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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oost students’ care towards our country and their
identity recognition, students are arranged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ary services and outbound trip in China organized by
National & Social Caring Committee.

學校發展計劃制定方向

To further foster the values of civic and national education
and inspire students to become better citizens
with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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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華民族創造的種種文明，例如政治體制、社

會經濟、科學科技、名勝古蹟等。

了解中華民族追求的道德倫理與精神品格，例如仁

義禮智、忠信孝悌等。

通過理性分析與生活踐行，建立對國民身份的自信

與向心力，並以維護國家發展及傳承弘揚中華文化

為己任。

國民身份認同



從「知論重行」滲透價值觀教育，

進而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知 論 重 行

知情意行是構成思想品德的四個基本要素，九真以「知論重行」的方式
滲透價值觀教育，在知識辨識認知後，加入「論」的環節，強化理性分
析，旨在引導學生對中國文化與國民身份深入思考，從而由心而發地
「重」視中華文化素養，誘發內在動機，以行動傳承與弘揚文化。



學校傳統



創校背景

• 我校校祖那夏理女士為美國長老會宣

教士，懷著一顆對中國的仁愛之心，

於1872年在廣州創立真光書院，開南

中國女子教育的先河，至今已有一百

五十年歷史。

• 其後1949年由馬儀英校長帶領遷校至

港，建立九龍真光中學，繼續以弘揚

中國文化，以生命培育生命，實行基

督化全人教育為使命，從事女子教育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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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爾乃世之光

學校創立時，校祖訂立校訓為「爾曹乃世之光，爾光

當照人前」——「爾乃世之光」（Thou Art the Light of 

the World，你們是世上的光）。

校訓除蘊含基督真光，亦勉勵真光女兒運用所學，為

自己的祖國和民眾作出貢獻。

校服︰長衫

自創校以來，真光女兒都穿樸素的淺藍色長衫，

頭結孖辮。作為華南的第一所女子學校，校服

的設計表現了「女子讀書人」的形象。



校 歌

中華我國，中華我國，獨立文明亞之東。
政成共和，民歌大同，學遍唐虞三代隆。
中華我國，中華我國，四萬兆民表雄風。
衛我邦家，同胞情重，普遍教育樂融融。

愛我真光，愛我真光，謝師長善誘維良。
發聾振聵，啟迪多方，恍登臨洙泗之堂。
愛我真光，愛我真光，天道由茲愈發皇。
十字旗飄，萬古輝揚，能拯救失路亡羊。

勉哉同學，勉哉同學，暮暮朝朝同切蹉。
光陰易逝，日月如梭，催人歲月易蹉跎。
勉哉同學，勉哉同學，世紀風潮急且多。
木蘭紅玉，巾幗英雄，匡時偉業在我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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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業樂羣

旭晶囿圃好兒女，

日月星恆輝永長。

社 歌：T26 曉社社歌

有關社訓的歌詞：

社 訓 ：

齊立志，宣主道，
明辨是非，躬身力行

社 歌：T27蘅圃社社歌

有關社訓的歌詞：

面對朝暉，奮起工作
，雙肩擔重任。 10

社花社訓



九龍真光中學發展簡史《鶴洞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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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

透過校園的環境佈置，例如設施、
課室設計、海報、展覽等，啟發學
生探索中華文化的興趣，營造校園
濃厚氛圍。



荷花池

荷花為花之君子，

蘊含深厚文化底蘊。



奠基石禮堂



校史室︰擎光史宬

記錄本校的歷史及珍藏各類校史資源，將辦學事跡盡現眼前，藉此繼承及傳揚「艱苦我奮進，困乏

我多情」的士人氣節。



書香校園︰學貴有方

張貼中華經典名句，

讓學生認識中華文化精粹，吸收傳統經典智慧，培養良好品德情操。



書香校園︰

凡事謝恩，

豁達人生



中華文化室︰德馨學舍



核心科目





多元策略：二人對話

• 相關課題：

中四: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療衞生、文化教育、基
礎建設、脫貧）取得的成就

中五：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教育程度、醫療水平、
人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中五：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
防等）

透過資料整理，增強學生對中國國情的認識。



學生事例：

學生通過整理中國科技發
展的概念圖，了解國家的
繁榮興盛。



探討國家不同領域的發展與
自身的關係，理解國力強大
如何有助改善人民的生活，
進而建立對國家的認同感、
榮耀感與歸屬感。

多元策略：生活反思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
醫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
脫貧）取得的成就

小組討論：國家發展與我關係？



多元策略：行程設計比賽
•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內地考察)

• 學生自擬考察行程

• 內容連繫學科知識

認識祖國名山大川，
令學生對國內考察翹
首以待；並進一步認
識國家環境及文化保
育現況，增加認同感。



多元策略：游說任務
•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設計任務：
• 自主學習：搜集有關大灣區的發展政策

• 資料整埋及分析：
政府如何游說香港企業在本地發展先進製造業？

如何游說海外旅客到粵港澳大灣區旅遊？

如何游說香港人到大灣區發展(工作)？

透過代入角色，介紹大灣區的優勢
與機遇，游說不同持份者共建美好
家園，深化一國兩制的觀念。



學生事例(於國內生活的好處）:



多元策略：課堂內外的
持份者論壇
分組討論：最有效維護文化安全的方式

自主學習：資料搜集

技能訓練：辯論及游說技巧

引發學生對國家安全的關
注，深化價值培育；另透
過熱烈精彩的賽事，積極
營造校園氛圍。





重視經典閱讀 啟迪學生智慧

1.有機連繫 2.特色課程



運用「學思達評」策略探討文化
思想或道德觀念，培養學生對
中華文化的認識、反思和認同。



六 國 論 蘇洵

運用「有機結合自然連繫」的策略，
培養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

示例舉隅



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作者如
何論證賂秦以致力虧？試根據引文，以自己的文句加以說明。



承上題，試根據抱薪救火所
說明的道理，列舉生活例子，

說明當中對你的啟發。

再進一階︰
結合生活，深化討論





北宋與外族形勢圖 南北宋與外族形勢圖

心靈滋養 中國地圖話滄桑



以史為鑑
向不義說不
守土衛國



設計「禮行真光」特色課程，欣賞中華民族的
優良品德，建立對國民身份的歸屬感。



禮的核心價值

「恭敬之心，禮也。」
《孟子．告子上》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孟子．離婁下》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論語．雍也》

「禮之用，和為貴。」
《論語．學而》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孝親敬長 尊師愛友 禮俗傳承 知禮達仁 禮儀之邦

禮行真光

自擬中一至中五校本課程



知禮 學效經典 育人以禮

論禮 評價反思 探討禮義

重禮 感悟真義 尊崇禮心

行禮 知行合一 實踐禮行

課程特色

知情意行，層層遞進



中三級 禮俗傳承
課程設計示例



專題研習主題

• 古代學校禮儀

• 古人言行禮儀

• 傳統飲食禮儀

• 節慶禮儀

• 禮節用語





一、以左為尊，坐次、起筷、離席應按年齡大小、職位高低分為先
後順序，分明主次。

二、進食時謹記雙唇合攏，避免製造不適、噪音及食物汁水外溢。

三、切記準時赴宴，到齊人才可開始用餐，以示素養。

四、慎勿用筷子在菜盤裏來回巡，顯示缺乏修養。

五、夾菜時切勿拿一根筷子插在盤子裏的菜品，作出不禮貌的舉動。

六、切忌幫別人盛飯時把筷子插在飯中，顯示視對方為逝者。

七、敬酒碰杯時，晚輩的酒杯需低於長輩的酒杯。

八、奉茶、接茶時宜用雙手，以表尊敬。

飲食禮儀
守則



劇本創作
《禮行真光之飲食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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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禮儀

真光禮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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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禮儀



其他學科配合



普通話科︰德馨學藝

書法 茶道 棋藝

普
通
話
科



「真光人」課程，了解本校的歷史與文化

課題 學習內容

愛校教育 真光精神

校史

校歌及真光之歌

真光知多少(社名、社花、社色、社訓、

開社、級夕、校章、學校傳統、活動)

文化素養
教育

向校祖學習

向馬校長學習

向校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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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設計與製作 家
政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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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

「傳‧創」非遺教育計劃峰會
家
政
科



體
育
科

大中華少林武學師傅到校講授少林武
學，除即場示範少林馬步及基本套路
外，並分享個人對武德的體會。

健康日期間，全校師生齊習五步拳。



「作鹽作光」考察團
中
史
科
、
歷
史
科

到抗戰時期的醉酒灣防線進行考察，同學們踏足昔日抗戰軍隊的路線，
穿過戰壕，感受當時抗戰軍隊堅毅與愛國情懷。



戰爭與和平

通過參與展覽，感受兩次大戰的殘酷，並了解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窘境。

中
史
科
、
歷
史
科



郭守敬望遠鏡神秘的中微子

智慧農耕 疫苗的發現

瀏覽視訊《科學人生·百年》，
認識祖國科研發展的偉大成就 科

學
科



科學周介紹二十四節氣及保健抗疫小知識
科
學
科



結合中華文化，教授編程知識 電
腦
科



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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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周年校慶歷史話劇︰萬里作雄行



劇本創作班

校友
李慧儀任教

翻查歷史，求是求真



訪問校友朱瑞棠





學習舞台設計理念



服裝設計



學習詠春









中華文化周︰童玩時刻



昔
日
童
玩

昔日童玩，透過攤位遊戲，體驗有趣且饒富智慧的傳統玩意，如陀螺、跳飛機、
竹蜻蜓、九連環、孔明鎖等。



武
俠
足
跡

由潘步釗博士主持校會，講題為「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儒家精神」；並設計金庸小說主題的公
仔紙，寓閱讀於娛樂。



文
藝
意
趣

舉辦臉譜、風箏、國畫體驗工作坊



廣州真光中國文化體驗之旅



佛山對川茶場，一嘗採茶滋味





「在前往真廬的小路，鋪滿紅色的磚頭，從磚與磚的空

隙間，我看到不少青苔，可見校舍已歷盡歲月的磨煉。

真廬看似很殘舊，但現在作為藝術樓，裏面的展品非常

珍貴，綻放真光的異彩。」

李梓彤

尋
找
真
光
足
跡



蘇杭文化體藝交流之旅













遊學在中國 全港學界照片徵集比賽 得獎作品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惟有到此一遊，方知古代的

文人墨客、王孫貴族流連忘返的原因。

無數詩人用詩詞描繪那些絕景，「三月春風似剪刀」，

與拙政園裡的漢服女子，是詩、景、人的精妙融合。一

步一景，許多洞門都取名，別有洞天，名符其實！

最令我難忘在蘇州聽到的「百戲之祖」－崑曲。主人熱

情接待，一邊品嚐當地小食，一邊聽女演員唱遊園驚夢

選段，吳儂軟語格外好聽，舉手投足也十分吸引。我深

覺其中精粹需弘揚，不應埋沒。「蘇州城外寒山寺，夜

半鐘聲到客船」，寒山寺確如詩中寧靜，使我也想和某

日來此跨年，聽一百零八下鐘聲洗滌心靈。



總結與前瞻



1. 繼續加強中國傳統道德和文化培育，從而
欣賞中華民族的優點。

2. 重視多元學習經歷，踏足祖國山河。

3. 教師透過言傳身教，以愛家、愛校、愛國
之心薰陶學生。

5.英文科推展「守道持正」教學計劃，以不
同形式呈現中國傳統美德。

總結

與

前瞻

4.通過了解古今中國與世界發展的關係，提
升同學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和向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