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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能力包括各種與人相處的技巧，例如：溝通、拒絕及調解
糾紛的技巧，以及清晰地明白在社會及團體中的自我身份。
研究結果顯示，良好的親子關係及師生關係與青年的親社會

行為有正面的關係；而良好的同輩關係與青年的反社會行為則有反面的關
係 (Ma, Shek, Cheung, & Lam, 2000)。另外，學者亦指出四種探索自我身
份組別中，能成功尋找自我身份的組別展示出最多親社會行為 (Ma et al., 
2000)。相反，在尋找自我身份的過程中出現問題的青年往往會展現較多
的反社會行為 (Grotevant, 1998; Ma, 1989)。因此，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
人際關係及培養出清晰的自我身份，有助他們展現正向的社交行為，成
功地與別人和睦相處。

在建立正面的人際關係方面，已在「與健康成人和益友的聯繫」構念中涵
蓋，而培養清晰的自我身份則會在本單元和「明確及正面身份」構念一起
探討。鑑於自我身份概念的範圍很廣，包括個人、團體、社會、國家、種
族、性別及信仰身份等。此構念會著重討論國民身份。

有研究指出確立社會身份認同能提升個人對團體的忠誠和忠心 (Van Vugt 
& Hart, 2004)。亦即是指，建立清晰的國民身份對於提升愛國精神及維持
社會穩定，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幫助青少年建立中國國民身份認同更
為重要，我們有需要向現今的青少年推行國民身份教育，讓他們更認識
國家、增加國家歸屬感，建立更好的人際關係，發揮更佳的社交能力。
　
在中一的教材套中，「社交能力」教材著重協助學生建立國民身份。中
二級教材共有兩個單元：單元 SC2.1 協助學生透過了解定居香港的少數
族裔，明白於日常生活中不應歧視不同種族人士，以建立和諧互助的社
會；單元 SC2.2 則建立學生貢獻香港的遠景，並強調職業無分貴賤，只
要盡忠職守便可對香港作出貢獻。

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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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慶強、尹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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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單元目的 教學目標

誰是香港人

(SC2.1)

（三十分鐘）

透過了解定居香港少數族
裔，明白於日常生活中不
應歧視不同種族人士

(1) 認識定居香港
的不同種族人
士

(2) 學會接納不同
族裔人士，並
懂得欣賞他們
的優點

職業狂想曲

(SC2.2)

（三十分鐘）

建立貢獻香港的遠景，並
強調職業無分貴賤，只要
在正當行業中盡忠職守，
便可對香港作出貢獻

(1) 明白各行各業
對香港也有貢
獻，建立對各
種行業的尊重

(2) 明白職業無分
貴賤，只須盡
忠職守，便能
對香港作出貢
獻

課程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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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念
  社交能力

	 對象
  中二學生

	 單元目的
  透過了解定居香港少數族裔，明白於日常生活中不應歧視不同種族人士

	 教學目標

  1. 認識定居香港的不同種族人士
  2.  學會接納不同族裔人士，並懂得欣賞他們的優點

 教學工具

	 	 簡報：「誰是香港人」    附件     1

	 	 導師參考資料：「誰是香港人」內容    附件     2

	 	 小組工作紙：「好巿民大選」    附件     3

	 	 自備工具：族裔代表    附件     4

	 	 成長拼圖  附件     5

 教學方法
  • 全班分享
  • 小組討論

「誰是香港人」SC 2.1



活動 步驟

I.	 引起動機

「誰是香港人」

	 5	分鐘

1. 導師播放簡報（ 附件 1 ），當中會出現四名不同背景的人。請學
生以投票方式表決圖片中的人是否「香港人」。

 
2. 簡報播放完畢，請全班一起討論及界定「何謂香港人」。

3. 總結時指出：

 i. 其實定居於香港及持有有效身份證(不論永久或非永久)的就是
「香港人」；

 ii. 香港居民中包括一些少數族裔人士，他們不是「過客」，和
我們一樣都是香港人。

II.	 全班分享

 「你願意嗎？」

	 3	分鐘

目的：	減少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歧視和偏見

1. 問：「同學們願意與一些皮膚較黑的人，如印度人、巴基斯坦人
接觸嗎？」

2. 接著逐步提問學生是否願意與一些印巴裔人士：1) 同住一座大
廈、2) 作自己的鄰居或 3) 同住一屋。

3. 討論完畢，可作簡單總結，然後引導學生思考：「為甚麼我們
好像較難接受皮膚較黑的種族？試想想他們受到排斥時會有甚麼
感受？如果我們到外國生活時也被人歧視又會有甚麼感受？」

III.	小組討論

 「好巿民大選」

	 15	分鐘

目的：	學會接納不同族裔人士，並懂得欣賞他們的優點

1. 學生分成 8 個小組並簡介活動內容。

2. 派發小組工作紙（ 附件 3 ）及族裔代表卡（ 附件 4 ）（每組代表
一族裔）予各組。

3. 背景為香港現正舉行好市民選舉，各組現在代表不同族裔人士參
選及想出應在報名表格上填上自己應該獲獎的原因。

4. 學生有 5 分鐘討論他們所代表的族裔應該獲獎的原因： 
 i. 所代表的族裔有甚麼長處； 
 ii. 如何能貢獻香港社會。
 然後各組作匯報，最後由特首（由導師扮演）決定哪些組別能得

到好巿民獎。

誰是香港人 SC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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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
次要活動活動程序      30 分鐘

教學工具

附件 3
附件 4

教學工具

附件 1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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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步驟

5. 導師綜合各組匯報，指出每一個族裔也有其長處及貢獻，故此
每一個組別也應得到好巿民獎。

6. 討論完畢後，導師作總結：

 i. 少數族裔人士有很多長處，我們應多讓他們發揮自己的長處；
 ii. 我們應多尊重、了解和包容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數族裔人

士。

IV.	總結

	 2	分鐘

1. 香港有各種少數族裔人士，我們不應視他們為「過客」，而應把
他們視作貢獻香港的伙伴。

2. 於日常生活中，當我們遇到少數族裔人士時，只要向他們微笑、
或是說一聲早安，已是踏出接納他們的第一步。

V.	 自我反思

	 5	分鐘

1. 導師於此節結束前派發「成長拼圖」，讓學生靜默片刻反思及填
寫。

2. 最後，導師應對學生的合作表現加以鼓勵及讚賞。

 

教學工具
成長拼圖



1.	 引起動機 • 在開始討論及界定「何謂香港人」的時候，學生可能只會說出
較狹窄的定義（如：黃皮膚、中國人種、香港出生、有中國 
姓氏等）。於進一步討論時，導師可帶領學生探討更寬廣的定義 
（如：定居香港、持有身份證等）。

• 學生在觀看圖片時可能會醜化或是不明白「阿星」和「阿差」的
意思，導師可補充這兩個稱呼的由來是：1)「阿星」是印度人的其
中一個最普遍姓氏（原文為「Singh」）；2)「阿差」其實是印度
語當中「好  (Good) 」的意思（原文為「Achay」）。這能很自然
的帶出這個名稱的由來和意思。學生了解後便能減少醜化他們的
機會。

2.	「你願意嗎？」 • 雖然在香港生活的少數族裔也包括英國人、日本人及韓國人等，
但於日常生活中常受歧視的多來自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包括：印
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菲律賓、印尼、泰
國及越南等。

• 學生在分享時可能會表達對一些少數族裔人士的負面印象，例如
有體味、皮膚黑及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等。導師可追問他們為何有
這些印象及有否查證過這是否真確。

• 如有學生真誠地表示願意與少數族裔人士相處，應予以讚賞及肯
定。

• 在試教經驗中，當筆者說出一個過往遇到的真實個案時，絕大部
分學生會真正感受到少數族裔在香港受到的歧視問題。個案是關
於一名懂得說廣東話的巴基斯坦裔人士去找工作，一間公司原本
給他面試的機會。怎料當他到達該公司時，公司職員便問他懂不
懂書寫和閱讀中文，他表示不能夠後公司便說不能請他。但是，
這名巴裔人士後來發現該公司最後聘請了一名不懂說廣東話的英
國白人出任該職。這讓該巴裔人士感受到歧視，最後只有向民政
事務局核下的種族關係組尋求協助。

• 如班中有少數族裔學生，導師可邀請他 / 她分享在香港生活的經
驗（正面或負面皆可），這更能令學生了解少數族裔在香港生活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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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建議



活動 內容 建議

探訪少數族裔人士 目的：	主動認識少數族裔人士在港的生活情況

並表達對他們的關心

聯絡服務少數族裔人士的社會服務機構，或帶
領學生到有較多少數族裔人士生活的社區探訪
他們。

把學生分成小組。透過訪問少數族裔人士了
解他們的生活情況，並藉此表達巿民對他們
的關心，建立種族和諧的社會。

探訪後宜帶領學
生分享當中的感
受和得著。如有
需要，可請學生
撰寫學習報告並
輯成小冊子在校
內派發，藉此讓
更多人認識於本
地居住的少數族
裔人士。

3.	「好市民大選」 • 少數族裔人士的優點包括：說流利的英語（他們的母語不是英
語）、對人友善、富有音樂才華（特別是尼泊爾人）、樂觀（他
們在香港的生活十分艱苦，但我們卻絕少聽到他們有自殘及放棄
生命等報導）等。

• 導師可強調不單止對待少數族裔人士，在對待其他少數或弱勢社
群（如：長者、智障人士）時我們也應該多留意其長處，只有這
樣我們才能學會接納他們。

誰是香港人 SC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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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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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報：「誰是香港人」附件

2 導師參考資料：「誰是香港人」內容附件

阿文，21 歲，香港出生。18 歲開始
在美國讀書，直到現在。

阿星 (Singh)，24 歲，印度裔青年，於
印度出生。3 年前隨父親來港居住。

Gurung，14 歲，尼泊爾裔青年，香
港出生。3 歲時回到尼泊爾居住，一
直到 12 歲才返港居住。

阿玉，17 歲，上海出生。6 年前取
了單程證後隨父母來港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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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組工作紙：「好巿民大選」附件

香港現正舉行好市民選舉，請各組就自己代表的種族寫出：

我們是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別：

我們的長處 如何能貢獻香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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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備工具：族裔代表附件

巴基斯坦裔

印度裔

尼泊爾裔

菲律賓裔

英國裔

華裔

南非裔

土生土長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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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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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

日
期

：

堂
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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