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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史》剪輯首批60段短片推出
供中一下學期課堂率先使用 教界讚富趣味具權威性

為配合2020/21學

年起施行的初中中國

歷史科修訂課程，香

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將

央視電影頻道節目中心製作、中國

社會科學院監製的百集《中國通

史》紀錄片，與國史教育中心合作

剪輯為數百段可供課堂使用、學生

自學及教師知識增益的短片，首批

針對中一下學期課題共60段的短片

昨日率先推出。國史教育中心校長

何漢權及行政總監邱國光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強調，《中國通

史》極具權威性亦富趣味。今次的

項目，獲多位歷史學者和前線中史

科教師通力合作，將其剪輯成精華

短片，深信有助增添香港初中中史

課堂的學習質素與效能，從而提升

大家對國家的了解，以及對國家、

民族及社會的認同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中國通史》資料
◆教材套頻道：https://emm.edcity.hk/channel/

25B2/253680773

◆首批短片對應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
級下學期課題

1.魏晉南北朝的分裂與政權的更替

2.北方政局與江南地區的開發

3.魏晉南北朝的社會文化發展

4.隋唐的統一與開皇之治

5.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6.唐的建國與盛世

7.安史之亂與唐的衰亡

8.開放的唐朝社會

◆短片分3類，包括A類重點課題（緊扣初中課
程，適合在課堂直接使用）、B類自學課題、C
類教師增益

◆每段短片約三四分鐘不等

◆現已有60段短片上傳到教育局多媒體《中國通
史》頻道，A類36段、B類19段，C類5類，
預計中一級下學期還會有數十段短片

◆整個項目預計會產生約400段短片，其中約200
段影片與中一二級中史課程緊扣，適合在課堂
直接使用

◆製作流程：

1.多名前線教師分工觀看共100集《中國通
史》，初步將內容分成A、B、C類，確認當
中哪些片段適合採用，可扣合初中中史課程，
並初擬各短片題目

2.資深老師們覆核以上內容，確認有關剪接構思
是否可行，經修飾後為每一條短片製作剪接大
綱（明細表），初步確定其流程與內容

3.按明細表進行初剪

4.按初剪短片內容，整理書面語字幕稿

5.將書面語字幕稿轉換成粵語版本，並統一相關
用字、讀音

6.進行粵語版配音

7.最後審核後完成短片製作

註：從明細表、初剪、字幕整理、配音到出產成
品，教育局人員均全程參與並監督，保證短片內
容緊扣課程，長度適合課堂使用，並確保質素。

資料來源：國史教育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中國通史》多媒體教材套首批60段短
片，涵蓋魏晉南北朝、隋朝及唐朝

等共8個中一級下學期課題，短片已上載至
教育局教育多媒體網頁，供師生及公眾查
閱。何漢權分享道，該項目預計會把百集
《中國通史》剪輯成約400段短片，其中約
有200段影片與中一、二級中史課程緊扣，
預計中一級下學期還會有數十段短片，目標
在明年暑假前完成整個項目。
國史教育中心於2018年成立時，已構思將
百集《中國通史》運用到課堂上，何漢權
說，「（紀錄片）在2016年央視播放時，在
內地、香港，以至華人社會的教界得到正面
迴響，原因在於其精心製作，文化與文學水
平俱高」，加上畫面生動活潑，很有趣味。

四方合作剪片 方便課堂使用
由於該節目的定位是面向公眾，內容平衡
了學術與大眾化需要，但考慮到每集片長
45分鐘，香港的初中中史一星期只有2節
課，每節約40分鐘，故必須剪輯才方便課
堂使用。何漢權透露，這想法得到香港中國
學術研究院副院長黃平支持，經院方聯繫
《中國通史》製作方、央視電影頻道節目中
心授權使用及剪接，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課
程發展處支援及監督，四方聯合成就今次突
破性合作。
國史教育中心今次主要負責剪片及教材工
作，團隊超過30人，包括香港大學名譽院
士丁新豹、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主
任霍秉坤等歷史教育學者任項目顧問，還有
10多位專業前線教師。他們從百集影片中
揀選與課程有關內容並作分類，再由幾位從
事歷史教育數十年的老師仔細處理剪片及製
作教材。項目聘請專業多媒體製作公司剪片
及專業配音員配音。
邱國光透露，為確保經剪接後的短片適合
課堂使用，每段短片均嚴守精簡原則，長約
三四分鐘，並分為「重點課題」、「自學課
題」、「教師增益」。

「重點課題」緊扣初中中史
「重點課題」短片會緊扣初中中史課程主
題，適合在課堂使用，「『自學課題』方
面，舉例說三國、元朝等，它們於課程中涉
獵較少，但不少內容同學們都感興趣，這類
短片適合讓他們課外觀看。」
至於「教師增益」部分，邱國光舉例如宋
明理學、思想史，「一些超出初中程度、比
較抽象或艱深的題目，但對教師而言有參考
作用」，有助老師們加深認識並理順歷史脈
絡。
何漢權補充，《中國通史》製作嚴謹，老
師毋須擔心教材會有違歷史，可放心在課堂
上使用；小學課程設有中史元素，舉例如絲
綢之路、張騫、兵馬俑等；高中公民科亦有
涉及中史內容，各科教師均可按需要擷取適
當短片使用。
邱國光則表示，今次項目旨在設立一個
「資料庫」，短片用多用少，由前線教師按
需要作出專業決定，他期望「同學看過短片
後，假如對該課題有興趣，可自行搜尋原版
觀看整集45分鐘影片，作為延伸學習，家
長和普羅大眾亦可於網上收看所有短片內
容，帶動社會認識中史的風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昨日特別
舉辦「《中國通史》多媒體教材套發布會暨專題講座」，局
長楊潤雄在活動上致辭表示，《中國通史》全面而系統地描
述自中華文明起源到1911年的歷史，揭示了國家歷史發展過
程、趨勢及規律，正好配合初中中史科課程修訂後的推行。
他期望學校靈活運用教材套，並配合局方開發的學與教資源
使用，讓學生走進一個多姿多彩的歷史時空旅程。
楊潤雄表示，教育局一直致力推廣中國歷史及文化教育，
於2018年將中史列為全港初中的獨立必修科目，並於2020/
21學年施行初中中史科修訂課程，讓學生能整全有系統地認
識祖國的歷史發展。是次《中國通史》多媒體教材正好配合
修訂課程，用以支援師生以多元化的教材學習國家歷史，
「我期望學校靈活運用《中國通史》多媒體教材套，並配合
教育局開發的學與教資源一併使用，讓學生走進一個多姿多
彩的歷史時空旅程，提升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亦加深對中
華文化的感悟，並培養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

勉青學習「五四運動」愛國精神
楊潤雄特別提到，昨日「五四」是中國人值得紀念和反
思的重要日子，「百多年前的中國青年懷着一股強烈的愛
國熱情，反對列強對中國的無理欺壓，成功凝聚民族心、
愛國情。」他鼓勵新一代的青少年好好學習「五四運動」

的愛國精神，承擔起愛國愛港、建設國家和香港的使命和
責任。
多位主禮嘉賓在發布會上透過視像致辭。中聯辦教育科技

部副部長徐凱表示，現在是數字化時代，今次《中國通史》
多媒體教材套為創新歷史教育方法作出了示範引領，期待未
來有更多類似的項目，搭建更多平台載體，不斷豐富中國歷
史教育的內涵，增強其感染力與影響力。
電影頻道節目中心總編輯張玲介紹說，百集《中國通史》

歷時8年製作，前後投入拍攝工作人員達2千人，拍攝近千座
博物館及歷史遺蹟、遺址，採訪專家學者800人員。她期待
《中國通史》多媒體教材套有助香港青少年加深對國家歷
史、中華文明、民族文化的了解。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通史》總撰稿

人卜憲群表示，該紀錄片以豐富歷史資料為基礎，充分吸收
了當代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並以嚴謹科學的態
度、宏闊的視野回顧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道路，展現中華文
明的燦爛與輝煌。
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平說，中國歷史不止是

最古老人類歷史之一，且一直延續至今，是「活着」的歷
史，而每個中國人都是中國歷史的見證人和參與者。他期望
《中國通史》多媒體教材套有助促進同學認識、參與中國歷
史，並提高國家、文化和民族認同。

楊潤雄：全面系統描述中華文明歷史

《中國通史》首批60段經剪輯後
的教材短片昨日起上載至教育局教育
多媒體（EMM）網頁。教育局代表
及項目負責老師在發布會上向現場及
網上出席的老師講解及示範如何使用
相關材料，包括提醒老師，部分短片

內設小標題，將內容進一步細分，以便老師們在有限課
時中更靈活選用合適片段。
「只要在搜尋器上打『EMM』，就可以搵到局方網

站，而在網站裏再搜尋『中國通史』，就會出現《中國
通史》多媒體教材套的專用頻道。」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朱治夫在介
紹時特別提醒，部分短片於左上角設有按鈕，點擊進去
就可看到短片的小標題。
以短片《【唐】安史之亂成因（一）：能臣或奸相

李林甫 楊國忠》為例，該片總長3分43秒，裏面可再
細分「賢相去位」、「口蜜腹劍李林甫」、「專權肆虐
楊國忠」三部分，方便老師不同教學需要。

設附件欄可下載指引工作紙
朱治夫又介紹，部分片段設附件一欄，點擊即可下載相

關教學指引和工作紙，同樣以上述短片作例，設「唐由盛
轉衰」附件，不但介紹了短片緊扣課程那部分學習重點，
亦點明《中國通史》多媒體教材套有哪些影片可配合用於
該課題教學。附件還列明了有關的學習目標、預期學習成

果，並提供工作紙、建議學習活動等供老師使用或參考。
項目負責老師李麗梅續以學習內容「唐代交通發展與周

邊國家的關係」為例介紹，指該教學指引建議老師可跟學
生先作一些重溫，例如展示地圖，簡述唐代周邊國家如日
本和朝鮮的地理位置和它們與唐朝的關係，其後可播放多
媒體教材套中的短片「日本遣唐使」及「朝鮮對唐朝文化
的嚮往」，同學觀賞後可做工作紙，「大約6題，多數是
看片識答，另外亦有短答題及進階題，特別是時間許可的
話，我們會希望啟發同學多作思考。」因此，教學指引中
亦會建議老師在合適處使用「腦激盪」等方法，鼓勵同學
多角度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短片內設小標題 上堂可靈活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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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期望學校靈活運用《中國通
史》多媒體教材套，讓學生走進一個多
姿多彩的歷史時空旅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教育局昨日特別舉辦「《中國通史》多媒體教材套發
布會暨專題講座」介紹教材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何漢權（左）及邱國光表示，今次項目獲多位歷史學者和前線中史科教師通力合作，將百集《中國通史》剪輯成精華短
片，有助增添香港初中中史課堂的學習質素與效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百集《中國通史》紀錄片面世。圖為「重點課題」部分
的片段。 視頻截圖

◆百集《中國通史》紀錄片面世。圖為「教師增益」部分的
片段。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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