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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龍城煙火記—— 

尋夢者的餐桌對話：採訪我的「家人」之教案 

一、 教案背景及理念 

課題 ⿓城煙⽕記——尋夢者的餐桌對話：採訪我的「家⼈」 

教學對象 20 名學⽣，當中包括：9 位多元⽂化學⽣及 11 位本地學⽣ 

教學時間 13:30-15:00 

施教⽇⼦ 2025 年 5 ⽉ 10 ⽇（星期四）【註：本課堂為⼈物採訪的成果展⽰課堂】 

設計課堂

的初衷及

特⾊ 

甲、以⽂化回應教學來緊扣課程發展所倡議的價值觀教育； 

1. 根據課程⽂件，培養學⽣持守正⾯的價值觀，實踐良好的⽣活態度和⾏為，

⼀直是⾹港學校課程的重要⽬標，故配合本校的校情和特⾊，設計出適切的

全⽅位學習活動，以學⽣作為學習中⼼，從他們的個⼈經驗、⽣活環境出發，

繼⽽探索與⾃⾝相關議題，⿎勵不同背景的同學共同學習，培養學⽣正⾯的

價值觀、態度和⾏為，達⾄全⼈發展。 

2. 其次，本校位處新蒲崗，鄰近九⿓城，九⿓城正正是⼀個⽂化寶藏，所綻放

出「煙⽕味」是值得⾮華語同學來深⼊考察和認識，進⽽反思個⼈與⾃⾝的

社區關係。通過烹飪的體驗學習課堂，泰籍學⽣作為⼩組⾧，除了帶領同學

煮泰國特⾊⾷物——菠蘿炒飯，還能向其他同學介紹⾃⾝⽂化，繼⽽挖掘⾃

⼰⾝分中較別⼈豐富的⽂化資本，也能讓培養其他學⽣對不同⽂化的包容、

理解、尊重、欣賞，領略⾹港作為多元⽂化⼤熔爐的多采⾵貌。 

 
圖⼀：課程發展議會於 2021編訂：⾸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 

⼄、善⽤社區資源，促進家校合作，共同設計多元⽂化共融的中⽂課堂； 

1. 誠然，九⿓城是⾹港最多元化的地區之⼀，擁有着豐富的社區資源，除了美

味的⾷物、深遠的歷史背景和濃濃的異國情調外，還有多個來⾃亞洲各地的

族群在這裡扎下了根，形成⼀個獨特的⽂化社區。不同⽂化互相交融，互相

碰撞，為九⿓城帶來⼀種獨有的⽂化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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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次課堂邀請中三級泰籍家⾧來校教授如何烹飪泰國特⾊⾷物，進⽽讓其他

⽂化背景的學⽣認識泰國飲⾷⽂化，配合「先聽說後讀寫」的語⽂教學策略，

使同學了解主⼈翁在⾹港所經歷的甜酸苦辣，以及如何適應⾹港⽣活和學習

廣東話，讓同學明⽩到幸福⽣活有賴⽗母在背後默默無聞的⼯作，使他們能

尊重及感恩家⼈的付出。 

3. 其次，去年籌辦的「⿓城之漫遊」⼾外課堂成功帶動學⽣的學習熱情，效果

良好。本次課堂也建基於去年的基礎，設計出延伸課堂，從「探尋辦學團體

的根」的主題，再回歸⾃⾝，嘗試從他者經驗中探索個⼈夢，例如：了解主

⼈翁在九⿓城⼯作的⾟酸與喜悅，以及如何在⾹江追逐⾃⼰夢想，相信能啟

發學⽣對職業導向和夢之追逐，從⽽引導他們作出反思，了解⾃⼰的能⼒和

興趣、⽴志、培養正⾯的學習和⼯作態度。 

                              職業 

 

 

 

                                  情懷 

 

 

                        我的家人     九龍城社區 

 
 

圖⼆：⼈與社區的關係圖 

丙、以多元的圖書與影像增加閱讀的廣度，拓寬學習材料的範疇； 

1. 正如⿈潔貞所⾔：「豐富概念的輸⼊及輸出，不⼀定⽤⽂字，⼀念、⼀圖也可

促進思維及詞彙的發展」，繪本承載着豐富的內容及信息，能提⾼⾮華語同

學的閱讀興趣，繼⽽提升其語⽂能⼒。配合多元⽂化學⽣的特性，以⽣活社

區相關的繪本《泰好玩》來介紹泰國新年「潑⽔節」的元素，讓學⽣能通過

圖像來觀察所表達的信息與情感，繼⽽連結學⽣⽣活經驗，理解詞語。 

2. 其次，⾮華語同學參考字卡繪本中的⽰例，來製作圖畫字卡，配以母語的⽂

字，中⽂和讀⾳，以趣味⽅式把字詞圖像化。學⽣需要搜集關於「夢想」、「⽣

活」、「⽂化」等不同主題的詞語，逐步地建⽴⾃⼰的字詞庫。再者，使⽤⿈

春明所提倡的「撕畫」⽅式來展⽰對字詞理解，繼⽽加強他們對於字詞的印

象。 

3. 除了讀寫元素，也可結合港產混⾎中鋒David Muoka 在⾹港「尋夢」的視聽

⽚段，從他的⾝上受到啟發，再思考個⼈夢想，且初步了解到採訪過程和提

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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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多元化的學習材料 

學⽣已具

備的知識

和能⼒ 

甲、知識 

1. ⾮華語同學早前已掌握撰寫邀請卡的格式和技巧，並就着「泰國⽂化」的主

題來製作字卡。 

2. 其次，多元⽂化學⽣已初步掌握採訪的技巧，例如：通過「六何法」來設計

問題，以及有禮地提出問題，及通過眼神交流，向被採訪者表達尊重。 

⼄、技巧 

1. 多元⽂化學⽣均曾參與本校體驗學習週（Learning Detours），能夠就著特定

的範圍，能完成相關的任務或習作的能⼒，對「體驗式」的語⽂課堂有⼀定

的經驗和體會。 

2. 其次，多元⽂化學⽣在不同科⽬的課堂中教授分組合作探究與匯報能⼒的經

驗，尚能靈活運⽤資訊科技和設備來蒐集資料和紀錄資料。 

課堂的預

計困難及

關注問題 

甲、多元⽂化學⽣⾯對的學習「中⽂」的困境 

1. 受限於學習中⽂的年期，多元⽂化學⽣的多樣性顯著，惟信⼼不⾜，常遇到

無法可循，無內容可等瓶頸。 

⼄、關注問題 

1. 因應本校多元⽂化學⽣的學習特性和困境，如何善⽤社區資源和家校合作，

繼⽽提升他們學習語⽂的興趣和效能？ 

2. 因應本校多元⽂化學⽣的多樣性，如何結合課堂，⾃我學習和全⽅位學習來

照顧他們的學習差異？ 

3. 如何以⼀種更輕鬆愉快的體驗式學習形式來使多元⽂化學⽣認識其他多元

⽂化，把學習連繫⾄⽣活和社區，拓寬視野？ 

教學⽬標 
甲、知識 

1. 通過採訪泰籍家⾧，繼⽽認識其他國家的⽂化。 

社區

繪本

字卡

繪本

尋夢

影片

詩話

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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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 掌握⼈物採訪的⽅法，通過⼜頭對答，鍛鍊中⽂⼜語表達能⼒。 

2. 運⽤⼈⼯智能，設計採訪問題及協助修訂篇幅，完成相關的採訪任務。 

丙、價值觀及態度 

1. 認識⾃我，認清⽬標：認識⾃⼰性向、興趣和能⼒，及確⽴⽬標，認清⽅向。 

2. 職業探索：從別⼈⾝上，學習追尋及實現夢想的⽅法。 

教學資料 教材、教學簡報、視頻、思維導圖等。 

 

二、 教學材料和施教流程 

教學材料 

甲、從閱讀⾄寫作的多模態學習模式： 

 
⼄、有機結合綜合的語⽂元素，探討九⿓城的本⼟與多元⽂化內涵； 

1. 同學先閱讀《泰好玩》繪本，從⽽認識泰國新年的⽂化元素和字詞，例如：裝

飾、⽔果、⾷物。其次，同學將所認識的中⽂字詞，按照他們的理解，繪製圖

像化的字卡，再以中⽂，粵語讀⾳和英⽂或母語來加深對詞語的印象。 

2. 其次，因為同學經歷第⼀次⼤課後，對於泰國⽂化有初步的認識，並嘗試應

⽤⼤課所學習的技巧，來撰寫邀請泰國家⾧到校教授烹飪泰國⾷物的邀請卡

及整理相關字卡，以善⽤當中元素來設計感謝家⾧到校授課的感謝卡。 

3. 再者，在第⼆節的課堂當中，⾮華語同學會與本地同學⼀⿑學習採訪技巧及

禮儀，在烹飪體驗式課堂當中，運⽤相關技巧，就着「社區⽂化」、「職場技

巧」和「夢想」等⽅向，向泰國家⾧提問，進⼀步了解泰國⼈在九⿓城社區的

⽣活，以及如何適應⾹港的節奏和職場⽂化，以及如何供養⼩孩⾧⼤，繼⽽

啟發學⽣思考如何在將來尋夢。 

4. 最後，沿⽤去年的 4F 反思策略，思考⾃⼰在體型性課堂中所學習，所發現的

東西和所感，繼⽽思考對將來的啟發和得著。 

•繪本、短片
•手撕畫
•文字

輸入

•邀請卡及感謝卡
•字卡
•訪談
•手繪圖／圖像筆記冊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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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體驗式課堂」所涉及的語⽂元素 

教學⽅法 

甲、回顧採訪技巧和注意事項，充分掌握語境和採訪⽬的； 

1. 模仿例⼦，學習採訪句式的基本要素： 

 
2. 訪問的技巧和態度： 

 
⼄、重溫字詞，鞏固字詞記憶； 

1. 烹飪⾷物前，⽼師會就着桌⾯上的⾷材，抽問多元⽂化學⽣該⾷物的中⽂是

什麼及相關動詞又是什麼，藉此加強他們對基本飲⾷字詞的掌握。 

• 有關「飲⾷」的字詞：飯、菠蘿、菠蘿罐頭、⽶油、雞蛋、雞精、⿈薑粉、

湯、醬油、泰國臘腸、⾁鬆…… 

• 有關「烹飪」的動作：【打開】菠蘿罐頭、【打開】瓶蓋、炒飯、【敲】雞

蛋、【切】菠蘿、【撒】雞粉…… 

 
丙、應⽤⼈物採訪之技巧，順利與泰籍家⾧訪談； 

1. 在烹飪活動結束後，根據⼈物採訪⼯作紙的提⽰，應⽤上堂所教授的訪問技

閱讀

整理

訪談

反思

（4F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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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就着「職業」、「九⿓城⽣活」和「夢想」等⽅⾯來提問泰籍家⾧。 

 
丁、善⽤反思評估⼯具，讓同學反思活動的得著； 

1. 使⽤ 4F 法來反思所⾒所聞，如下： 

 問題 

事實（Facts） § 本課堂學習到什麼知識及⽅法？ 

感受（Feelings） § 你在本課堂中有什麼體會？ 

發現（Findings） § 通過本課堂，讓你發現了什麼東西？ 

未來（Futures） § 你覺得本課堂對你將來有什麼啟發和得著？ 
 

教學反思 

甲、學習內容連繫⽣活，使課堂變得更有趣，讓不同能⼒的同學同樣受益，進⼀步提

⾼他們在語⽂學習中的擁有感； 

1. 是次體驗式課堂建基於前期教學鋪墊，⾮華語同學需要掌握寫邀請卡的技巧，

繼⽽邀請嘉賓。其後，透過繪本來認識泰國⽂化，更設計⼀些「圖像化」字卡

來加強對字詞的印象，使中⽂學習不再侷限於傳統課堂抄寫，更加⽣動地呈

現字詞形象，使他們學習變得愉快，也能通過圖像來掌握內容，更就着相關

主題來表達⾃⼰的⽣活經驗和想法，學習中⽂動機明顯地提⾼不少。 

2. 無論是多元⽂化學⽣或是本地學⽣，能⼒較⾼或較低的同學，他們都對烹飪

課堂充滿興趣。與家⾧共同烹飪和採訪過程可⾒，他們⾮常踴躍地參與，令

⽼師感到驚喜。以及⼀些能⼒較弱或較被動同學也尊⼼家⾧的指引和分享，

變得更主動參與在⼩組當中，變得更願意嘗試。 

3. 教師作為學⽣的啟迪者和同⾏者，學⽣的多樣性是挑戰，也是帶來無窮無盡

的發揮空間，例如：是次的烹飪採訪課堂，⽼師在當中⽰範如何提問，以及協

助能⼒較弱的⾮華語同學提問，事後肯定對他們在語⽂學習的進步和勇於提

出勇氣，讓他們感受到認可所帶來的滿⾜，也是增強他們學習語⽂信⼼的重

要⼀環。 

4. 最後，校⽅也會將多元⽂化學⽣的學習成果加以設計和印刷，贈送予同學、

⽼師、家⾧、贊助⼈及辦學團體幹事，肯定多元⽂化同學的努⼒和付出，表達

欣賞之意，繼⽽提升他們在語⽂學習上的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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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拓寬學⽣視野，啟發思考，連結未來； 

1. 學習地點不再侷限於課室，⽽是在家政室中與家⾧合作，共同教授⼀些知識

和技巧。且多元⽂化學⽣的家⾧擁有着獨特的⽣活經驗，他們來到⾹港後，

往往⾯對着學習粵語的挑戰，以及糊⼜的迫切性，閱歷所帶來的提點，對⼆

語學⽣⼤有裨益。 

2. 課堂啟發同學對未來的思考，如：中三泰籍⾺同學在課後向⽼師分享：我將

來的⽬標是做警察，⼩時候看⾒媽媽很⾟苦地⼯作，中⽂⽔平又不好，只能

在餐廳⼯作，或是從事清潔。⾜⾒，⽣涯規劃是⼀個持續過程，語⽂課堂同樣

能增加他們對⽣涯規劃的認識，引導他們對未來發展⽅向的思考，有助他們

提早規劃升學或就業⽅向。 

 

 
 

 

 

 

 

 

 

 

 

 

😊 
圖五：泰籍王同學代表家⾧，接受中四

視覺藝術科吳同學所繪的「芒果沙

冰」，以表同學感謝其家⾧送芒果沙冰

之意。 

圖六：徐思明校⾧代表學校，於

4⽉ 14⽇向本校贊助⼈廖偉民教

授贈送多元⽂化學⽣所設計的

潑⽔節⽑⼱和新年賀卡。 

圖七：於 4 ⽉ 12 ⽇的⿓城潑⽔節

時，⼀眾多元⽂化學⽣代表學校，將

他們的學習成果贈予樂善堂總理，主

席及本校校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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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錄：學習成果及參考書籍 

學習成果 

甲、體驗式的課堂進⼀步提升多元⽂化學⽣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1. 本校的多元⽂化學⽣學習中⽂的動機較低，語⽂能⼒較為參差。但本次烹飪

的體驗式課堂讓學⽣不受⽂字和語⾔的窒礙，樂於學習。且多元⽂化學⽣能

與本地學⽣⼀起烹飪泰國特⾊⾷物，且泰籍學⽣幫助家⾧翻譯部分⽤語為中

⽂，使得課堂變得親切和有趣。 

2. ⾮華語同學無聊在課堂前準備，還是在課堂中均是笑容滿⾯，且積極詢問嘉

賓所使⽤的⾷材，烹飪⽅式與⾃⾝⽂化的不同，其後更樂於分享⾃⼰的飲⾷

⽂化，表現積極投⼊，且踴躍表達意⾒，學習興趣也變得濃厚，⾜⾒他們的學

習動機得到⼤⼤的提升。 

3. 再者，嘉賓⽰範結束後，⾮華語同學需要指導本地同學如何烹飪菠蘿炒飯，

繼⽽⼤量使⽤中⽂詞彙，在輕鬆學習環境下，無形地促進他們使⽤中⽂表達

的信⼼。 

 

   
圖⼋：泰籍學⽣作為⼩組⾧，需要提前準備好翌⽇的⾷材。 

  
圖九：根據泰籍家⾧的⽰範，同學⾃⾏完成菠蘿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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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繪本、字卡的教學，進⼀步地提⾼學⽣的識字量和理解能⼒； 

1. 中國字型結構對多元⽂化學⽣感到抽象，結合繪本的特點，能以圖畫解釋說

明，有助學⽣理解字詞和故事內容，也能幫助學⽣建構和積累⽂本以外的⼼

理詞彙，繼⽽提⾼學⽣的識字量和理解能⼒，字卡成果的腦圖如下： 

 

 

 

 

 

 

 

 

 

 

 

 

 

 

 

 

 

 

 

 

 

 

 

 

 

 

字卡作品 

舉隅 

裝飾 

食物 

語⾔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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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配合⼈物訪談的教學，進⼀步地提⾼學⽣的說話和思維能⼒； 

1. 通過訪談的活動，能提供不少機會讓學⽣分享⾃⾝的⽂化，繼⽽帶動說、寫

的能⼒。且泰籍學⽣能通過他們的語⾔優勢，幫助採訪者翻譯問題⾄泰⽂，

幫助家⾧了解同學的問題。 

2. 同學普遍能使⽤「六何法」技巧來提出問題，例如：採訪者是什麼時候來到⾹

港，來到⾹港後從事什麼職業，如何學習廣東話，或是學習廣東話最難的地

⽅在哪裡，泰國⽣活環境與⾹港最⼤差異在哪裡…… 

3. 能⼒較佳的同學能就着觀察「菠蘿炒飯」所承載的飲⾷⽂化元素，進⽽提出

⾷材與⾹港或粵式之差異，來詢問泰國獨有的飲⾷現象，進⽽反思⾃⼰家庭

煮⾷⽅式的不同之處。 

 
圖⼗：同學在家⾧⽰範烹飪菠蘿炒飯的過程，也不忘請求家⾧解惑。 

丁、以輕鬆愉快的「體驗式課堂」來促進品德情意、正⾯的價值觀之培養； 

1. 烹飪和訪談的課堂讓同學觀察到⽗母養育⼦⼥之不易，訪談者講述⾃⼰來到

⾹港之時，因不通語⾔，只能從事餐廳⽔吧，負責廚房中準備⾷材，和清潔⼯

作，也是⼗分⾟苦養⼤兒⼦，但看到兒⼦健康成⾧，已感到⼗分開⼼和滿⾜，

繼⽽勸喻同學⼀定要讀好書，學好廣東話，才能從事⼼儀⼯作。 

2. 當同學聽到家⾧⽬前從事清潔⼯作時，內⼼難免有些觸動，感受到採訪者⾝

上所散發的堅毅的特質，也為她的真性情感到尊敬，在學習中也要努⼒，才

能成就夢想。 

3. 泰籍學⽣為了讓巴基斯坦的同學也能嘗「素⾷版」菠蘿炒飯，也特別買了印

有清真標誌的⽶油，以及烹飪⼀盤不放⾁的菠蘿炒飯，配以芒果沙冰，可⾒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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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間互相尊重，互相欣賞對⽅的⽂化，讓⼈感動。 

4. 再者，泰籍家⾧在過程當中也教授師⽣⼀些泰國⽤語，例如：男⽣如何說新

年快樂，⽽⼥⽣如何說新年快樂，當中也因為說話⼈性別⽽有所不同，讓學

⽣認識到泰語的規則。且所有同學在最後也使⽤泰語向家⾧表達祝福之意，

也是互相尊重對⽅的⽂化。 

5. 最後，校⽅也將同學在課堂中所繪所寫的作品，贈送給兩位泰籍家⾧，感謝

他們到家教授烹飪，以及提供泰國飲品來促進課堂氣氛，表達出⼀眾學⽣和

校⽅對他們的感謝之意。 

 

   
圖⼗⼀：根據泰籍家⾧的烹飪⽰範，中四修讀視覺藝術科的吳同學即場繪製⾷物素

描，贈於家⾧留念。 

     
圖⼗⼆：陳凱珊副校⾧代表學校，向家⾧贈送中⼆級泰籍王同學所設計的感謝卡，以

表感謝之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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