平等條約及香港問題的由

來。 

工作紙運用不同類型的資料及思考工具，並配合講授和小組討

論，讓學生認識香港與祖國關係，增強對國家、中華民族的認

同感和歸屬感。 

教學目標 

知識： 

 認識香港問題的由來 

技能： 

 利用不同類型的資料（文字、視頻、圖片）探究課題 

 同儕協作、自主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清楚表達自己的論據，並根據事實和證據，以客觀、持 

平和具同理心的態度來看待其他人所持的意見和觀點 

價值觀及態度： 

 增強對國家、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所需課時 

本份工作紙共有五項學與教程序，其中程序一和五分別安排於

課前及課後完成，而於課堂進行的程序二至四，約需時 50-60 分

鐘。請教師按照校本情況安排適合課時，以及完成各項學與教

程序所需要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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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使用工作紙的學與教程序 

程序一：課前預習題目 

 

 於課前派發附件一，要求學生上課前觀看有關香港遺跡的影片、閱讀資料，

及完成預習題目。附件一包含三份資料，資料一關於李鄭屋漢墓的歷史，

資料二關於唐代屯門在軍事及中外交通上的重要性及資料三關於宋皇臺的

歷史。學生需要整理資料，歸納不同朝代的歷史遺跡，讓他們明白香港自

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之後，再要求學生網上搜尋一個例證，以培養自

學能力。 

程序二：課堂教授資料 

 

 教師檢查學生的課前預習，並邀請學生分享其預習成果。 

 教師在學生分享後作簡略總結，指出從歷史上，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

部分。 

 派發附件二的課堂授課資料，資料四介紹與香港相關的三條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學生應已在初中中國

歷史科學習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過程和條約內容，所以教師在課堂只需

提綱揭領向學生講授即可，旨在引起學生的回憶，以收溫故知新之效。資

料五解釋香港問題的由來及解決方法，讓學生對香港問題有更全面和深入

的理解。 

程序三：課堂小組討論資料 

 

 要求學生分組及派發附件三的課堂小組討論資料，建議小組討論時間約 25-

30 分鐘，教師可因應學生的學習程度和班上的人數，彈性安排分組的人數

及小組討論的時間。 

 附件三包括兩份資料，資料六關於「不平等條約」的特徵，而資料七則介

紹香港從來不是英國「殖民地」的視頻。閱讀資料及觀看視頻後，學生需

要討論為什麼這三條條約會被視為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它們有什麼特徵；

及解釋香港不是英國「殖民地」的原因。 

 邀請學生匯報討論結果，並結合個人認識（教師可參考工作紙內的提示）

而就學生的匯報內容作點評和補充。 

程序四：課堂總結 

 

 派發附件四，教師總結課堂學習重點，重溫這份工作紙的學習重點，鞏固

學生知識：1) 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2) 三條不平等條約的背景及

內容；3)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解決「香港問題」。 

程序五：課後延伸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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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發附件五作為課後延伸習作，要求學生於課後完成。 

 該份練習有三題練習題目，旨在從日常的建築物或街道名稱出發，讓學生

更了解香港歷史及香港與國家的關係。首先，學生可參考資料四及自行搜

集資料，配對香港街道相片及香港被英國佔領的歷史資料。然後，要求學

生試在網上搜尋一個建築物或街道例子，指出其名稱的由來及反映香港被

英國佔領的歷史。最後，教師要求學生各舉出一個香港地方能顯示國家與

香港關係密切，以及體現香港回歸祖國。 

 教師可安排學生於下一課節匯報，或是使用其他形式展示及分享學生的學

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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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前預習題目 

 

閱讀以下資料，完成預習題目。 

 

資料一：李鄭屋漢墓的歷史 

 

視頻：〈《歷史有話說》 第二集：漢代〉 

(粵語旁白，中文字幕，觀看片段：0:00-2:15） 

網址： 

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zh-hant/node/3506  

 

資料二：唐代屯門在軍事及中外交通上的重要性 

 

 

唐代(618-907)南方經濟發展迅速，廣州為南方

最大商港，南洋諸國及阿拉伯商人皆在廣州之「蕃

坊」聚居，朝廷於廣州設巿舶司，管理海外貿易；

為保護海上貿易，於 736 年，置屯門軍鎮，率二

千兵駐守。 

 

屯門亦稱團門，又稱段門，位香港新界西部，其位置扼廣東珠江口外交通要

衝，故凡波斯、阿剌伯、印度、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等地人士，欲由海路到中國

貿易者，必先集屯門，然後北上廣州貿易。屯門境內之主山名屯門山，又名青

山，古稱杯渡山，因杯渡禪師曾駐錫而得名。 唐初，香港地區屬廣州府南海郡

寶安縣，757 年，寶安縣改為東莞縣，香港地區遂亦轉隸廣州府東莞縣。 

 

資料來源： 

節錄自〈唐代及五代時期屯門在軍事及中外交通上的重要性〉，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歷史科：

香港發展錄像專輯》參考文章，2024 年 2 月 26 日，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

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chinese-history/Tang_2_S.pdf。 

 

資料三：宋皇臺的歷史 

 

視頻：〈《歷史有話說》 第四集：宋代氏族移港 – 來香港避

難的皇帝〉 

(粵語旁白，中文字幕，觀看片段：0:00-2:15） 

網址：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zh-

hant/node/3516?gad_source=1&gclid=EAIaIQobChMI4PWNtqXAhAMVytQ

WBR32nQP-EAMYASAAEgJYcP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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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習題目 

 

1. 根據資料一至資料三，如何證明「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試在下

表加以說明。 

 

漢代 在李鄭屋漢墓模印的墓磚，其中有「大吉番禺」及「番禺大治

曆」銘文，除了寓意祈祝番禺縣大吉大利，長治久安之外，更

可印證秦漢兩代，香港地區都隸屬南海郡番禺縣。 

 

 

唐代 屯門，位香港新界西部，其位置扼廣東珠江口外交通要衝，故

外國商人欲由海路到中國貿易者，必先集屯門，然後北上廣州

貿易。唐初，香港地區屬廣州府南海郡寶安縣，757 年，寶安

縣改為東莞縣，香港地區遂亦轉隸廣州府東莞縣。 

 

宋代 南宋末年，蒙古大軍南侵，端宗及其弟昺和家人循海路南逃到

廣東一帶，宋室曾在今天的香港地區棲息，駐兵在九龍官富

場，即九龍城附近。蒙古大軍死纏不放，端宗得病駕崩，帝昺

即位，元軍追至，帝昺投海殉國，南宋滅亡。宋王臺就是為紀

念宋未兩位幼主而刻鑿。 

 

 

2. 除了資料一至資料三所提供的例子，請於網上搜尋一個例證，以說明「香港

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 

 

參考例子 

 秦始皇統一六國亦派遣大軍平定，今日的廣東和廣西地區，秦始皇廢封

建行郡縣制，設立南海郡、象郡和桂林郡，其中香港一帶的地區便屬於

南海郡番禺縣管轄。 

或 

 根據中國歷史文獻的記載，現今的香港地區所屬的縣治，漢時隸屬番禺

縣，晉時隸寶安縣，唐代屬東莞縣，明萬曆年間則改名新安縣。到了清

代，除了在康熙年間曾一度被併入東莞縣外，香港地區屬新安縣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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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堂授課資料 

 

資料四：與香港有關的三條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 

 

 晚清時期，英國對中國貿易長年處於入超的劣勢；為了改善這種情況，英國

向中國輸出鴉片。大量鴉片輸入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危害，吸食鴉片使人身

體疲弱，損害身心健康。另外，鴉片貿易使大量白銀流失，令清政府出現財

政危機，影響政權的穩定性。最終，清政府決定禁煙。湖廣總督林則徐被任

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虎門銷煙鴉片。 

 

 1840 年，英國啟動侵華戰爭，史稱「第一次鴉片戰爭」。最終，英國逼使清

廷簽署《南京條約》，侵佔香港島。通過《南京條約》及次年簽訂的補充文

件，英國還取得的利益包括開放中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口通

商；賠款 2,100 萬元；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 

 

 

《北京條約》 

 

 1856 年，中國商船「亞羅」號因為窩藏海盜，12 名水手在廣州黃埔被中國

水師拘捕，史稱「亞羅號事件」。這件糾紛迅即演變成「第二次鴉片戰爭」

的導火線。 

 

 1860 年，英法聯軍攻佔天津，隨後攻抵北京西郊海淀和圓明園。英法聯軍

在圓明園大肆搶劫，並縱火焚燒圓明園。 

 

 在英法兩國軍事和外交的雙重壓力之下，清朝政府與英國簽署了《北京條

約》。按照條約規定，中國新安縣九龍司的一部分領土，即今日九龍界限街

以南的部分被割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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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朝政府節節敗退。俄、法、日、德等國登

上了列強在遠東角逐的舞臺，英國在中國近乎壟斷的地位受到挑戰。為了

避免在爭奪中落後，英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參與在華租借地的爭奪。 

 

 1899 年法國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廣州灣（即今天的湛江）要求。英國政府向

清朝政府表示，如果法國租借廣州灣，英國亦要求展拓香港界址。 

 

 1898 年 6 月 9 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北京簽字。英國將沙頭角

海到深圳灣之間最短距離直線以南、今日界限街以北的廣大地區以及附近

島嶼和大鵬、深圳兩灣水域租借 99 年。這些原屬中國的領土和領海變為香

港新增的界域，於是稱為新界。 

 

 

資料來源：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簡報〉，教育局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網上資源平台，2024 年 2 月 26 日，https://cs.edb.edcity.hk/tc/ppt_for_teachers_cs.php。 

 

 

 

資料五：香港問題的由來 

 

 

香港問題的由來，重點就是香港地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而由 1842 

年之後的大半個世紀，英國用武力及外交手段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割

佔了港島及九龍、租借了新界，將香港地區置英國殖民政府管治之下，這就是

破壞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 

 

有問題當然要解決，解決問題的目的就是維護國家主權、維護國家統一，

以及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至於解決的方法，就是由中國政府收回給英國佔領

的香港地區，並且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體現中國的統一及國土的完整。 

 

資料來源：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簡報〉，教育局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網上資源平台，2024 年 2 月 26 日，https://cs.edb.edcity.hk/tc/ppt_for_teachers_c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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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課堂小組討論資料 

 

資料六:「不平等條約」的特徵 

 

「不平等條約」有以下四個特徵： 

 簽約談判過程中一方或多方採取武力或武力威脅的方式施壓，強迫對方簽

署 

 締約國之間沒有對等的談判地位 

 條約內容反映不平等的權利義務關係 

 條約明顯侵害某締約方的國家主權或利益 

資料來源：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簡報〉，教育局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網上資源平台，2024 年 2 月 26 日，https://cs.edb.edcity.hk/tc/ppt_for_teachers_cs.php。 

 

 

資料七：香港從來不是英國「殖民地」的視頻 

 

視頻 A：〈香港從來不是英國「殖民地」中國一直擁有香港的

主權〉 

(粵語旁白，中文字幕，觀看片段：0:00-3:46） 

網址： 

https://chinacurrent.com/education/article/2022/08/23933.html 
 

視頻 B：〈一國兩制與基本法：香港問題的由來〉 

(粵語旁白，中文字幕，觀看片段：01:30-02:36) 

網址： 

https://chinacurrent.com/education/article/2022/01/23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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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題目 

 

1.《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被視為不平等條約。根

據資料四及資料六，討論這三條條約的簽訂方式及內容，有哪些地方能顯示其

為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  採取武力威脅的方式：攻佔廈門、寧波、長江、上海、

南京 

 沒有對等談判地位：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 

 不平等的權利義務：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

國待遇; 

 明顯侵害某締約方國家主權利益：沒有年期，英國侵佔

香港島 

 

《北京條約》  採取武力威脅的方式：火燒圓明園，大肆搶掠 

 沒有對等談判地位：在英法兩國的軍事和外交雙重壓力

下，清政府投降及被迫簽訂《北京條約》 

 明顯侵害某締約方國家主權利益：沒有年期，英國侵佔

九龍半島 

 

《展拓香港界址

專條》 

 採取武力威脅的方式：中日甲午戰爭後，列強瓜分中國 

 沒有對等談判地位：法國想租借廣州灣，英國用外交手

段要求展拓香港界址 

 不平等的權利義務：英國得到土地，而且沒有付出任何

代價（租金），強行租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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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資料七及附件一各份資料，解釋香港不是英國「殖民地」的原因。 

 

 從歷史文獻及出土文物所見，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英國政府在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後，先後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北京

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三條不平等條約，根據國際法，三條條約都

是英國以武力脅迫清政府簽訂，因此並無法律效力，而 1911 年辛亥革命以

來的歷屆中國政府，也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過這三條不平等條約。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聯合國幾次的決議及公佈，清楚說明香港並非所謂

殖民地。1972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剔

除。 

 

 使用「殖民地」一詞來描述香港的地位並不恰當。自 1842 年以來，英國在

香港所實施的是殖民管治，並沒擁有香港的主權。正因如此，英國沒有權容

許香港自治或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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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總結課堂學習重點 

 

 

 

 

 

 

 

 

 

 

 

 

 

 

 

 

 

 

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

英國政府在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後，先
後強迫清政府簽訂三條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展
拓香港界址專條》，先後割佔香港島，
九龍和租借新界。

中英兩國政府在1984年12月簽訂《中
英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在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
主權，解決「香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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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課後延伸習作 

 

1. 部分香港街道的名稱與香港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根據資料四及網上搜集資

料，將以下香港街道相片及與之相關歷史資料以直線連結起來。 

 

 

 

 

 

 

 

 

 

 

 

 

 

 

 

 

 

 

 

 

 

 

 

 

 

 

 

 

 

 

 

 

 

英軍在 1841 年 1 月在此街道強行登

陸，舉行升旗禮和鳴放禮炮，宣布

佔領香港島。 

1860 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之後，

與清政府簽定《北京條約》，英國侵

佔該街道以南的九龍半島地區及昂

船洲。 

1898 年滿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展

拓香港界址專條》，沙頭角劃分為

華界和英界。在街道中央位置豎立

的八塊界碑，正是 1899 年勘界時

訂立的界線。 

中英街 

界限街 

水坑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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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及資料來源： 

• 〈香港最古老街道｜水坑口街 英軍登陸處 曾淪風月區 證港島百年滄桑〉，當代中國，2024

年 2 月 26 日，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7409/%E9%A6%99%E6%B8%AF%E6%9C%80%E5%8F%

A4%E8%80%81%E8%A1%97%E9%81%93%EF%BD%9C%E6%B0%B4%E5%9D%91%E5%

8F%A3%E8%A1%97%20%E8%8B%B1%E8%BB%8D%E7%99%BB%E9%99%B8%E8%99

%95%20%E6%9B%BE%E6%B7%AA%E9%A2%A8%E6%9C%88%E5%8D%80%20%E8%A

D%89%E6%B8%AF%E5%B3%B6%E7%99%BE%E5%B9%B4%E6%BB%84%E6%A1%91 。 

• 〈香港街道故事｜一街兩制？ 揭開邊境中英街的神秘面紗〉，當代中國，2024 年 2 月 26

日，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3185。 

• 〈《歷史有話說》 第 13 集：北京條約〉，團結香港基金，2024 年 2 月 26 日， 

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zh-hant/node/3536。 

• 〈1898 年 6 月 9 日《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北京簽訂〉，當代中國，2024 年 2 月 26 日，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4103/%E3%80%8A%E5%B1%95%E6%8B%93%E9%A6%9

9%E6%B8%AF%E7%95%8C%E5%9D%80%E5%B0%88%E6%A2%9D%E3%80%8B%E5%9

C%A8%E5%8C%97%E4%BA%AC%E7%B0%BD%E8%A8%82。 

 

 

2. 除了題目 1 提及的街道外，試再選取一個與香港曾被英國佔領的歷史有關的

建築物或街道例子，然後介紹其名稱的由來及反映的香港歷史。 

 

 

 

 

 

 

 

 

 

 

 

 

 

 

 

 

 

 

 

 

 

 

參考例子：彌敦道 

彌敦道早於 1860年夏季開始由英軍工兵修築，原來在清廷與英國還未簽訂

《北京條約》前，九龍半島已獲當時兩廣總督勞崇光以租賃形式，把九龍

半島以每年五百元租給英國。彌敦道最初命名為「羅便臣道」，以紀念英國

派駐香港的第 5任港督夏喬士羅便臣爵士。1904年，香港總督彌敦爵士主

力發展九龍半島，為了讓九廣鐵路英段更積極發展，於是擴闊彌敦道為一

條主要大道，並延長至窩打老道。在 1909年，為避免此路與香港島的同名

街道混淆，當時的香港政府決定把該道路更名為彌敦道，以紀念擴建該路

的總督彌敦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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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亦有不少地方能顯示國家與香港關係密切，以及體現香港回歸祖國，試

各舉出一個例子並加以說明。 

 

國家與香港關係密切的例子 

 

九廣鐵路鐘樓 

 

1898 年，香港政府與清政府達成協議，興建一條連接九龍尖沙咀至廣州的鐵

路，1910 年 10 月落成啟用。1975 年 11 月，九龍總站由尖沙咀海旁遷至紅磡。

尖沙咀的總站在 1978 年拆卸，但保留了鐘樓，現成為香港法定古蹟。從九廣

鐵路鐘樓，可體現國家與香港在陸路交通運輸方面的緊密聯繫。 

 

 

 

 

 

 

 

體現香港回歸祖國的例子 

 

金紫荊廣場 

 

在灣仔金紫荊廣場上，矗立著一座名為「永遠盛開的紫荊花」之大型雕塑，是

中央人民政府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賀禮，紀念 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