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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第二期) 

「小足跡、大腳印」 歷史考察之旅 

活動邀請 

 

尊敬的中國歷史科/通識科老師: 

 

 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下稱本會)實踐學與教策略，實行與友會機構組成「協作

支援計劃」，提升人材質素及資源提供更優質活動。鑑於 2016-2017 年度(第一期)「小足

跡、大腳印」 歷史考察之旅報名踴躍，反應良好，活動得以成功，全賴各位老師和同

學的支持和參與，故本會將於新學年推出 2017-2018 年度(第二期)「小足跡、大腳印」 歷

史考察之旅，現謹定於 2018 年 1 月至 7 月期間舉辦共四團本地考察團，寄望繼續透過

多元化學習，鼓勵學生在實境教學從中學習，同時亦能提升學生對歷史的興趣。 

 

 本會十分榮幸再次得到「海濱文化導賞會」承辦是次活動，透過他們專業的歷史知

識及豐富的導賞經驗，與本會一同訂定出四團合適的學生歷史考察團，帶各位探究不同

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有關此活動之詳細資料，請參閱下列附件。如考察團之固定日期各

校未能參與，老師可自選日期，並告之考察地點(綜合第一期及第二期的地點，分別為

屏山、九龍城寨、鯉魚門、鹽田梓、紅磡、黃泥涌峽、北角、香港仔)，本會會額外加

團。 

 

附件(一): 活動地點及詳情 

附件(二): 地點簡介 

附件(三): 參與者須注意事項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187 2783 或電郵 hkhces@gmail.com 予本會

職員聯絡。 

 

敬祝 

教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 

      

承辦機構:                             協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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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地點及詳情 

 

 

 

 

 

 

 

 

 

 

 

 

 

 

 

 

 

 

 

 

 

 

 

 

 

 

 

 

 

 

備註: 

1. 參加此活動之成員，必須為本年度學校會員之學生及教學人員。 

2. 有關報名及行政程序及支出(例: 租旅遊巴士、飲用水、保險)，由本會所承擔。 

3. 承辦機構 (海濱文化導賞會) 將於上述四團各派出至少兩名專業導賞員負責導賞。 

4. 因涉及學生安全及紀律問題，本會要求參與學校派教師出席，師生比例需為 1 比 25。 

5. 活動期間，本會將派出工作人員協助及拍攝有關活動過程。 

6. 請勿郵寄任何支票到本會。待本會行政部確認報名接納並發出發票後，才遞交有關費用。 

(一) 黃泥涌峽 

日期: 2018 年 1 月 20 日(六) 

時間: 09:00 – 12:00 

行政費: 每位 20 元正 

名額: 40 名 

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五) 

(三) 北角沿革(即將滿額) 

日期: 2018 年 4 月 7 日(六) 

時間: 09:00 – 12:00 

行政費: 每位 20 元正 

名額: 40 名 

截止報名日期： 2018 年 3 月 23 日(五) 

(二) 紅磡(早期紅磡重工業尋跡) 

日期: 2018 年 2 月 3 日(六) 

時間: 10:00 – 12:00 

行政費: 每位 20 元正 

名額: 40 名 

截止報名日期： 2018 年 1 月 19 日(五) 

(四) 香港仔 

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六) 

時間: 09:00 – 12:00 

行政費: 每位 20 元正 

名額: 40 名 

截止報名日期： 2018 年 6 月 16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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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地點簡介 

 

1. 黃泥涌峽 

 

1930 年代初期，英國軍隊意識到日本皇軍可能會攻佔香港，加上黃泥涌峽在

軍事上的重要性，興建了大規模的防禦工事。1941 年 12 月 8 日香港保衛戰爆發，日本

皇軍於 18 日成功搶灘北角，19 日抵達黃泥涌峽，早上駐守於黃泥涌峽道旁的西旅指揮

部受到日本皇軍包圍及攻擊，結果加軍司令兼任西旅旅長羅遜准將及其僚屬全體殉職，

羅遜准將成為香港保衛戰中最高級的殉職軍人，為了扼守此處通往香港島南部的要道及

黃泥涌水塘，與日本皇軍爆發激戰，英國、加拿大軍隊的頑強防守使到日本皇軍有逾

600 人傷亡，最終日本皇軍於 12 月 23 日成功佔領黃泥涌峽及水塘，斷絕了香港島的供

水。致使英國軍隊無險可守，加上香港另外一處主要山峽灣仔峽於 12 月 24 日亦失守，

惟有選擇投降，並且開始了香港日治時期。 

 

2. 紅磡(早期紅磡重工業尋跡) 

19 世紀後期，紅磡先後出現兩大船廠，力挺當時主力的海運交通；青洲英泥

又告成立，香港基建有了堅實基礎；20 世紀初，中華電力後來居上，發展成遠大於香

港電燈的規模；接着九廣鐵路通車，形成連接中國內陸的龐大運力。有了這些基礎，香

港製造業才得以出生、成長和輝煌一時。 

 

3. 北角沿革 

香港開埠時人口大約 160 萬，當中有 60-70 萬人口都是福建籍的，由早期聚居

地跑馬地開始向北角擴展，再從北角擴展到附近的九龍城區及觀塘區自此北角一帶成為

大多數福建籍居民的聚居地，因為語言相通，這一帶第二族群潮州籍人口，而二戰後北

角(以及鰂魚涌)更成為全成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在港鐵通車後，很多人認知的北角變

成北角站一帶，人口只有 5 萬，而戰後因為郭春秧後人開設娛樂事業，自 1945 年至今

亦不停吸收上海籍新移民，但這一帶亦有不少福建人。隨新光戲院開設後，亦有不少懂

流利廣州話人口由柴灣遷居北角站一帶。 

除此之外，北角這個自給自足的社區，原來是五十年前那場「六七暴動」之中

本地左派勢力的重鎮。一九六七年八月，自港英政府決定強硬對付這場「暴動」中的示

威者，北角正是港英政府進行第一階段「清場」的目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8%BB%8D%E9%9A%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7%9A%87%E5%86%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2%E5%BE%A1%E5%B7%A5%E4%BA%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F%9D%E8%A1%9B%E6%88%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8%A7%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86%E5%B0%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86%E5%B0%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F%9D%E8%A1%9B%E6%88%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3%E4%BB%94%E5%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91%E9%A6%AC%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0%82%E9%AD%9A%E6%B6%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8%A7%92%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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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仔 

香港仔原本稱為「石排灣」（現多指香港仔半山的石排灣邨）。水上人漁民，源

自遠古百越族，自遠古時代開始就在廣東一帶聚居，他們是香港最早的居民。香港島的

香港仔、赤柱和九龍的油麻地等地以往聚居了不少水上人。 

香港仔昔日是香港地區的一個主要轉口港。古時香港地區內生產的石磚，大多

先運到香港仔的海灣分行排列，以便運到廣州，因此該海灣得名為「石排灣」。到了明

朝，石排灣也兼營香樹製品的轉運。從沙田及沙螺灣等地生產的製品會經尖沙咀用小艇

送到石排灣，再用俗稱「大眼雞」的艚船運至廣州。香港仔的轉口事業隨著清朝初期的

遷界而式微。另一方面，早於香港開埠之前，已經有艇戶漁民在香港仔居住。開埠後，

除了漁業外，香港仔一帶也開始發展工業。1857 年建成的夏圃船塢，是香港首個大型

船塢，後來於 1860 年代被黃埔船塢收購發展成香港仔旱塢，其後成為香港四大船塢之

一。20 世紀初，香港仔東部設立了大成紙廠，但到了 1920 年代因香港仔水塘的擴建，

導致不能再使用該水源，業務需要結束，原址後來發展為香港仔兒童工藝院（今香港仔

工業學校）。初期居民大多居住在香港仔黃埔船塢東面的香島道（今香港仔大道）及香

港仔大街（今香港仔舊大街）一帶，艇戶則多聚居於香港仔避風塘內以及黃竹坑西面的

十五間和涌尾海傍。 

隨著時代發展，香港仔很多艇戶於 1950 年代起已搬到陸上居住，而香港仔旱

廠原址已於 1970 年代被填海，成為今日南區的一個大型私人屋苑——香港仔中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6%8E%92%E7%81%A3%E9%82%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89%E5%8F%A3%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94%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8%9E%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6%E6%B2%99%E5%92%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B7%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9%96%8B%E5%9F%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87%E6%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5%9F%94%E8%88%B9%E5%A1%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9%E6%B8%AF%E4%BB%94%E6%97%B1%E5%A1%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B%94%E6%B0%B4%E5%A1%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B%94%E5%B7%A5%E6%A5%AD%E5%AD%B8%E6%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B%94%E5%B7%A5%E6%A5%AD%E5%AD%B8%E6%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B%94%E5%A4%A7%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B%94%E8%88%8A%E5%A4%A7%E8%A1%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B%94%E9%81%BF%E9%A2%A8%E5%A1%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4%BA%94%E9%9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C%E5%B0%BE_(%E9%A6%99%E6%B8%AF%E4%B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B%94%E4%B8%AD%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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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參與者須注意事項* 

 

1. 應經常留意天氣報告及天氣預測。如天文台於活動當日上午6時正已懸掛熱帶氣旋警

告信號，本會將取消當日所有戶外活動。如一號警告信號在活動進行期間才懸掛，則應

立即前往最近的安全地點暫避。在情況許可下，負責教師應安排參加者回家。假如懸掛

更高的警告信號，則應留在就近的安全地點，直至風勢已無威脅方可離去。 

 

2. 如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教師/導師應立即停止所有戶外活動，並帶領參

加者前往安全地點暫避，直至可安全回家為止。 

 

3. 負責教師應留意參加者的表現及舉動，確保他們不會參與超逾其體能及智能的活

動。並提醒參加者如身體感到不適，應即時報告，以便作出適當安排。 

 

4. 必須培養參加者的責任感，令他們明白在保障自身和隊友安全方面所擔當的角色。 

 

5. 參加戶外活動時，須嚴禁參加者吸煙或玩弄火柴、打火機等易燃物品。 

 

6. 負責教師/導師應確保參加者在參加戶外活動時穿著恰當的服飾；例如，穿上合適的

衣服和鞋履、束起長髮、修剪指甲、穩固眼鏡等。 

 

7. 負責教師/導師應提示所有參加者帶備身份證明文件；例如十五歲以上的參加者必須

攜帶的身分証明，包括成人身份證或兒童身份證。 

 

8. 負責教師/導師應提示參加者採取適當措施避免蚊蟲叮咬以預防蚊子等傳播的疾病，

例如登革熱。參加者宜： 

a) 穿著淺色長袖衣服及長褲； 

b) 塗上防蚊油/防蚊膏；及 

c) 避免在樹蔭、草叢、隱蔽處或可管理範圍以外逗留過久。 

 

9. 負責教師/導師應留意戶外活動和四周環境的潛在危險，並採取相應的預防措施，以

確保安全。同時，應鼓勵參加者在發現任何不尋常事情/問題時，盡快向他們報告。 

 

 

 

 

*參考自教育局戶外活動指引_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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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資訊 

電話 : 3187 2783     傳真 : 3007 2730 

地址 : 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 50 號利寶時中心 6 樓 2 室「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hkhces.edu.org 

 

----------------------------------------------------------------------------------------------------------------------- 

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 

2017-2018 年度 「小足跡、大腳印」 歷史考察之旅 

參加表格 

(一)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中文) 

 

負責老師姓名:                 ___(中文)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報名項目 

 

本校______教師及_______學生報名參加                        (活動地點

名稱)，並同意及明白此活動的有關細則安排。 

 

 

 

 

                                                                            

注意事項 

1. 請勿郵寄任何支票到本會。待本會行政部確認報名接納並發出發票後，才遞交有關費用。

2. 本會會盡力確保所有活動在安全情況下進行，但在活動期間，參加者如發生意外而

導致任何受傷或財物損失，參加者須自負全責，一切責任概與本會無關。參加者需注意

身自身安全及保管個人財物。如有需要，應自行購買個人或其他意外保險。 

3. 當本會確認報名申請成功，本會將要求 貴校提供參加者之身份証明文件，僅作購買

相關保險之用。活動完結後，所有參加者之身份証明文件將銷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