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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轉變，自
此，國家方方面面都產生了天翻地覆的
變化，特別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2021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
「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
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而這
正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的
「三步走」發展戰略中的第二步。
在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下文簡稱
公民科）主題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
家」中，「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
力」課題下其中一個學習重點是「改革
開放概略：發展歷程及相關策略」。在
教育局發布的課程及評估指引當中，學
習重點就改革開放「緣起」有以下描
述：「改革開放的背景及展開；『三步
走』（溫飽——小康——富裕）發展戰
略及其調整；『三步走』與實現國家現
代化目標的關係。」由此可見，「三步

走」發展戰略是這一學習內容的要點。
教師在為同學梳理這部分知識點時，除
了略述改革開放政策的背景外，應將重
點放在「三步走」戰略與國家實現現代
化目標上。
改革開放前，國家實行的是「計劃經

濟」，基於不同的原因，新中國建國後
一段時間處於相對貧困和封閉的狀態。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
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十一
屆三中全會」）決定開始實施一系列經
濟為主的改革措施，具體方向是「對內
改革，對外開放」，把工作重點轉移到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標誌着中國
現代化新階段的開始。
然而，如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道路，成為當時領導人的首要
任務，而「三步走」戰略正是在這樣的
背景下提出。1987年4月，時任國家領
導人鄧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戰
略：第一步（1980年至1990年），人
民生活達溫飽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比 1980 年時「翻一番」。第二步

（1990年至2000年），人民生活達小
康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
再「翻一番」；第三步（2000 年至
2030 / 2050年），到二十一世紀中葉
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國家基本實現
現代化。
「三步走」是國家長遠及持續的戰略

規劃，數十年間雖然因應形勢變化略有
調整，但整體方向沒有改變。那麼在改
革開放歷程當中，「三步走」實行到什
麼程度呢？200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
總值（人均GDP）已達949美元，基本
上已實現「三步走」戰略中第二步「人
民生活達小康水平」的目標。2010
年，我國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達
到4,382美元，進入了世界銀行標準中
的「中等收入」國家水平行列。2017
年，中國人均GDP為8,836美元，有專
家估計中國進入高等收入國家行列是指
日可待。
在過往的高中通識教育科中，單元3

「現代中國」也有對改革開放和「三步
走」發展戰略進行描述。那麼老師在授

課時要作出什麼樣的調整呢？
按照公民科課程及評估指引，公民科

其中一個課程理念是「培養學生具備廣
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
會、國家及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而
在課程架構綜覽中對主題2「改革開放
以來的國家」的描述是：「讓他們（學
生）更清晰地了解社會、國家和當代世
界的情況。」

因此，老師在教授「三步走」時，需
要預備更多近年國家通過改革開放實現
國家現代化的成果資料，互相印證，互
相說明，例如2021年，國家實現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可說是改革開放及國家
發展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若老師們能活
用類似的例子，這樣便能令同學對改革
開放發展歷程與「三步走」有更深刻的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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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不經不覺已推動到第二
個學年，為了好好準備新學年的教學，教師
在此可以總結視學和去年教學的一些經驗，
讓公民科提升學教成效。當中運用新的學與
教資源，是規劃課程的不二法門。
在學與教設計上，除了利用教育局資源

或坊間的教科書外，在課堂上適度引入焦
點分享或專家教室，亦是合適的安排。例
如教授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時，可以
安排少數族裔學生作焦點分享，包括分享
飲食和生活文化，讓同學間可以認識香港
多元文化的特質；又或在「一國兩制」的
內涵和實踐課題上，可以安排學生參加香
港律師會或律政司相關的法治教育計劃，
讓學生可以了解香港社會法治運作，並深
化學習。
其次就是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設計，例如

透過博物館以掌握本港城市發展狀況。以
「M+博物館」為例，它所舉辦的學校教育
項目中有一個主題名叫「看見香港：城市
的元素」，透過導賞團帶領學生觀賞關於

香港視覺文化的藏品，探索城市的不同層
面，包括空間和居民的互動，讓學生從不
同角度觀看自己的家園，從中發現香港獨
特的視覺文化及增強歸屬感。
教師亦可以在設計學習歷程時，與不同

的學科合作，設計不同的學習目標，讓一
次參觀，可以一舉多得。
最後，特別是本年度升讀中五的學生，需
要做好內地交流考察的準備。雖然現時內地
交流考察的安排仍然有待通關後再落實，但
是在課時安排中，可以為學生早作準備，及
早了解將會探訪的地區，先行認識當地的歷
史、文化和人文環境，讓遊學更具層次。而
且遊學團着重人和人之間的互動，學習目標
可集中於啟發學生主動學習，模擬與當地的
機構及青年人作交流，甚至安排模擬的面談
採訪，讓疫情下減少與人溝通的學生，可以
提升人際交流的技巧。
最後，如果學生只是經歷一次性的活

動，經驗容易流失，因此除了經歷的過程
外，學習歷程設計及活動後的反思亦相當
重要。只有具有深度的學習反思，方能鞏
固學生所學的知識，從而對相關的議題作
出進一步的探索，讓學生在公民科的掌握
上能更進一步。

認識歷史文化 遊學更具層次

「嫦娥」奔月、「天問」探火、「天
宮」築夢……中國航天事業近年迎來一個
又一個突破，一班香港的科研工作者也一
直為國家太空探索項目出力。
早在2013年的「嫦娥三號」、2019年

「嫦娥四號」升空的時候，香港理工大學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副系主任及精密工程
講座教授容啟亮和團隊，就參與過運用在
這兩個探測器上的探月科學儀器開發。
「相機指向機構系統」是當時的研究成
果，在太空拍攝到的月球高清圖片，便是
出自這個港產儀器。
有了成功先例，容啟亮團隊順利獲得為
「嫦娥五號」開發採樣儀器的機會。2020
年底，「嫦娥五號」成功登月，負責月球
表面採集土壤的「表取採樣執行裝置」，
正是容啟亮團隊的港產科研成果，將大約
兩公斤的月球土壤封裝帶回地球。
「嫦娥五號」探月成功，中國成為繼美
國、蘇聯後第三個實現月球採樣返回的國
家，達成了國家在太空探索歷史上的一個
重要里程碑。除了協助國家探月任務，容
啟亮團隊又研發了「火星相機」（全稱

「落火狀態監視相機」），在「天問一
號」2021年探索火星時發揮重要作用。
為國家探索火星任務作出貢獻的科研人

員，還有理工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
系教授吳波所帶領的團隊。他們通過對火
星全球的分析和評估，選出3個着陸區供
「天問一號」選擇。最終，「天問一號」
成功軟着陸於火星烏托邦平原南部預選着
陸區。
香港高等院校多次參與國家重要航天任

務，充分顯示香港科研實力雄厚。科學研
究和科技創新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重
中之重，國家也期望香港能發揮重要作
用，因此提出要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推動內地和香港開展創新及
科技合作。
中國科學技術交流中心副主任李嘯曾表

示，科技部已經形成共識，在制定研究規
劃或項目資格申報時，會主動想到香港，
想到香港科研人員的參與。這無疑將為香
港的科研人員帶來更多機會。
在香港回歸25年間，除了航天領域，香

港各行各業都善用國家優勢和國際視野，
發揮靈活精神，積極推動創新。想了解更
多，敬請關注團結香港基金旗下「當代中
國」多媒體平台推出的《香港新活力》資
訊短片。

奔月探火航天夢
香港智慧貢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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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三步走 先溫飽再達小康
好公民科學

洪昭隆 中學副校長

作者：郭立新

簡介：以獨特視角展現當代中國的發展趨勢和人情事物，帶領
讀者全新感受當代中國。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作者：羅展恒

簡介：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高
中通識科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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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菜素以辣味著稱，麻辣火鍋也成為川
菜最具地方特色的代表。巴蜀盆地沃野千
里，為當地人民提供了豐富的食材，加上
自古以來，當地的調味品釀製業非常發
達，為川菜提供了美味的配料。古代四川
的文人極好飲食，在杜甫、陸游等文人的
作品中得到極大的體現。
早在東晉時期，史家常璩在《華陽國

志》稱蜀人飲食有「尚滋味」、「好辛
香」的習俗。當時蜀人所用的辛香料主要
是花椒、薑和山茱萸（即肉棗），其中尤
以花椒最為常用。由於四川交通素有「蜀
道難」的俗諺，對外的物資交流相對較
少，形成以本土產辛香料為主的飲食風
格。
辣椒本是美洲大陸的農作品，大抵自明

末傳入我國，有學者認為到了清代嘉慶至
同治年間，辣椒的種植才在我國西南山區
迅速擴散，今日我們吃辣比較多的省份，
如貴州、四川、湖南、雲南、江西等，都
在這一時期開始吃辣。清代嘉慶年間，四
川省的《成都府志》、《金堂縣志》、
《滿雅縣志》等均已出現辣椒的記載，逐
步成為四川人日常飲食的重要調味料。必
須要提及的是，早期四川大城市的富裕階

層中，吃辣的人並不多見，辣味飲食似乎
仍被視為是一種貧窮階層的飲食習慣而被
抗拒；相反吃辣的習慣卻在鄉村地區相當
普遍。
據民間的一般說法，重慶火鍋大致起源

於重慶的碼頭區。清代重慶市航運業發
達，當地一般富戶在碼頭宰殺牲口，只會
取用其肉、骨和皮，捨棄內臟和肥肉。碼
頭的苦力們，因收入微薄，很少人有肉
食，於是把那些被拋棄的內臟和肥肉撿回
食用。苦力們買不起豬油，就把被丟棄的
油放入鍋中，加入辣椒、花椒、薑和葱
等，放到大鐵鍋中炒製，然後加水煮沸，
用來涮食下水，達到驅寒祛濕的食療效
果。其後，重慶地區的低下階層陸續仿
效，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菜。
開放改革時代，不少重慶人到全國各地

謀生，也把重慶火鍋帶到全國。隨着部分
四川人經濟能力改善，上海、廣州、深圳
等地的火鍋店亦從地攤演化成為高檔食
肆，重慶火鍋亦從地方美食躋身為風靡全
國的烹調方式。
過去香港極少四川人居住，川菜館在香

港極為少見，自改革開放後，港人到廣
東、深圳等地工作、遊玩的機會不斷增
加，又有不少四川人定居香港，使川菜在
香港逐漸流行起來，川菜館的數量也不斷
增加，為香港作為美食天堂的美譽，增添
不少光彩。

作者：周子峰

簡介︰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辣椒明末始傳入 古代川菜用花椒

◆ 鄧小平提出
「三步走」發
展戰略。圖為深
圳市民站在鄧小
平畫像前。

資料圖片

◆香港理工大學容啟亮教授（右）和吳波教授（左）的團隊均為國家火星探測任務作貢
獻。 作者供圖

◆由嫦娥五號採集的部分月壤曾到香港展覽，吸引大批市民和學生參觀。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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