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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前言：綜合介紹教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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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編撰理念

• 2023年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十周
年。為配合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課程，並增加
學生對於相關課題的認識，教育局編製了以「一帶一路」倡
議為主題的教材，供教師參考及於課堂使用。

•教材於2024年初上載至「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網上資源平
台」，各位教師可利用以下二維碼瀏覽及下載：

Word 版檔案 PDF版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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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編撰理念

•整份教材包含五篇學與教工作紙設計，從不同方
面顯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歷程及取得的成
果，並引述具代表性的發展項目為例子，藉以說
明「一帶一路」倡議的豐富內涵。

•各篇工作紙都包含課前預習、課堂講授、小組討
論和課後延伸習作的環節，並附有相關學與教資
料供教師使用（詳見工作紙的各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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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編撰理念

•教育局旨在提供配合課程的教材予學校使用，
教師應按校本情況適切選取，無須全部教授各

篇工作紙。

•請因應校本情況適當運用課時，並調適資料內
容的深度與廣度，以及配合事態發展而予以更

新，務求取得更佳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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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編撰理念
•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及前瞻的重要參考資料

〈共建「一带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
踐〉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頁，
2023年10月10日。

〈習近平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
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網頁，2023年10月18日。

〈堅定不移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走深走
實的願景與行動：共建「一帶一路」未來十年發展展
望〉，新華網，2023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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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涉及的範疇

介紹教材的編撰理念

宏觀認識「一帶一路」

從教育交流看民心相通

從跨境貨運看貿易暢通

從高鐵建設看設施聯通

從海外投資看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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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簡介教材內各份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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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介紹以下三份工作紙

從課前預習、課堂學與教、課後延伸習作說明教材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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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前預習的設計要旨

•課前預習旨在為課堂學與教作好準備，包括：

 提供背景知識

 重溫以往所學

 自行搜集資料，培養自學能力

•預習要求不會過於深入，亦不要求學生使用太多時間完成。

•除了第一份工作紙（聯通萬里：「一帶一路」倡議及其發展歷程）

外，其餘四這份工作紙都是以學生已學習「一帶一路」倡議

的基本知識而設計。如學生未具備這些背景知識，教師宜在

使用這些工作紙前適當地向學生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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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預習：以第三份工作紙為例
（鋼鐵駝隊：中歐班列的開通及其帶動亞歐貿易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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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不同類型（文字、視頻、統計
數據）資料介紹中歐班列的概況，
包括它是甚麼性質的列車、路線起
訖點及經過的地區、歷年開行數量
和貨運量，以及運送的貨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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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預習：以第三份工作紙為例
（鋼鐵駝隊：中歐班列的開通及其帶動亞歐貿易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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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一，按下表所列的項目，
概略指出中歐班列帶來的影響。

以表格方式方便學生整理資料，
並在表格左方給予標題，協助學
生選取相關內容。

根據資料二，按下表兩項簡略描
述中歐班列的開行量及貨運量的
發展趨勢。

培養學生描述數據資料的能力。解
釋數據發展趨勢的變化，則留待課
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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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學與教的設計要旨

•包含互有關聯的學與教
環節：

檢查課前預習及引
入教學課題

教師授課 / 指導閱
讀（瀏覽視頻）及
整理資料

學生小組討論

總結課堂學習內容

•利用合適的學與教策
略，帶出教學課題。

•循序漸進，強調師生
互動與生生互動。

•讓學生在課堂展示所
學或討論成果，並回
饋學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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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學與教：以第二份工作紙為例
（職教繫情：促進民心相通的魯班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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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學與教：以第二份工作紙為例
（職教繫情：促進民心相通的魯班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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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學與教：以第二份工作紙為例
（職教繫情：促進民心相通的魯班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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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學與教：以第二份工作紙為例
（職教繫情：促進民心相通的魯班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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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討論資
料的目的



19

課堂學與教：以第二份工作紙為例
（職教繫情：促進民心相通的魯班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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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兩篇傳媒的報道內容，以及三
段視頻受訪者的意見，是否有類似
之處。

綜合課堂所學，你認為魯班工坊如
何做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
國聲音」。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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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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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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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資料比較與互證

綜合分析與延伸



課堂學與教：以第二份工作紙為例
（職教繫情：促進民心相通的魯班工坊）

 中國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
秉持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增強與沿線

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範疇的關係。教

育層面的交流合作，正是當中的重要環節，

魯班工坊就擔當了職業教育交流的角色。

•教育是培養人才資源和創新能力的重要源
頭，也是民心溝通的主要載體。通過包括魯

班工坊在內的教育領域合作與交流，令民心

相通的成效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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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後延伸習作的設計要旨

•延伸習作的作用

應用課堂所學

聯繫以往學習經歷

培養轉化能力

•習作涉及的範疇不會
延伸過遠，以免脫離

課堂的學習內容。

•習作份量適中，以配
合公民科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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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延伸習作例子：應用及聯繫以往學習經歷
（鋼鐵駝隊：中歐班列的開通及其帶動亞歐貿易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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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習作題目
「簡述漫畫所帶出的訊息。」

• 中歐班列是聯繫「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新通途

• 這條新通途是透過共同參與，
一起鋪就而成，歡迎沿線國家
加入。

應用課堂所學，
鞏固學習所得。



課後延伸習作例子：應用及聯繫以往學習經歷
（鋼鐵駝隊：中歐班列的開通及其帶動亞歐貿易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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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習作題目
「應用所學及於互聯網搜集資
料，指出中歐班列在粵港澳大
灣區的發展，在哪些方面與上
題漫畫所帶出的訊息相似？」

中歐班列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按照公民科課程先後次序，學
生應已學習粵港澳大灣區的內
容，具備相關知識，該題延伸
學習題目，可讓學生溫故知
新，鞏固和延伸所學。



課後延伸習作例子：培養轉化能力
（保民護利：從中巴經濟走廊看國家的海外利益安全）

•擬題方向：從中巴經濟走廊轉化至處理蘇丹撤僑行動

•擬題理念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海外中國公民的安全
和正當權益，同樣屬於國家的海外利益安全。若中國公民因
為所在的國家出現突發事件而令其生命受到威脅，國家會肩
負協助他們安全撤離的任務（撤僑行動）。

•選取發生於2023年4月下旬的一次大規模撤僑行動事件例子，
當時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非洲國家蘇丹爆發武裝衝突，
國家於是透過不同途徑，從當地撤走超過1,300名中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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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延伸習作例子：培養轉化能力
（保民護利：從中巴經濟走廊看國家的海外利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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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蘇丹情況及中國在蘇丹的投資

中國在蘇丹的撤僑行動



課後延伸習作例子：培養轉化能力
（保民護利：從中巴經濟走廊看國家的海外利益安全）

•延伸習作題目
•參考題目提供的資料，並在互聯網搜集相關資料，你
對於國家是次從蘇丹的撤僑行動有甚麼感想？試從整
體角度加以說明。

•給予學生的提示：
•從整體角度出發，就不同方面表達感想，例如國家重
視海外中國公民的生命安全；撤僑行動上下一心、迅
速有效；反映國家綜合國力強大；對外國公民同樣施
以援手，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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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編撰方面的特色

•提供明確教材使用指引(各份工作紙的甲部及乙部)，
讓教師理解：

 教材的設計原意及目標

 教學目標及重點

 課堂活動的程序及課時調適

 學與教資料的中心要旨

 小組討論問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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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說明書



4. 其他編撰方面的特色

•學與教資料
包含不同類型的資料（文字、視頻、圖片、數據
等），並用不同形式呈現（段落、列點、對話方
格、大事年表、流程圖等），藉以照顧學生的學
習多樣性。

盡量選取近期發布的資料，以配合和顯示「一帶
一路」倡議的發展情況。

•課前預習及課後延伸習作均提供參考答案或答題提
示，方便教師指導學生及批改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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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局方持續開發配合課程及形式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

•上載至「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網上資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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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多加留意和適切使用



謝 謝 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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