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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度橋」愛國 玩樂中育家國情
設計愛國教育遊戲製沙畫 有助朋輩識國情

香港特區政府上月宣布在「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下成立「愛國主義教

育工作小組」，工作小組近日邀請社會各界就更有效推行愛國主義教育，於明日

（5月29日）前提出意見和建議。身為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對象，不少同學心中

「有橋」。他們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分享自己設計的愛國主

義教育遊戲、創作的中國文化沙畫，以及根據神奇的榫卯結構而設計

的活動，希望藉此培養更多朋輩對祖國的認識，對中華文化的興趣。

而談及過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不僅有傳統的升

旗、講座，難忘的味覺體驗也

是打開愛國教育之門的絕佳途

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香港青少年愛國主義
教育基金會早前在特區政府教育局與多家協辦機構
的支持下，推出助學金計劃。在此計劃下，符合特
定資格的學生，只要草擬一份以「中國優秀文化傳
承」或「愛國主義教育」為主題的活動計劃書，便
可申請助學金，是次訪問的學生個案皆為參與是項
活動。香港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金會常務副主
席文頴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從青
少年的角度出發才能制訂迎合他們喜歡的教學方
式。
據了解，助學金推出3個月收到來自80間學校近

400份以「中國優秀文化傳承」或「愛國主義教育」
為主題的活動計劃書，文頴怡說：「其實很多學生
都很有想像力，亦對愛國主義教育、中華文化傳承有
很多新穎、值得思考的建議，可以融入到我們的生活
當中。任何值得採納的建議，基金會都會認真研
究。」
談及助學金計劃的初心，文頴怡表示，香港的教育

日趨多元化，學生不僅要學習課本上的知識，還需參與
多項課餘活動，培養團隊合作和溝通能力，但基層學生
明顯缺乏學習資源，所以基金會希望透過助學金計
劃，額外補助家庭有經濟壓力的學生，讓他們有機會
參與各類型課餘活動，豐富學習經歷。

從青少年角度出發
教學方式最貼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一雙手、
一捧沙，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中三學生梁
嘉宜學着用指尖勾勒出各式形狀，如水墨
畫的那般奔騰駿馬，還有騰雲駕霧的巨
龍、喜慶吉祥的醒獅，她嘗試用沙畫講述
一個個中華傳統文化的精彩故事，這亦是
她推崇的愛國主義教育模式。梁嘉宜日前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希望用自身
興趣與傳承文化相結合，故構思了一項以
傳統文化故事為主題的沙畫活動，讓參加
者能夠在一個放鬆、療癒的環境下體會這
些傳統文化故事背後寓意以及家國情懷。
「我喜歡的傳統節日之一，就是春

節。」今次梁嘉宜向香港文匯報展示了自
己與老師合作完成的「過新年」沙畫，畫
面中有栩栩如生的醒獅、綻放的煙花，有
大紅燈籠高高掛，還有一聯揮春寫着「中
華文化」四字。這就是她心中春節的樣
子，街道上的紅燈籠頗有節日氣氛，夜晚
的煙花炮竹更有辭舊迎新之意，她會期待
看醒獅表演，也會自己在家書寫揮春。
她用手指靈活地調整着沙畫中的醒獅鬍
鬚細節，「我之前用一個小時畫過一條
龍，紀念甲辰龍年的到來，今次嘗試畫了
一隻醒獅，頗有成就感，我想將中國人過
新年的熱鬧、喜慶的氣氛以及各式各樣的
傳統文化元素傳遞給觀眾。」
梁嘉宜喜歡用沙畫表達心中故事，同時對

中國文化同樣感興
趣。她今次就構
思了透過推廣
中華傳統文
化，參與愛
國主意教育
的活動，運
用千變萬化
而帶美感的沙

畫，講述中華傳

統、神話傳說、十二生肖等民間故事，吸引
更多同學一邊聽故事、一邊感受傳統文化的
魅力，然後在活動現場設置沙畫體驗區，讓
參加者以中華文化故事為主題，自行創造畫
面，畫出大家心中的「中華故事」。

沙畫擬融入古詩詞教學
自去年開始，梁嘉宜透過學校的興趣課
程跟沙畫藝術家胡藹的學習沙畫。胡藹的
說，除了興趣班之外，接下來有計劃與中
文科老師一起，將沙畫融入古詩詞教學當
中，透過沙畫表達古詩詞的意境。這個有
創意的學習方式吸引了同學的參與興趣，
梁嘉宜笑說，自己馬上想到了唐朝詩人孟
浩然的五言絕句《春曉》：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春天的清晨，有小鳥在啼叫，畫面一定
很美。」
說起傳統文化，梁嘉宜念念不忘北京故
宮博物院，「去年我跟隨學校的交流團去
了北京，但故宮太大了，我想有機會再去
好好花時間逛一逛，特別
想親眼看到一些文物以及
中國古代建築的細節，我
會拍下來，然後嘗試用沙
畫 畫 出 這 些 文 物 的 故
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滾滾長江東逝
水，浪花淘盡英雄。」這首朗朗上口的《臨江
仙》，因為出現在《三國演義》中而人盡皆知，三
國歷史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來自保良局第一張
永慶中學中一學生黃杰煒，巧妙地以這段極受歡迎
的歷史為題材，設計出一款可多人參與的遊戲，希
望讓參與者體驗三國人物的經歷，並在遊戲中帶出
三國時期的服飾、交通工具等知識，進而更充分了
解歷史和文化，增強民族自豪感。
黃杰煒設計的遊戲名為《虛擬三國》。他介紹
道，遊戲共分為五個部分，由多個小組在各部分中
以競速形式完成並得分，最終得分最高的一組勝
出，並可用VR眼鏡（虛擬實境眼鏡）體驗一位於
活動中出現過的三國人物經歷過的事件。第一部
分，參與者將獲得一組印有三國時期著名人物的卡
牌，並需在一定時限內牢記卡牌順序，然後由工作
人員把卡牌翻面，參賽者需上前依次翻開卡牌並排
序，用時最短方得分。他提醒，「參賽者切勿在遊
戲後便忘掉卡牌順序！」
「接下來是關於推理的遊戲。」他說，第二部

分，工作人員會提供若干條「線索」，當中
只有兩條線索是真的，其他線索均為「假
線索」，參賽者需要通過推理，判斷出事
件發生經過，以及猜出誰是「戰爭發起
者」。
第三部分是休息時間，讓參賽者放鬆觀看

介紹三國時期著名事件例如赤壁之戰的影
片。第四部分是這個遊戲的難點，因為要參
賽者憑藉第一部分記下來的順序，再次為卡
牌排序。黃杰煒指出，「只要中途指錯順
序，就需要重新開始，但計時器卻不會停下
來。」

場中加入三國時期服飾等
最後一部分，場地中會有若干張紙條，代表三
國時期發生的不同事件，參賽者在場地中尋找這
些紙條，以時間順序作出整理，用時最短者得
分。他提到，在場地中會加入三國時期的服飾、交
通工具、擺設等，希望讓參與者在過程中了解更多
關於三國時期的文化和特色。
「《三國演義》是許多學生都會閱讀的經典。」
黃杰煒說到，「所以希望以三國歷史為題材，吸

引更多人參與，並透過遊戲了解三國時期
的精彩歷史、服飾、
交通工具、食物
等，從而進
一步了解
中 國 文
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恬恬）「我覺得好
新奇！榫卯結構的建築不需要一顆螺絲釘，卻
可以屹立百千年甚至經歷地震都不倒塌！」這
是嶺南中學中三學生謝銘澺憶述自己第一次接
觸榫卯藝術時的感受。對於在都市的鋼筋混凝
土中長大的謝銘澺來說，榫卯藝術這種獨有的
東方美學深深吸引了她，並為她日後利用榫卯
藝術設計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埋下伏筆。
謝銘澺來自一個傳統文化氣息濃厚的福建家
庭，她自幼受到家族從明清時期傳承下來的中
醫和武術文化的熏陶，對中華文化有一種特殊
的情感。她熱愛中史，喜歡看中史紀錄片、中
文影視劇，可漸漸她卻發現周圍的同學更加熱
衷外國文化，追外國的明星，卻甚少談論中國
文化。
「其實學校舉辦過很多不同的愛國主義教育
活動，但我見到志願參與的同學很少，很多同
學對國家發展的認識不多或者比較基礎。」謝
銘澺說，她因而開始思考怎樣改變這個現狀，
希望讓同學們更多了解國家，也讓自己能有更
多機會與同學們一起談論中國文化。

生動展現中華文化增學生興趣
她表示，現在同學們了解祖國文化的渠道大
都來自課本，比較沉悶。她希望可以用同學的

身份，做一個同學間合作的項
目，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用一
種生動的形式展現出來。她想
起自己第一次接觸榫卯結構時
的震撼，決定藉助榫卯藝術設
計一項活動。
謝銘澺設計的活動是每年在

學校舉行一次榫卯結構橋樑模
型的製作和比拚，通過榫卯技
術培訓、中華文化元素研究、
設計及建造榫卯結構橋樑、模
型展示和評選，推動榫卯技術
的傳承與創新，進一步提升學
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興趣。
不過，製作及組裝榫卯結構
的橋樑模型，這對於沒有木工
基礎的中學生來說是一項巨大挑戰。因此她在活
動中設計了「榫卯技術培訓」的環節，即邀請專
業工匠或建築師來學校舉行榫卯技術的培訓工作
坊，讓學生在開展設計和製作之前，可以學習榫
頭、榫槽和榫卯配合的基本技巧和原理等。
她說：「我發現我身邊的同學很喜歡玩一些

可以分工合作的項目，所以我希望將榫卯技術
融入這種大家平時喜歡玩的形式，一起分工合
作，造一個作品出來，甚至做一個展覽，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同學們能更多認識和了解自己
國家的文化，培養愛國心。」
除了榫卯藝術，謝銘澺還積極參與各種愛國

主義教育活動，並在活動中融入
中華文化元素。例如她在朗誦比
賽中用普通話演繹古代詩詞，在
香港國安法演講比賽中演唱粵
劇，都是希望藉不同活動弘揚中
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善用榫卯搭橋「砌出」技術傳承

遊戲穿越「三國」競賽中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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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杰煒以三國
歷史為題材設計遊
戲，希望參與者了解國
家輝煌的歷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艾力 攝

◆梁嘉宜展示與老師合作完成的「過新
年」沙畫。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梁嘉宜梁嘉宜

◆梁嘉宜(左)以沙畫講述中華傳統文化的故事，並希望邀請同學參與愛國主義教育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謝銘澺以榫卯藝術設計活動，希望提升同學對中華文化的興
趣，培養愛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掃碼看「味覺」與愛國主義
教育碰撞出的火花。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