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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海外貿易樞紐―─唐代與清代的廣州 
1. 廣州位處中國南部，雖然不是中國歷朝以來的政治中心，但在經

濟發展上卻有舉足輕重的位置。自秦始皇平定百越地區，嶺南地

帶逐漸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地區之一。因此，本設計以廣州

為切入點，讓學生探索嶺南地域資源在中國經濟發展上的特色與

重要性。 
 
2. 本設計配合高中選修單元（二）珠江流域的學習重點，為學生提

供多元化的探究學習經歷，從而建構個人的知識。最後，學生可

以多媒體學習方式，配合個人的思考，把學習成果呈現。 
 
3. 本教學設計的學習活動涵括日常課堂及考察活動，內容多元化，

部分內容亦適用於初中學生。教師可按教學進度、學生興趣與能

加以剪裁，靈活運用，從而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 
 
4. 本教學設計共有三個學習重點： 
    4.1 學習重點一：讓學生掌握廣州成為南海海上貿易重要港口 

的原因及發展歷程。學生以組合閱讀策略(Jigsaw)認識廣州在南

海海上貿易發展的概況。此外，同學亦須透過搜集資料、閱讀地

圖，分析廣州成為南海海上貿易據點的原因。 
4.2 學習重點二：讓學生從廣州古蹟、展覽了解廣州在南海貿易

上的角色及貢獻。學生透過考察蒐集一手及二手材料，進行分析

及整理，分析廣州在唐代、清代的外貿發展史上的角色。 
4.3 學習重點三：學生以旅遊編輯身份製作「清初廣州旅遊指南」

的簡報或網頁，展示學習成果。 
 
5. 本教學設計重點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訓練學生研習歷史的能

力。例如：讓學生從不同途徑蒐集資料，包括網頁、古蹟考察及

參觀博物館等，訓練自學能力；讓學生閱讀不同類別的歷史資

料，包括書籍、傳說、歷史地圖、碑文及圖片等，學習如何詮釋

資料；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包括分期表、腦圖、實地考察、

製作網頁或簡報、小組討論及匯報，訓練協作、溝通、解決問題

及明辨性思考等共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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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內容大綱 
 

主題 海外貿易樞紐――唐代與清代的廣州 
課題 高中： 

選修部分單元(二) 地域與資源運用 
課題：珠江流域 
初中： 
課題（中三級課程）：同、光年間救國運動的起落 

學習

重點 
1 廣州與海上貿易面面觀 

1.1 廣州與南海海上貿易的發展歷程 
1.2 影響廣州成為南海貿易樞紐的因素 
 

2 從廣州古蹟考察認識廣州在唐代、清代海外貿易發展史

上的角色 
2.1 主題一：廣州博物館（鎮海樓）與海貿遺珍展—廣

州在中外貿易發展史上的角色 
2.2 主題二：南海神廟──海上絲綢之路的遺珠 
2.3 主題三：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清代中外貿易多面

睇 
 

3 ｢清初廣州旅遊指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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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說明 
 

【學習重點一：廣州與海上貿易面面觀】 

1 目的： 
1.1 配合組合學習策略(Jigsaw)，以不同的分組方式進行資料閱

讀，讓學生整理廣州在南海海上貿易發展的概況，訓練學生

整理資料、協作及溝通能力，並發揮同儕學習的果效。 
1.2 透過搜集及整理資料，並閱讀一手史料──地圖，讓學生能

掌握廣州成為中外貿易樞紐的原因。 
 

2 習作安排：(附錄 3.1) 
2.1 工作紙一(50 分)：「廣州與南海海上貿易的發展歷程」 

 以小組及堂課形式進行。 
 學生分組討論影響廣州發展的重要歷史事件，並認識廣州在

中外海上貿易發展的概況，進而分析廣州在南海海上貿易發

展的角色。 
 
2.2 工作紙二(50 分)：「影響廣州成為南海海上貿易樞紐的因素」 

 以個人家課形式進行。 
 學生透過搜集資料、地圖閱讀，認識廣州的地理與自然環境

面貌及其變遷，並掌握唐、清兩代對外商管理的措施。最後，

學生須綜合學習心得，以腦圖整理廣州發展為對外貿易樞紐

的原因。 

3 使用建議及注意事項： 
3.1 工作紙一的學習成效受學生分組互動情況影響，如老師能在

事前安排，同儕學習效果會較佳。 
3.2 小組形式進行的討論，宜要求每位同學在過程中摘寫討論結

果，避免個別同學不積極參與。 
3.3 教師可因應學生的水平及能力，調節工作紙一的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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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說明 
 

【學習重點二：從廣州古蹟考察認識廣州在唐代、清代 
海外貿易發展史上的角色】 

1 目的： 
1.1 透過參觀廣州的古蹟，讓學生認識廣州在唐代、清代中外貿

易的角色。 
1.2 透過親身考察，搜集及整理一手史料，讓學生學習從一手史

料建構歷史知識，並明白歷史文物保育工作的重要性。 
1.3 透過觀察、搜集、分析到評論的探究過程，讓學生能結合實

地考察、文獻資料及課堂所學，建構歷史知識與觀點。 
 

2 參觀地點： 
2.1 廣州博物館（鎮海樓）及仲元圖書館「海貿遺珍展」 
2.2 南海神廟 
2.3 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及黃埔村 
 

3 參觀重點： 
3.1 廣州博物館（鎮海樓）及仲元圖書館「海貿遺珍展」：從展

覽及展品介紹了解唐代、清代時期的中外貿易概況。 
3.2 南海神廟：從廟宇的位置及廟內文物認識唐代中外貿易的發

展。 
3.3 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及黃埔村：從古港位置、展館介紹、黃

埔村景點，認識清代廣州貿易的情況及十三行行商發跡史。 
 

4 習作安排：(附錄 3.2) 
4.1 工作紙三(20 分)：「廣州博物館（鎮海樓）及仲元圖書館海

貿遺珍展──廣州在中外貿易發展史上的角色」考察工作紙。 
4.2 工作紙四(40 分)：「南海神廟──海上絲綢之路的遺珠」考察

工作紙。 
4.3 工作紙五(40 分)：「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清代中外貿易多

面睇」考察工作紙。 
 



148 
 

5 使用建議及注意事項： 

5.1 所有工作紙以小組形式進行，教師宜先著同學分工，最後共

同完成考察工作紙及考察綜合報告。 
5.2 每位同學獲發整套工作紙，在考察前細閱工作紙的內容，並

完成「事前準備」部分，讓學生有充足準備，投入考察。各

組亦多派一套工作紙作最後繳交之版本。 
5.3 每組同學均須依工作紙指示觀察、搜集及記錄資料。考察工

作紙題型分為基礎知識題及思考題。基礎知識題的答案可從

考察中觀察或整理資料而得，思考題則要求每組學生經過討

論、分析後作答。 
5.4 由於博物館會定期閉館維修，部分展覽亦非常設專題展覽，

教師在安排考察前須確定博物館及展覽是否可供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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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說明 
 

【學習重點三：「清初廣州旅遊指南」設計】 
 

1 目的： 
1.1 透過設計旅遊指南，讓學生能整合、貫通所學，有系統地建

構知識。 
1.2 訓練學生運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呈現歷史的知識與概念，展示

學習成果。 
1.3 訓練學生整理及分析資料的技巧，以及應用歷史知識的能

力。 
1.4 讓學生透過自我反思，整理考察成果，提升學習果效。 
 

2 習作安排：(附錄 3.3) 
2.1 工作紙六(60 分)：三人一組，以旅遊雜誌編輯身份，為清初

的外國商旅撰寫「清初廣州旅遊指南」。指南需以簡報或網

頁形式製作。 
2.2 工作紙七(20 分)：口頭匯報。每組向其他同學介紹所設計的

旅遊指南。 
2.3 工作紙八(20 分)：每位同學撰寫一篇個人學習反思，檢討整

個課題、考察的學習心得。 
 

3 使用建議及注意事項： 
3.1 工作紙六的難度較高，教師可按學生學習能力調節每組人

數。 
3.2 由於工作紙六佔分較高，建議可按同學表現進行調分。如進

行調分安排，教師宜事前清楚交代小組互評原則。 
3.3 部分習作須在堂上完成，教師可按學生學習能力調節討論或

匯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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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貿易樞紐—唐代與清代的廣州 
學習重點一：廣州與海上貿易面面觀 

 

習作指引 
 
主題：  
1. 廣州與南海海上貿易的發展歷程。 
2. 影響廣州成為南海海上貿易樞紐的因素。 
 
課堂前安排： 
1. 學習重點一可配合選修單元（二）「珠江流域」的教學進行。 
2. 工作紙一以分組形式進行學習，教師可因應學生學習能力及學習情

況以隨機分組或預先編排組合。 
 
習作要求： 
工作紙一、二分別安排於課堂內及課堂外進行，部分工作紙由同學個人

完成，部分則由小組完成。 
1. 工作紙一(50 分)：「廣州與南海海上貿易的發展歷程」 

 工作紙一採取組合閱讀策略(Jigsaw)，以不同的分組方式進行資

料閱讀及分享，讓同學認識廣州在南海海上貿易發展的概況，

訓練學生整理資料、協作及溝通能力，並發揮同儕學習的果效。

有關習作分為兩個步驟完成： 
 步驟一：由老師安排全班分為 ABC 三組，每組閱讀不同材

料，組員先自行閱讀及完成問題，然後與同組同學討論，並

修訂答案。 
 步驟二：老師再重組同學，每組由步驟一的 ABC 組成員組

合而成。組員須匯報步驟一的研習成果，然後老師再派發步

驟二之習作，著每組完成時間線左欄的填充，並討論如何為

「廣州與南海海上貿易發展史」作分期（即時間線右欄的部

分）。完成討論後，老師可抽樣匯報。 

2. 工作紙二(50 分)：「影響廣州成為南海海上貿易樞紐的因素」 

 

附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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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廣州與南海海上貿易的發展歷程 (50 分) 
 

步驟一：將全班學生分為三大組(ABC 組)，每組獲分派不同的資料(資
料 ABC)。學生先閱讀資料，並自行完成相關問題，然後按教師指示與

組員討論。 
 

A 組閱讀材料：先秦及兩漢時期的廣州及南海海上貿易發展  
請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 

五羊城的傳說：廣州又稱「五羊城」、「穗城」。相傳在西周夷王時廣州連年

災荒，民不聊生。一天，南海上空飄來五位穿著不同顏色衣服的仙人，他們騎

著不同毛色的仙羊，仙羊口中銜著五色稻穗。仙人口中誦祝曰：「願此闤闠，

永無饑荒。然後把稻穗賜予百姓。即後仙人騰空離去，五隻仙羊則留了下來保

佑當地百姓。」 
 
資料二： 

廣州屬於嶺南地區，而嶺南地區為古代百越人聚居之處。廣州一地最早出現於

史籍時為西周周夷王八年（公元前 886 年），當時百越人歸順於南方的楚國，故在廣

州一帶地區建有「楚庭」。 
 
資料三：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 派任囂率兵統一嶺南，把嶺南分為三郡，即

為南海、桂林、象郡。南海郡下置博羅、龍川、番禺及揭陽四縣，番禺即為廣州之

古稱。秦始皇又派任囂出任南海郡尉，在廣州建番禺城，又稱任囂城。這座小城即

在今廣州倉邊路舊倉巷一帶。 
 
資料四： 

公元前 206 年秦朝滅亡，南海郡尉趙佗趁勢併吞桂林及象郡，建立了南越國，

自立為南越武王，其王朝經歷五世共九十三年。趙佗以番禺為首都，將番禺城擴大。

南越國的建立確保嶺南地區在秦末漢初的亂世保存地區的穩定，有利嶺南地區的發

展。 
 
西漢初年，趙佗接受漢高祖的勸降，獲賜南越王印綬，成為漢的藩屬國。惟至

漢武帝即位後，南越國內亂，造成不穩，漢武帝遂出兵平定南越，並在原來的南越

國置了九個郡，直接歸入漢室的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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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五： 
由於番禺（為廣州之古稱）位於珠江出口，又鄰近南海諸國，再加上古越人善

於航海，故早有航走於東南沿海及太平洋群島之間的活動。由是自先秦以來，番禺

便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地區通商的重要通道之一。廣州遂成為南洋熱帶珍貴特産的集

散地，著名的商品有珍珠、犀角、玳瑁、象牙等。不少古籍亦記載廣州，以致嶺

南地帶的商品及交流情況。  
 
資料六： 

早在漢代，番禺的紡織、食品加工、陶瓷等工商業已經相當發達，而廣州作為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與海外的商品交流日繁。當時中國的絲織品、瓷器、

鐵器、銅錢、紙張、金銀等以廣州為起航站運往海外，換回珠寶、香藥、珍珠、象

牙、犀角、翡翠、玳瑁、香料、玻璃等。而中國的商品不僅流通至東亞南、中亞地

區，更有轉至西方的羅馬帝國。 
 
資料七： 
《漢書・地理志》亦首次記載了官方的南海航線：漢武帝派一批譯使、商人

及水手，從廣東徐聞縣、廣西合浦及日南（今越南順化）三個地方出航，大抵

經過今日馬來半島後，橫越孟加拉灣而抵達印度半島東岸。雖然這段記載不

詳，但仍可視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雛型。而在這次航程中，官方帶去的黃金和絲

綢換來了明珠、琉璃、奇石等當地特產。  
 
 
 
 
 
 
 
 
 
 
 
 
資料來源： 

吳家華等編。《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歷史科（中四至中六）支援教材—選修部分單元二：地域與資

源運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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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A 組討論問題： 
 
1. 資料一的傳說對於理解嶺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有甚麼重要性？(3 分) 

傳說雖不同於真實，但卻能反映嶺南開發概況，最少在周夷王時期這一帶居民

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生活。（合理說明即可） 

 
2. 試根據以上資料，找出影響嶺南地區發展的三個重要事件，並說明你的理

據。(12 分) 
事件 重要事件 理據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統一嶺

南地區 
嶺南地區自此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 
 

 趙佗建立南越王朝 
 

確保嶺南地區有較穩定的發展條件 

 漢武帝開闢南海航線 海上絲路的雛形，有利嶺南地區的發展 
 

 以上為參考答案，其他言之有據的觀點亦可 
 
3. 試以不多於 150 字總括先秦至漢朝時期中國南海海上貿易發展的概況。(5

分) 
參考答案： 

 嶺南地區自古因善航海而早有海上貿易活動，至漢代更正式開闢海上

絲路，遠達印度東岸。 
 廣州因位處珠江出口而成為主要對外貿易港口之一。 
 商品交流以中國的絲織品、瓷、鐵、銅、金等換取犀角、玳瑁、象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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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廣州與南海海上貿易的發展歷程 (50 分) 

步驟一：將全班學生分為三大組(ABC 組)，每組獲分派不同的資料

(資料 ABC)。學生先閱讀資料，並自行完成相關問題，然後按教師

指示與組員討論。 

 
B 組閱讀材料：魏晉南北朝至唐朝時期的廣州及南海海上貿易發展  
請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 

魏晉南北朝期間，嶺南地帶相對穩定，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亦帶來生產技術，

促進了嶺南地區的經濟生産。三國孫吳大力開發東南地區，而廣州一名亦正式出現。

孫吳政權重視與東南亞國家的交流，廣州亦逐漸成為中外海路貿易窗口的角色。 
 
西晉時期，羅馬帝國使者便因廣州港的繁盛而取道廣州往洛陽朝貢。此外，《南

齊書・王琨傳》亦記載東晉時：「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可見廣州

之富庶。廣州在中外貿易的角色亦漸取代廣東徐聞、廣西合浦兩地。  
 
資料二： 

隋代君主開鑿運河，不僅加促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更發展中國與東南亞地

區的貿易關係。開皇十四年（594 年），文帝命令於廣州興建南海神廟，讓水手、船

員、商賈頂神膜拜，祈求航道的安全。從此，南海神廟成為隋唐至元明期間南海航

道的重要地標。而隋煬帝大業三年，派常駿、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國（即馬來半島的

中部）。常駿等取道廣州出發，歷二十晝夜航行而抵赤土國，建立了中國與中南半島

的貿易關係。 
 
資料三： 

唐玄宗開元四年，派張九齡治大庾嶺道，開通廣東至江南地帶的通道，廣州物

資得以經北江水運至南雄，再過五嶺山隘而進入長江，最後接駁運河轉運至全國各

地。大庾嶺道的興建促進廣州至中原各地的商品交流，此道在安史亂後發揮更大的

積極作用。 
 
《唐書・地理志》記述唐朝中西海路的概況：以廣州為起點，穿過海南島而至

越南東南部，再過湄公河口和馬來半島的海面，進入新加玻、印尼蘇門答臘島。然

後分道，東南往爪哇，西北出印度洋以達斯里蘭卡，再沿印度半島西岸至中東波斯

灣、東非。而經此水路往返商人種族繁多，有東南亞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波斯

人，甚至是歐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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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四： 
 《唐大和尚東征傳》形容當時廣州的面貌：「州城三重，都督執六纛，一纛一軍，

威嚴不異天子。」此外，廣州城因著外貿的發達，建設不少碼頭區，其中光塔碼頭

更成為外商入廣州時的航標。 
 
資料五： 

唐代的對外貿易擴展至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區域諸國，當時僑居中國的外國商人

眾多。唐室為外國商人劃定蕃坊，方便他們居住，而當時住於蕃坊的多為阿拉伯人、

波斯人，估計人數以萬計，最高峰時更達十萬以上。他們可以保留本國的穿戴、飲

食及宗教習慣。政府更從居民中挑選一人任命蕃長，處理蕃坊內的事務。 
 
由於中國內回民日多，貞觀元年（627 年）居於廣州的阿拉伯人集資興建清真

寺，以作禮拜之用。清真寺定名懷聖寺，以紀念穆罕默德。而懷聖寺內建有懷聖塔，

原為教徒誦經之所。因塔位於當時的珠江邊，入夜後的燈光能為船隻導航，故時人

又稱光塔。懷聖寺與光塔留存至今，成為廣州巿重要歷史景點之一。 
 
資料六： 

唐代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在廣州設置了中國最早的外貿機構和海關—巿

舶使，負責一切對外貿易事宜。阿拉伯商人蘇萊曼著有《東游記》記述當時的外國

船停泊廣州後，中國的管理官員會把船上所有商品搬入貨棧，徵收百分之三十的實

物稅，餘貨交回外商進行買賣。《唐國史補》記述廣州時外貿的盛況：「南海舶，外

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獅子國舶最大。……」至唐末年，廣州巿舶之利已成

為唐室主要經濟來源之一，而海上絲路的發展亦已超越陸上絲路。 
 
 
 
 
 
資料來源： 

吳家華等編。《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歷史科（中四至中六）支援教材—選修部分單元二：地域與資

源運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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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B 組討論問題： 
 
1. 試根據以上資料，找出影響廣州發展的三個重要事件，並說明你的理據。

(12 分) 
事件 重要事件 理據 

 兩晉南北朝的開發 因吸收北方的人力資源與技術，廣州地

區出現生產技術的突破/廣州成為南方

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 
 隋文帝在廣州建南海神廟 外商、官員都以此祈求出洋平安順利，

奠定廣州成為海上絲路南大門的角色 
 唐代於廣州設立蕃坊/ 

唐代於廣州推行巿舶使制度/ 
唐玄宗開闢大庾嶺道 

使廣州成為外商聚集之地，刺激對外貿

易/ 
令唐朝更有效地管理及推動對外貿易/ 
加強廣州與中原地區的連繫，刺激南北

商品交流，加強廣州外貿的地位及競爭

力 
 以上為參考答案，任何三項言之有據的觀點亦可 
 
2. 以你所知，資料四何以會有「此道(大庾嶺道)在安史亂後發揮更大的積極

作用」之言？(3 分) 
安史亂後，北方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唐室主要依賴南方經濟以支撐朝廷運

作，故此大庾嶺道的興建，能便於唐室獲取南方物資及財賦。(合理說明

即可) 

 
 
3. 試以不多於 150 字總括魏晉南北朝至唐朝時期中國南海海上貿易發展的概

況。(5 分) 
參考答案： 

 魏晉南北朝時期因北方戰亂而使嶺南地區得以開發，至唐代海上航路

更遠達非洲東岸。 
 廣州成為南海海上貿易最重要的港口。 
 唐朝建立巿舶使及蕃坊制度，進一步推動海外貿易，亦加強廣州在海

外貿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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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廣州與南海海上貿易的發展歷程 (50 分) 

步驟一：將全班學生分為三大組(ABC 組)，每組獲分派不同的資料

(資料 ABC)。學生先閱讀資料，並自行完成相關問題，然後按教師

指示與組員討論。 

 
C 組閱讀材料：宋朝至清朝時期的廣州及南海海上貿易發展  
請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 

宋代立國時已失去中西陸路的控制權，遂著力開展海上貿易。《宋會要輯稿職官》

記：「廣州自祖宗以來興置巿舶，收入倍於他路。」廣州成為當時最大的商業城市和

通商口岸。政府不僅設立巿舶司，更多次對廣州進行城巿建設，修建城濠、渡橋、

碼頭等，使商業及交通更便利。 
 
兩宋時期與中國通商的海外諸國有約 50個之多，除東南亞國家外，更遠至大食

國、白達國（今巴格達）、大秦國（羅馬）等。宋代設有蕃坊、蕃學、蕃巿，吸引不

少外商攜家眷到廣州經商，甚或定居。他們聚積資財，興建大宅，富甲一方。 

 

資料二： 

南宋末年，廣州一帶成為南宋軍民最後的抗元基地，飽受戰火，巿舶事業一度

受挫。但自蒙古人建國後，與國外關係密切，中外交往再頻，廣州先後與 140 多個

海外國家有貿易往來，海路貿易得以延續發展，惟廣州地位在元一朝終未及泉州。 

 

資料三： 

明朝推行「閉關鎖國」政策，只允許「朝貢貿易」，作為「通夷情，抑奸商，俾

法禁有所施(讓國家法律可以施行之意)，因以消其釁隙(即隔膜)也」之用。但明中

葉以後，朝廷進一步海禁，只留廣州巿舶司，形成「一口通商」。但朝廷政策未能禁

絕民間貿易的發展，由於各國對中國商品需求甚殷，故此不少商人違反海禁，走私

商品。自此，廣州及整個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有長足的發展，漸形成粵緞、廣紗、廣

鐵、廣彩等馳名特產，遠銷海外。 

 

資料四： 

清朝乾隆時期只允許西方各國於廣州通商，廣州繼續獨享對外貿易之利。清廷

在廣州設立粵海關，下設七個掛號口總理外貿事宜，規定外國商船必須在黃埔下錨，

並辦理一切稅務、補給，及其他手續，黃埔港遂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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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五： 
清政府實行洋行制度（亦稱公行制度），規定外國人來中國進行貿易或交

涉必須由廣州十三洋行行商經管，以限制地方政府和海關的官員與外國人直

接接觸。而十三行這個半官半商的對外貿易組織的職責為：為外商繳納稅項及費

用、為外商出售貨物及代購商品、監督外商在華的一切活動、為外商與當地官員之

間的聯絡人。行商更在十三行附近的沙面一帶興建商館（清代文獻常稱為夷館），租

予外商居住、辦公、存放商品等。 
 
十三行商人的共同組織稱為公行，其首領稱總商，一般由最富有的行商充

任。在鴉片戰爭前，廣州十三行行商以潘（同文—同孚行）、盧（廣利行）、

伍（怡和行）、葉（義成行）四家為著。  

 

資料六： 
清初時期的中國出口商品中，茶葉佔第一位，由 1818 年的 5,943,631 元(銀元)，

增至 1832 年的 15,241,712 元，15 年內銷售量提升達三倍之多。而生絲和綢緞則是

第二位的出口貨，生絲出口貨值在1817年只有635,440元，到1833年上升至3,097,167
元，17年內增加5倍。而綢緞的出口貨值在1818年的300,000增至1822年的3,522,456
元，5 年間上升了十倍之多。 

 

資料七： 

 1842 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註明中國須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及

上海五地為通商口岸，並須廢除公行制度。  

 

 

 

 

 

 
資料來源： 

吳家華等編。《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歷史科(中四至中六)支援教材—選修部分單元二：地域與資源

運用〉，2010。 

香港藝術館。《香港遺珍—遮打爵士藏品選》。香港：香港藝術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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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C 組討論問題： 
 
1. 試根據以上資料，找出影響廣州發展的三個重要事件，並說明你的理據。

(12 分) 
事件 重要事件 理據 

 宋代進一步開拓海路貿易/ 
南宋末年至元朝的政局 

使廣州成為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 
使廣州的發展一度受挫，更被泉州取替

其海路口岸地位 
 明代行朝貢貿易，僅開放廣州

一口通商 
使廣州得以獨享海外貿易之利，亦加速

廣州手工業的發展 
 清代規定西方各國只能在廣

州通商，並實行公行制度/ 
南京條約的簽訂 

使廣州得享海外貿易之利，更出現富甲

一方的行商/ 
 
打破廣州壟斷外貿的地位 

 以上為參考答案，任何三項言之有據的觀點亦可 
 
2. 參考資料五及六，你認為保商制度對外貿的管理有甚麼好處？(3 分) 

清政府透過保商制度，對洋商進行多一層的監控，有效維持穩定的貿易環

境。 

 
3. 試以不多於 150 字總括兩宋至清朝中葉時期中國南海海上貿易發展的概

況。(5 分) 
參考答案： 

 隨著歐洲新航路的開展，明清以後中國南海貿易航路已遠達歐美地

區，開展環球貿易。 
 除元朝以外，廣州成為南海海上貿易的最重要窗口。 
 絲綢、茶葉、瓷器繼續成為主要外銷之商品，但廣州一帶亦形成其特

色的粵緞、廣紗、廣鐵、廣彩等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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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步驟二：重新組合學生(三人一組)，每組由剛才 ABC 同學組成。 

每位組員向同組同學匯報步驟一的研習成果，並一同完成以下「廣州與

南海海上貿易發展一覽表」的左欄資料。然後，全組討論如何為「廣州與南

海海上貿易發展史」的分期，並提出理據支持你們的分期安排。 

廣州與南海海上貿易發展一覽表 
重要史事（15 分）              時期  分期及理據（15 分） 
 
為古代_百越_人聚居之處，西周時歸降楚國，在廣州     
建有_楚庭___。                                                     
秦始皇時併吞為領土一部分，置為_南海_郡下管治，     
時廣州稱為__番禺___。         
漢初嶺南地為南越國所治，漢武帝才收復。武帝亦開     
展__南海_航線，遂成為海上絲路趨型。     

三國時代，廣州之名正式出現。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     
政局較穩定，大量人口南移，南方得以進一步開發。       
隋朝在國內開鑿___運河__，對外推動海陸的 中外貿    
易通道。文帝於廣州興建_南海神廟，顯示官方對海     
路貿易的支持。 

         
唐代的中外海上貿易發達，遠達東非   _。唐室設置     
_巿舶使  _管理外貿，徵收關稅，又在廣州城中劃出     
_蕃坊    _，吸引外商來華經商居住。 

宋代沿用唐的制度，進一步推動海外貿易。廣州更躍 
升為全國最大的通商港口。 
元代統治期間，外國商旅紛紛來華，不少外國商旅盛 
讚中國的物產豐饒，城巿繁榮。 
明代一改政策，官方只容許｢__朝貢_｣貿易，只許貢使      
在廣州進出，此舉使廣州的經貿更為發達，而廣州城     
更進一步擴大。   

                      
清朝沿用__一口__通商政策，在廣州設立粵海關管理     
對外貿易事宜，並進一步要求外商須經公行/十三行     
作中介人，代理一切在華貿易事宜。但自__鴉片__    
戰爭後，中國被迫全面開放貿易。          

廣州開發時期 

廣州由百越之地

併入中國版圖，純

因地利而開展對

外貿易，但當時未

見政府就廣州與

海外貿。 

易有全面規劃。 

廣州發展時期 

南海神廟、蕃坊、

巿舶使的建立標

誌官方對方海外

貿易的重視與開

拓。 

廣州獨盛時期 

明清以朝貢貿易的
態度，並嚴限廣州為
唯一對外開放港
口，使廣州獨享海貿
之利，地位超越其他
港口。 

廣州衰落時期 

南京條約後，廣州失

去獨尊地位。 

先秦 
 
秦 
 
漢 
 

魏晉南

北朝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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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表 

 
題型 得分 

I 步驟一                              /20 
II 步驟二：填充題                              /15 
II 步驟二：歷史發展分期                              /15  

準則 表現滿意 表現一般 表現未如理

想 
合理劃分時段    5   4     2   3     1   0 
分段理據充分，具說服力 10   9  8 7  6   5  4 3  2   1  0 
評語 

 
 
 

 
 

 
 

工作紙一總分：______________/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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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影響廣州成為南海海上貿易樞紐的因素(50 分)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1. 請同學搜集資料，簡單介紹以下兩組名詞： 

 
嶺南(5 分) 

嶺南是中國古時中原人對南方的總稱，又稱嶺外。嶺南指中國南方五嶺(即

越城嶺、都龐嶺、騎田嶺、大庾嶺、萌渚嶺五座山脈)之南地區，形成兩廣與中

原之間的天然屏隔。 

在古時，嶺南為百越人居住之地。秦始皇時把嶺南地併兼入中國版圖，並

置南海(今廣東、海南、廣西東南部)、桂林(今廣西一帶)、象郡(今廣西西部、廣

東西南部和貴州南部一帶)三郡管治，稱為嶺南三郡，從此確定嶺南地區的範圍。

當時的嶺南應東接福建、南臨南海、北靠五嶺、西達雲貴，即包括了今廣東、

海南、廣西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但宋以後，越南脫離中國後，嶺南概念才把

越南北部分離出去。 

評分準則： 
嶺南一詞之源起及發展，最高佔 2 分；嶺南的涵括範圍，最高佔分 3 分 
 
 
珠江及珠江流域(4 分) 

珠江為中國的第三大河流，全長 2400 公里，而其流量則排行第二，僅次於

長江，達每年 3360 億立方米。珠江原指由廣州至虎門的一段河流，後來漸指西

江、北江及東江及珠江三角洲的總稱。 

  珠江流域是指由珠江、西江、北江及東江四條水道流經一帶的地域。整體

流經的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江西及湖南六個省份。 

評分準則： 
珠江的涵義，最高佔 2 分；珠江流域的涵義，最高佔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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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廣州巿自然環境的變遷： 
 
A 試在以下清代廣州城地圖上，圈出/標示出以下景點的位置：(2 分) 
 光塔     藍圈為答案 

粵海關 

 
 
B 參考上圖及以下資料，探討唐至清代期間廣州的自然環境出現了甚麼變

化：(5 分) 
｢唐貞觀元年(627 年)居於廣州的阿拉伯人集資興建清真寺，以作禮拜之用。清

真寺定名懷聖寺，以紀念穆罕默德。而懷聖寺內建有懷聖塔，原為教徒誦經之

所。因塔位於當時的珠江邊，入夜後的燈光能為船隻導航，故時人又稱光塔。｣ 
唐時的光塔寺位於珠江邊，但在清朝的地圖中，光塔已遠離珠江，反之清

成立的粵海關才靠近珠江邊。(觀察轉變，2 分) 

這現象反映在唐至清朝的千年間，珠江河流正收窄，淤泥沖積，使原本在

江邊的光塔日漸遠離河道的現象。(解釋轉變，3 分) 

城牆 

城

門

及

城

樓 

唐

代

蕃

坊

位

置 

清代十三行

及十三夷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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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參考上圖，試說明唐代蕃坊與清代十三夷館區的位置有什麼分別？(4

分) 

唐代蕃坊設於廣州城內，而清代的十三夷館區則在城外。(4 分) 

(ii)承上題，你認為以上做法反映兩朝在處理外商時的什麼心態？(6 分)這

兩種做法對發展對外貿易會有什麼影響？試加以說明。(4 分) 

心態： 

唐室採｢四夷一家｣觀念，不抗拒外人，故能把蕃坊容於巿內(持之有理，

最高得 3 分)； 
清廷以天朝上國自居，輕視外商及外貿，故把外商置於城外，亦不容其直

接與中國官民接觸，更要求行商作中介(持之有理，最高得 3 分)。 
影響： 

能兼論兩種做法的影響，言之成理，表達清晰，得 4 分。 
只能分析其中一朝做法的影響，或討論有所偏重，但仍能言之有據，表達

清楚，得 2-3 分。 
只能泛泛而論，說明欠理據，得 0-1 分。 
 

4. 根據課堂的討論，並就你所知，探討廣州得以成為隋唐至清代中葉以來南

海海上貿易南大門的原因，並以腦圖形式表達。(另以白紙繪製繳交)(20
分) 

 
腦圖評分表 

準則 表現滿意 表現一般 表現未如理

想 

內容充實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層次分明，表達清晰 7    6 5   4   3  2   1   0  

設計美觀 3    2   1  0  

評語 
 

 
20 

 

工作紙二總分：______________/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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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貿易樞紐—唐代與清代的廣州 
學習重點二：從廣州古蹟考察認識廣州在唐代、 

清代海外貿易發展史上的角色 
 

習作指引 
 
主題：  
1. 廣州博物館（鎮海樓）與海貿遺珍展──廣州在中外貿易發展史上

的角色。 
2. 南海神廟──海上絲綢之路的遺珠。 
3. 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清代中外貿易多面睇。 
 
考察前安排： 
1. 把學生分為二人一組，著學生在考察過程中分工合作，最後共同

完成考察工作紙及考察綜合報告。 
2. 派發整套工作紙予每位學生，著學生在考察前細閱工作紙的內

容，並完成「事前準備」部分，讓學生有充足準備，以投入考察。 
3. 清楚講解習作要求，及考察時應有的態度。 
 
習作要求： 
每組學生均須考察四個景點及展覽館，依工作紙指示觀察、搜集及

記錄資料。考察工作紙題型分為基礎知識題及思考題。基礎知識題

的答案可從考察中觀察或整理資料而得，註有分數，可讓學生自行

核對；思考題要求每組學生經過討論、分析後作答，由老師批核。 
1. 工作紙三(30 分)：廣州博物館（鎮海樓）及仲元圖書館「海貿遺

珍」展──廣州在中外貿易發展史上的角色  

2. 工作紙四(40 分)：南海神廟──海上絲綢之路的遺珠 

3. 工作紙五(40 分)：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清代中外貿易多面睇 

附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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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廣州博物館(鎮海樓)及仲元圖書館「海貿遺珍」展── 

廣州在中外貿易發展史上的角色(30 分)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任務一】：尋根問柢（事前準備）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廣州博物館 

 

    鎮海樓（廣州博物館）又名望海樓，俗稱五層樓，位於廣州巿越秀

山小蟠龍岡上。鎮海樓建於洪武十三年（1380 年），因永嘉侯朱亮祖

擴建廣州城，把城牆橫越越秀山，並建高樓以加強守備。因其有｢雄鎮

海疆｣之意，故名鎮海樓。鎮海樓旁保留部分古城牆遺址，樓前碑廊有

歷史碑刻，右側放置古炮。而鎮海樓位於廣州巿中軸線的起點與最高 
點，登上頂層，可俯瞰廣州全景，遠眺珠江。 
 
    鎮海樓在明清年間多次被毀，1928 年重修時把原本木結構的樓層

改為鋼筋水泥，並引入石灣彩釉作瓦脊及檐角鰲魚裝飾，而磚石牆壁則

大部分為明代舊物。1929 年起成為廣州巿立博物院，1950 年改稱廣州

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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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聖

寺 

南

海

學

宮 

鎮

海

樓 

1 根據以上資料，鎮海樓興建的主要作用是什麼呢？（1 分） 
 軍事作用/保衛廣州巿（1 分） 
 
2 試根據館內｢明清廣州巿模型｣，在以下地圖上標示廣州巿內重要的歷史地

標或古蹟：（3 分） 
鎮海樓、懷聖寺、南海學宮 

 

 

 
【任務二】：廣州在唐朝歷史上的角色 
3 根據館內的介紹，廣州在唐代的歷史發展上擔演什麼角色？ 
廣州是唐代最長遠洋貿易路線的起點/為市舶口岸，賺取重大的國家收入。(合
理即可) 

 
4 根據館內資料，試找出兩個因素導致廣州能發揮上述角色的原因： 
造船技術的改良，令遠洋貿易有長足發展/張九齡修興大庾嶺路，使廣州能連

繫北方，有利商品往來/政府建立巿舶制度，有效推展及管理海外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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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館內資料，找出兩類唐代對外商品交流概況： 

輸出商品(輔以相片/圖片) 主要輸出地 

參考答案：瓷器 (長沙窟青釉鳥形塤—塤為吹奏樂器，而

青釉是中國瓷器中最傳統與著名的顏色釉。而唐代長沙窯

為青瓷窯場，衝破唐以前單色青釉一統天下的局面，成為

中國釉下彩繪的第一個里程碑)(三樓展區) 

  

東南亞、西亞 

銀器(銀質蓮瓣印花高足杯—是唐朝是外銷的銀器，銀器鑄

有蓮花裝飾，反映唐朝鑄冶技術的高水平) (三樓展區)  

 

日本、東南亞 

 
【任務三】：仲元圖書館「海外遺珍」展—廣州在清代歷史上的角色 
6 有言「清代的海外貿易發展更具規模。」試以絲織行業為例，在展覽館內

找證據印證以上句子。 
 
 

 
 

 

 
 
 

 

清

代

絲

織

行

業

發

展

更

具

規

模 

商行數目： 

行口眾多 

證據：有朝蟒行、十八行、十一 

行、金彩行、通紗行等 

行業監管：組織 

行會 

證據：設有綿綸會館，更有值理處 

理行內事務 

商品：絲織品多 

元化 

證據：有絲沙、雲紗、官紗、五絲、

八絲、光緞、牛郎綢、花綢、素綢等 

證據：美洲、日本、菲律賓、歐洲、

南洋 

外銷巿場：歐亞 

地區 



169 
 

總結 
6 根據以上兩個展覽的介紹，試比較唐代與清代海外貿易發展的情況。（12

分） 
相同之處 唐代 清代 

經濟方面 
廣州在唐、清兩朝的遠洋貿易路線上擔演重要口岸的角色。 
海外貿易為兩朝的國家__收入____（1 分）主要來源之一。 

   
相異之處 唐代 清代 

商品種類 
唐代主要以瓷器、絲、銀器

為主。（2 分） 

清代亦以瓷器、絲為主，其中瓷器

更會為外商特別訂造款式；此外，

茶葉亦為重要貿易商品，油畫則是

清朝時新興起的外銷商品。（3 分） 

商品輸出地 唐朝主要以東南亞、日本為

主。（1 分） 

清朝的貿易已直接達於歐洲。（1
分） 

管理制度 
唐代主要透過巿舶使制度

管理外貿。（1 分） 
清朝規管制度較嚴密，設有海關負

責管理，最初更規定由行商作中介

人，行業內亦有組織行會管理。（3
分） 

 
評分表 

題型 得分 

I 基礎知識題(即註有分數的題目)                         /16 

II 思考題  

準則 表現滿意 表現一般 表現未如理想 

完成作答，態度認真      4 3   2     1   0 

分析獨到，理據充分               5 4   3   2     1   0 

組織有條，表達清晰      5 4   3   2     1   0 

評語 
 

 
 

 

工作紙三總分：______________/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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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南海神廟—海上絲綢之路的遺珠(35 分)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南海神廟建於廣州黃埔區廟頭村(即隋朝的扶胥鎮)，又稱波羅

廟。它建於隋開皇十四年（594 年），至今已有1400 多年歷史，用以

祭祀管轄南海之神祝融。它是中國古代四大海神廟中惟一遺存下來的

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建築群，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發源於廣州的重要見

證。 

 

南海神被認為是嶺南百越的祖先，一直受歷代皇帝尊崇。唐玄宗

時，曾冊立為廣利王。廟內至今仍然較好地保存著多個價值極高的石

碑，包括唐代韓愈碑、宋開寶碑和明代洪武禦碑等，成為研究中古時

期海上貿易、南海神廟地位的重要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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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一】古今比併 
參考資料 A：南海神廟位置 

 

 

 

 
參考資料 B：古書中描述南海神廟及其周邊環境的地圖

 

參考資料 C：現今南海神廟的導遊圖  

波羅廟(即南
海神廟) 浴日亭 

商船 

清代渡頭 

 扶胥鎮離廣州城約80 里，在珠江北岸，靠近南海出口，可抵南海

各國。 

 廟前有碼頭，凡由西方來廣州貿易的商旅，必定來廟進香，希望保

佑風平浪靜，出入平安，所以神廟大門前的花崗石牌坊上，橫鐫「海

不揚波」四字。「海不揚波」石牌坊位置是當年上岸系船的所在地。 

http://big5.china.com.cn/culture/txt/2009-03/05/content_17383550.htm (下載日期：2015年 12月 8日) 

清代古渡 

海不揚波牌 

南海神廟 

浴日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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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以上三則資料，再根據你今天考察所見，記下南海神廟及其周邊環境

的重要變化：(其他合理答案亦可) 

古時 現今 
廟前為渡頭 廟前己有一大片平地，距離河道 
廟前為珠江 興建公路及發電廠 

 你認為以上述轉變對歷史文物的保育工作會帶來好處還是壞處？ 

 自由發揮，言之成理即可。 
參考答案：環境的轉變對文物的保育工作會帶來困難，在古蹟南海神廟附近

興建不少工廠，甚至是發電廠，影響鄰近的空氣質素，直接損害文物的保存。 
 

南海神廟的建築 

 

 

 

南海神廟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廟宇建築，其主體建築沿中軸線從南到北依

次為頭門、儀門、禮亭、大殿、昭靈宮共五進，一進高於一進，其他附

屬建築均以五進為中心，左右對稱。 

頭門前庭院 

第一進：頭門 

第二進：儀門 

第三進：禮亭 

第四進：大殿 

第五進：昭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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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進：頭門 

 
過了「海不揚波」石牌坊，就是頭門的庭院，庭院東、西側各有一對青石華

表，一對石獅子。當進入神廟頭門，分別立著千里眼與順風耳，而黑漆大門

則塗上唐朝秦瓊與尉遲恭的門神繪像。 

【任務二】尋找碑文寶藏 

2 頭門東側韓愈碑亭 
 請在上述位置上找出以下資料： 

碑文名稱：《南海神廣利王廟碑》(1 分) 

撰寫人：韓愈  
立碑時間：唐憲宗元和 15 年(820 年)(1 分) 

 細看以下碑文內容節錄，再回答問題： 

 

 

 

 碑文反映南海神的地位、班次 上升 / 下降。(1 分) 

 唐玄宗對南海神的新封號反映哪方面的意義？為甚麼？ 

 經濟作用，因「廣利」即廣招天下財利之意。而其作為海神，即要獲得
海上貿易之利的意思。 

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祝融。……

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

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於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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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頭門西側 

 請在上述位置上找出以下資料： 
碑文名稱：《大宋新修南海廣利王廟碑銘》(1 分)     
立碑時間：宋太祖開寶六年(973) (1 分) 

 細看以下碑文內容節錄，再回答問題： 

 

 

 碑文反映廣州在宋代中外貿易上擔當了甚麼角色？ 

中轉角色—東南亞商品從南海在廣州登陸後，經珠江、長江入淮，再轉運
到開封。 

 
第二進：儀門 
南海神廟第二進叫儀門，即禮儀之門。中間的門只供高官貴族進出，其他官

階低或普通人只能走側門。儀門上方是一刻有「聖德咸沾」的橫匾。對聯是

「鎮海神休永，司南廟貌崇」。 
 

【任務三】尋找雕刻寶藏 

4 儀門門口石鼓腳身的石頭雕刻 

 請細心觀察鼓腳用石頭雕刻了哪四種動物？ 

鳥雀、梅花鹿、蜜蜂和猴子(2 分) 

 中國傳統建統善於利用雕刻表達吉祥寓意。你認為以

上四種動物有何寓意？(提示：想想這些動物名稱的

諧音) 

其諧言是“爵祿封侯”之意，祈望來此拜祭南海神的人都能夠升官發財 

從儀門庭院到第四進大殿的東西兩側，各有一條複

廊，廊中陳列了自唐、宋、元、明、清各代碑刻共 45
塊，故此，南海神廟又被譽稱為「南方碑林」。 

 

自古交趾七郡，貢獻上國，皆自海沿於(珠、長)江，達於淮，通於 

洛。至於南海，故砥礪奴丹，羽毛齒革，底貢無虛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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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四】猜猜、點點 

4 碑廊 

 請找出兩塊不同朝代的碑文，從其簡介填寫以下資料： 
立碑時間 官方祭祀南海神的原因 

參考答案： (任何兩項) 

 元至正十年 

 明宣德十年 

 明景泰五年 

 明成化四年 
 明嘉靖十一年 

 

 讚頌南海神的神通能力 

 祈求保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因旱澇而祈求南海神解救 

 因旱澇連年而祈求南海神轉災為福，體
察民情 

 嘉靖帝因無嗣而求子 

 

6 「助利侯達溪司空塑像」--位於儀門東側複廊 

 根據你的觀察，塑像中的人物外型有甚麼特別？ 

他是有色人種，但卻身穿中國官服。(2 分) 

 塑像人物有何動作？你猜想這動作可有特別意義？ 

左手作遙望狀。自由猜想(參考答案：他正在遙望家鄉) 

根據導賞，寫下相關傳說內容：(6 分) 

 

 

 

 

 

 

 

相傳唐朝時，波羅   國(即今南印度)有個來華朝貢的使者，回程

經過南海神廟時，登岸謁拜南海神，並將從波羅國帶來的兩顆波羅樹種

子種在廟中，因流連美景 ，誤了返國海船。他只能舉手於額前遙望悲

傷，希望海船回來接他，後來立化廟門之東。 

 

人們認為朝貢使來自海上絲路的友好國，將其厚葬，並立像於廟

中。由於廣州人俚語稱外國人為「番鬼」，故民間俗稱為「番鬼望波羅」。

朝廷更給他加封為「司空」，並給他穿上官服，到宋高宗時更加封為助

利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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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的可信性固然有爭議性，但它或多或少反映出當時的若干社會面貌。

你認為上述傳說反映了唐代的哪些現象？ 

唐朝時與外國貿易之繁盛/ 南海神廟的地位已確立 / 唐代對外來文化的

包容交流，甚至願意供奉來自外國的封象 

 
 
第三進：禮亭 

出了儀門，就進入了第三進的禮亭。禮亭是古代

官員拜祭南海神的地方。這是一座木結構建築，

單簷歇山頂，面闊與進深各 3 間。第三進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庭園西側的康熙禦碑亭。 
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為皇帝大壽，派遺戶部

侍廊范承烈祭南海神，並御書「萬里波澄」匾額

放於廟。范又將御書刻在碑石上，在廟大門外建

亭，反映清政府已十分重視海上貿易。 
 

 
參考資料：祈風祭海 
 
 
 
 
 

 

7 參考以上資料，你認為歷代君臣何以注重南海神的祭祀？ 

祈求海神保佑海上貿易路線的平安順利，亦為重視外商、表示友好及尊重的

作用。                                                                         

祈風祭海習俗與海上貿易發展有著密切關係。官方為海泊祈風之最早記載

見於宋代。官員認為「舶之至準時與不準時者，風也；而能使風之從律而

不愆者，神也。是以國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歲而再禱焉。」因此，每

當揚帆出海或返航季節，地方官必招聚外國商人、本地商賈及地方縉紳舉

行大型祈風祭海活動，祈求海泊順風順水，以示對友邦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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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進：大殿 
禮亭的背後是南海神廟的第四進—大殿，為神廟中規

格最高，也是最重要的建築物。它是仿明代木結構琉

璃瓦歇山頂建築。大殿正中安放了連座 3.8 米高的南

海神祝融。大殿兩旁有六侯塑像。據說這六個人都是

為南海神治理海上風雲而各自立下大功的。 
 
 
大殿東側還有一面著名的東漢大銅鼓和一個明代的鐵

鐘。銅鼓是一件極為珍貴的文物，僅次於廣西、上海

的大銅鼓，在中國現存大銅鼓中排位是第三。它是東

漢時期鑄造，鼓面正中太陽芒紋，鼓邊原鑲有 6 隻銅

蛙，不知怎的現已失散殆盡。其鼓身有圓形的方孔錢

紋和雲紋。大銅鼓是古越族人祭祀的重要禮器，代表

著權力和地位。這面銅鼓除在神誕慶典中使用之外，

據說它還有鎮妖、定海的作用。 
 
 
第五進：昭靈宮 
第五進名為昭靈宮，也稱後殿，是南海神夫人的寢宮。

南海神夫人在宋朝時期被封為「明順夫人」。據說她原

來是順德的一個養蠶女子，後化為神，許配給了南海

神。她除了具有與南海神一樣的法力外，還有「送嗣」

的職能，是婦女、兒童的保護神。 
 
 
總結： 
在南海神廟的考察中，你認為哪件物件最能反映古代中外交流、貿易的發展

情況？試加以說明。 

 自由作答，言之成理即可。 
參考答案：我認為石碑最能反映古代的中外交流情況，石碑顯示自唐至明代，

歷代君主對南海神的敬奉有加，祈求能保守海外貿易的發展，可見南方海外

貿易對國家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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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放大鏡—南海神祝融 

有關南海神是祝融的說法最早見於韓愈的《南海神廣利王廟碑》，也成為唯一

有歷史記載之祖先命名海神。根據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所載，祝融是

黃帝時的六大輔相之一。因在黃帝南巡時成功為黃帝分辨方向，故受封管治

南方，成為南帝，被視為南方人的始祖。而在《山海經‧大荒南經》中描述

南海神的形象是：「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四海之神，

亦僅有南海神不是人面鳥身的。 
 
 
評分表 

題型 得分 
I 基礎知識題(即註有分數的題

目) 

                                   /15 

II 思考題  

準則 表現滿意 表現一般 表現未如理想 

完成作答，態度認真      4     3   2     1   0 

分析獨到，理據充分           8   7   6 5   4   3 2   1   0 

組織有條，表達清晰  8   7   6 5   4   3 2   1   0 

評語 
 

 
 

 
 

 
工作紙四總分：______________/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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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五：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清代中外貿易多面睇(35 分)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黃埔古港陳列館外貌 

 

一、黃埔港發展源起 

【任務一】：尋根問柢（事前準備） 

 

 

 

 

 隋唐以來，南方對外貿易關係多依賴離廣州城約80 里扶胥鎮（即南海神廟所

在地）。但自明以後，因著自然環境的變遷，淤泥沖積，使海岸線逐步南移，

故有扶胥鎮衰，黃埔港興之變易。 

 今日黃埔村所在地即為黃埔古港遺址，是清代海上絲路之必經港口。從1757 年

至1842 年，黃埔古港成為全國與西方各國貿易的唯一對外通商口岸，共達85 年

之久。黃埔村在清康熙年間已發展為數千人的巿鎮，更是粵商文化所在地之

一。 

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位於黃埔村內，而黃埔村實為清代黃埔古港

遺址所在，是清代以來廣州「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港口。黃埔

村作為明清時期對外交通貿易的重要港口，在清康熙年代已發展成為

有數千人的市鎮，極具中國濱海古城鎮特色。 

陳列館利用村內的梁姓祠堂改造而成，並於2004年4月開館，總面

積約達2000 平方米，由壁畫區、實物區以及中心展區3 個部分組成，

重現清代一口通商時廣州對外貿易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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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綜合以上資料，以概念圖表達黃埔港在清朝得以興起的原因：(6 分) 
 
 
 
 

 

 

 

  

 

 

 

2 除了上述因素外，你認為甚麼條件能促進中外貿易的呢？ 

自由作答(旨在刺激學生思考)。 

參考答案：穩定的社會環境/充足的貿易人才及工人階層/穩定的貨幣政
策。  

 清康熙二十四年於澳門、漳州（即廈門）、寧波及台山（即連雲港）設立海關

行署。乾隆二十二年對西方各國實行一口通商，僅保留粵海關。而在《管理十

三行商條例》中又規定外船不得沿江停泊，必須下錨於黃埔村，粵海關遂於黃

埔村碼頭設立「黃埔挂號口」，負責貨物裝卸、課稅、駁船往來、為外商提供

生活補給、保衛港口等事宜。自此，中西海泊往來集中於黃埔港口。還開設了

稅館、夷務館、買辦館和無數的酒樓商號。 

 由廣州港到南海的80 里航道一般水深達七米，連30 英尺的貨輪也可駛入黃埔

港，有利航運。 

 古港位於黃埔涌河畔，河面較寬，緊靠珠江河道，而對岸的丘陵形成天然避風

屏障；此地又方便與伶仃、澳港往來。 

 廣州受亞洲季候風影響，每年3 至8 月吹南風、東南風和西南風；9 至12 月則

吹北風、東北風。如此，西方商船可於夏季借西南季候風來廣州，次年秋冬借

東北季候風折返，形成一年往返一次的規律。 

黃埔港興

起原因 
A 政府因素 B 地理因素 

一口通商政策

使廣州獨享對

外貿易之優勢 

黃埔港為內

港，有利船

隻停泊 

黃埔靠珠江

河道，有利

對外往來 

清政府規定外商

下錨於黃埔村，

使黃埔得享專利 

季候風有利船

隻往返航行 
河道水深，

有利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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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二】：古今對比 

試對比以下《粵海關志》中黃埔港地圖與考察所見，找出古今之轉變： 

 
 
 
 

3 參考上圖，再根據你在黃埔古港實地考察所見，你覺得古今黃埔港有何變

遷？其原因何在? 

參考答案：現在沒有昔日船隻往來的繁榮景象，因為隨著時間，黃埔港亦

日漸淤塞，以致同治時期更把黃埔海關遷往長洲島的北岸，另建黃埔新

埠，遂使原來的黃埔港日漸衰落。 

(其他合理觀察亦可)                                                                                                                                                    

琵琶塔 
 

買辦館 
 

永靖營 
 

黃埔稅館 
 

碼頭 
 

夷務館 
 

北帝廟 
 
洪聖廟 
 

民房 
 

此
由
外
洋
進
黃
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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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三】：尋找線索 

4 試在陳列館內，找出可印證黃埔港興起原因的線索、資料，並完成下表： 
黃埔港 
興起因素 

館內資料 資料類別 

政治因素 

 兩廣總督李侍堯關於

只許在廣東貿易已曉諭番商的奏折 
 
 

一手/二手   
文字/非文

字 

 乾隆 22 年關於洋船只許於廣

州，不得到浙省貿易的上諭 
 
 

一手/二手   
文字/非文

字 

地理因素 

 
黃埔港上琵琶塔(文字介紹說明黃埔港的天然優

勢) 
 
 

一手/二手   
文字/非文

字 

 
 
 
 
 
 

一手/二手   
文字/非文

字 

(其他合理資料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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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外貿易多面睇 

【任務四】：商品交流概況 
5 根據陳列館內模擬船倉的展示，填寫出外國主要購買的中國貨品名稱：(5
分) 

 
模擬船倉 

 
6 根據陳列館內的展示，試找出當時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兩個國家，並分別找

出兩項不同的線索以支持你的答案： 
國家 線索 說明 

荷蘭 

 

紐荷夫於 1655 年的畫  

畫家跟隨荷蘭貿
易使團到中國，
畫中亦顯示了荷
蘭的商船 

英國、美國、荷
蘭、西班牙、丹
麥、瑞典 

 
夷館圖 
或 
十三商館平面圖 

不同時期的夷館
圖圖顯示了不同
國旗—與中國有
貿易往來的國家 

 

顯示不同國家所
屬的商館名稱 

(其他合理資料亦可) 

絲綢 
 土布 

 

藤條 
 

瓷器 
 

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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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展館中，試找出一件展品，說明它如何反映中西商品或文化交流的現象。 

展品的名稱：__例如：廣彩/國產自鳴鐘/ 

瑞典製做的琺瑯手杖_________  

展品如何反映中西商品/文化交流現象： 

 從英國進口自鳴鐘後，廣州工匠仿造其原理， 

運用西洋技術，製造出國產自鳴鐘           

 

【任務五】：中外貿易中的重要人物 

8 根據「行商」模擬場景，填寫出以下 A、B 人物名稱： (2 分) 

 
「行商」模擬場景 

 
9 上圖中 A 人物的主要工作是什麼？(2 分) 

行商是清政府特許與外國商人進行貿易的商人，負責向海關繳交進出口關
稅、傳達政府政令、管理外洋商船人員、傳達外商要求和書信。                               

10  圖中A人物身穿什麼服裝？你認為這裝扮與他的身份是否相配？為什麼？ 

學生可自由作答，言之有理，持之有據即可。                                                                                                                                                  

                                                                         

展品(可繪畫或拍攝) 

  

 

B 番/
外商 
 

A 行
商 
 



185 
 

歷史放大鏡—黃埔村 

    黃埔村是清代黃埔古港遺址所在。據

《廣州巿地名志》載，唐代的黃埔位於珠

江邊的泥灘，常有凰凰覓食，故又稱為「鳯

浦」，「浦」者乃指河流入海之地方。後因

珠江淤積，「浦」遂演變為「埔」。至清代，

因洋人發音不準，誤把「鳯埔」讀作「黃

埔」，故名。 

黃埔村本為小漁村，但隨著清代對外貿易的發展而成為著名村鎮。黃埔

村有馮、梁、胡、羅四大姓，出過眾多官宦、商人。黃埔村亦是典型的僑鄉，

出洋人數極多。這些人衣錦還鄉後，捐錢建了不少祠堂。黃埔村人因與外來

文化接觸，成就一批批傑出人士。 

 
11 試從館內展覽找出黃埔村的一些名人，其事蹟足以見證清代對外開放的發展： 

人物 成就 

梁經國、梁倫樞 天寶行創立人，為十三行商之一 

胡旋澤 中國駐新加坡領事第一人，中國第一位身兼三國領事的

外交官 
梁國森 創建廣生堂，成為知名｢雙妹嘜｣化妝品 

評分表 
題型 得分 

I 基礎知識題(即註有分數的題目)                           /15 

II 思考題  

準則 表現滿意 表現一般 表現未如理想 

完成作答，態度認真      4     3   2     1   0 

分析獨到，理據充分           8   7   6 5   4   3 2   1   0 

組織有條，表達清晰  8   7   6 5   4   3 2   1   0 

評語 
 

 
 

 
工作紙五總分：______________/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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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貿易樞紐—唐代與清代的廣州 
學習重點三：｢清初廣州旅遊指南｣ 

 

工作紙指引 
 
I 旅遊指南內容 
工作紙六：「清初廣州旅遊指南」設計（60 分） 
A 同學自行分組，以三人為一組。每組以旅遊編輯身份，為清初的外國

商旅撰寫「清初廣州旅遊指南」。指南需以簡報或網頁形式製作。 
B 旅遊指南的設計原則： 

(1) 旅遊指南以清初為背景（約 1644 至 1840 年），透過簡報或網頁

的介紹，讓瀏覽者掌握清初對外商的種種規限（例如攜眷安排、

居住地等）、入境安排與手續（例如入境地、行商制度等）、廣州

的地理及環境特色等。 
(2) 指南應輔以適當地圖、圖片作說明。 
(3) 指南內容必須與歷史事實相符。 
(4) 指南的設計應以簡易操作，方便瀏覽者使用為原則。 
(5) 如以簡報製作，內容不可少於 20 頁。如以網頁製作，子頁不可

少於 5 頁。 
C 每組須把有關內容列印成冊繳交，另須把簡報或網頁內容燒錄為光

碟繳交。 
 
工作紙七：「清初廣州旅遊指南」設計：口頭匯報（20 分） 
A 工作紙七以工作紙六的分組名單進行。 
B 課堂匯報要求： 

(1) 簡報或網頁製作完成後，各組須在堂上進行匯報介紹，時限為

5-7 分鐘。 
(2) 匯報期間，各組必須顯示其簡報或網頁內容，介紹所整理的內

容，並簡報或網頁設計最優勝之處。 
(3) 匯報期間，每組同學必須有清楚的分工，例如可安排兩位同學分

享介紹，一位同學操作簡報或網頁。 
(4) 匯報將由其他同學作同儕評分、提出意見。 

C 學生可在聽取意見後，再修訂簡報或網頁內容。最後繳交旅遊設計指

南時，每位同學亦須填寫一份自評與小組互評表，老師會按個別學

生的表現，對工作紙六進行調分。 
 
 
 

附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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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工作日程及要求 
 工作紙六至八分階段進行，每個階段均有不同的評量要求，詳列

如下： 
 

日期 工作要求 佔分 

課堂上 

學生自行分組，在課堂完成工作紙六步

驟一的擬定表格，初步擬定旅遊指南之

內容、表達形式及分工安排。 / 
老師就各組之建議作出修訂或提議。派

回擬定表格後，著各組先進行資料搜集。 
老師派回擬定

表格後三個星

期 

各組進行資料搜集及整理。每組最少搜

集五份資料，並選取其中兩份資料作劄

記。 
各組繳交一份資料搜集紀錄表。 

15 分 

老師檢視各組進度，並給與意見。 
老師回饋後三

個星期──課堂

上 

課堂匯報：每組展示旅遊指南簡報或網

頁，並以 5-7 分鐘介紹內容重點及設計的

特色。 
各組就其他組別之口頭匯報進行同儕互

評及提供意見。 

20 分 

課堂匯報後一

個星期 
繳交旅遊指南簡報或網頁，每位同學須

填交自評及自評表。 
45 分 

繳交簡報或網

頁後一個星期 
每位同學繳交一篇學習反思。 

20 分 

 
工作紙八：個人學習反思(20 分) 
A 工作紙八以個人形式進行。 
B 在完成及繳交整個設計後，每位同學須撰寫一篇學習反思，檢討個人

在整過學習過程中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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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六】「清初廣州旅遊指南」—擬定表格 
 

步驟一：各組就所搜集的旅遊書籍或網頁內容，並參考其他組別的意

見，討論、分析旅遊指南應具備的內容元素。然後，各組利用學習重

點一及二的已有知識，以腦圖構思其旅遊指南的內容框架。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1. 一般旅遊指南具備的內容元素： 

 

本部分旨讓同學作「腦震盪式」的多角度思考，任何合理答案均可。參考如下： 

 

 
 與國外交通安排  歷史沿革 
       風俗習慣 
 旅遊點交通安排          節日 
 
 忌諱習俗 

  交通種類介紹                                                地區 

 著名特產 
 種類 
 
   購物地點           
 
   購物注意事項       規限 
 
      歷史沿革          開放時間 
                                    特色 

 

旅遊指

南內容 

交通 
 

習俗 

住宿 
 

購物 
 

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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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的「清初廣州旅遊指南」內容： 

 形式：簡報 / 網頁 

 內容框架： 

 

任何合理答案均可。參考如下： 

注意：內容必須符合清初環境，例如學生推介的景點包括聖心教堂──那就不合理

的，因為：(1)聖心教堂是天津條約後才出現的；(2)清初外人根本不能進入廣州城內 
 

 

      

 
       
 

 

清初廣州旅遊

指南 

概覽 出入境管

制措施 

經商管制

措施 
消遣娛樂 

中國外銷

特產 

絲綢 

茶葉 瓷器 

稅務安排 商品管制 

中介：行商 

飲食須知 景點推介 

 

交通安排 

社會概況 

地理特徵 天氣特點 

粵海關介紹 

手續/程序 

入境要求

/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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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六】「清初廣州旅遊指南」—資料搜集紀錄表 

步驟二：各組進行資料搜集及整理。每組最少要搜集五份資料，並

選取其中三份資料作劄記。各組只須繳交一份資料搜集紀錄表及工

作進度紀錄表。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一、資料搜集 
注意事項： 
※ 各組最少搜集五項資料，並以完整書目格式記錄。書目格式參看示例： 
 書籍類示例：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2001 年。 
 網址類示例： 

《燦爛的中國文明》。 
http://hk.chiculture.net/php/frame.php?id=/cnsweb/html/0124  
﹝下載日期：2009 年 1 月 20 日﹞ 

※ 同學在選用網上材料時，必須注意用資料的性質(一手或是二手史料)、資

料的可信度等。 
※ 同學所搜集的資料，最少有三分之一屬書刊類文獻，不能全部均由網上搜

集。 
資

料 
類別 名稱及出處 

1 書刊/網上/影音/其
他：_________ 

<清朝海關與廣東十三行>。

http://big5.huaxia.com/zt/zhwh/10-019/1928953.html 

﹝下載日期：2010 年 12 月 3 日﹞ 

2 書刊/網上/影音/其
他：_________ 

言倩。〈負洲傍海，商貿名港—廣州黃埔村考察〉，

載於《南方文物》2005 年第 3 期。 

3 書刊/網上/影音/其
他：_________ 

 

4 書刊/網上/影音/其
他：_________ 

 

5 書刊/網上/影音/其
他：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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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二、資料劄記 
從以上資料中，選取三份最有用的資料繳交（可以是縮印版），並說明這份資

料對簡報或網頁的作用： 
 

資料___1____(填上表一的資料號碼) 

資料作用：(最少 200 字) 

參考答案：資料簡略交代清初海關制度的建立及管理，使我們對清海關制度的 

源起有所認識。而資料對廣東十三行的發展有很好的描述－例如十三行行商的 

介紹、工作性質，這些資料成為我們網頁對中介紹「經商管制措施」之「中介— 

行商」的重要內容。此外，資料亦列舉了《防範外夷規條》中的重要條例，這 

些資料也是我們網頁中要交代的「出入境管制」中的入境規限內容。 

最後，資料亦簡略交代了商館區的劃定、特色，正好配合考察時所拍攝的油畫 

相片，資料可配合網頁內有關「出入境管制」中的入境規限內容。 

 

 

 

 

 

 

 

※ (其他合理資料亦可)。 

老師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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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表 
 

準則 表現滿意 表現一般 表現未如理

想 

資料的廣度與信度 

(要求：五則資料，最少

一項為書刊類；資料出

處清楚可查)    

6   5 4   3   2 1   0 

能清楚明確說明資料內

容的優點及其用處     

9   8   7 6  5  4  3  2   1   0 

評語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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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六】「清初廣州旅遊指南」—簡報或網頁評分表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班別：_____ 姓 名 ：             班 號 ： (     ) 

旅遊指南名稱/主題：                                                                             

 
準則 表現滿意 表現一般 表現未如理想 

簡報或網頁內容能反

映清初對外貿易的整

體面貌，及外商在華

的情況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簡報或網頁內容精

美，圖文並茂，製作

認真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評語 
 

 
   45 

 
 

工作紙六總分：______________/60 

 

調分後個人得分 

 
組員 個人最後得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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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貿易樞紐——唐代與清代的廣州 
學習重點三：「清初廣州旅遊指南」：同學自評及互評表 

一、組員互評 

組員姓名 評核項目 
請剔合適評價 

評語/其他意見 
整體評分 

優良  良好  尚可  未達標 10 分為最高 

 1. 表現主動、積極： 

2. 所負責的工作量公平恰當： 

3. 能準時完成所負責的工作： 

4. 能盡力做妥所負責的工作： 

□    □    □     □ 

□    □    □     □ 

□    □    □     □ 

□    □    □     □ 

  

 1. 表現主動、積極： 

2. 所負責的工作量公平恰當： 

3. 能準時完成所負責的工作： 

4. 能盡力做妥所負責的工作： 

□    □    □     □ 

□    □    □     □ 

□    □    □     □ 

□    □    □     □ 

  

 
二、自評 

組員姓名 評核項目 
請剔合適評價 

評語/其他意見 
整體評分 

優良  良好  尚可  未達標 10 分為最高 

 1. 表現主動、積極： 

2. 所負責的工作量公平恰當： 

3. 能準時完成所負責的工作： 

4. 能盡力做妥所負責的工作：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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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七】「清初廣州旅遊指南」：口頭匯報—同儕評分表 
 

班別：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   ) 姓名：_______________(    ) 姓名：________________(   ) 
評分細則 

 
 

評分組別 

口頭報告得分 遊戲設計得分 總得分 意見 

口頭報告表達清楚、能交代旅

遊指南的特色、演說具吸引力 

 旅遊指南的設計美觀吸

引、有特色 
 介紹的內容豐富清楚，符合

清初歷史事實。 

20 分 最少提出 1 項意見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2 分 4 分 6 分 8 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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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八】海外貿易樞紐──唐代與清代的廣州：個人學習反思(20分) 
 

姓名：               班別：_______(   )成績：__________/20 

完成整個專題研習後，每位同學須撰寫一份不少於 200 字的「個人學習反

思」，內容可包括： 
 透過參與廣州考察及整個學習歷程，你對這個課題有甚麼得著/新的領

會？ 
 你對學習歷史有甚麼啟發/新的體會？ 

 
學習反思 

                                                                                   

                                                                                   

                                                                                   

                                                                                   

                                                                                   

                                                                                   

                                                                                   

                                                                                   

                                                                                   

                                                                                   

                                                                                   

評分準則： 
下等(0-6 分) 中等(7-14 分) 上等(15-20 分) 

未有進行深入的反思，流

於感受抒發，亦未有具體

舉例說明個人在學習過

程中的啟發 

對學習有反思，主要檢討

學習的得失，但只能偏面

舉例說明個人在學習過

程中的啟發 

對學習有深刻反思，並援

引具體事例說明個人在

學習過程中，如何在知

識、能力、情感等方面有

所啟發 
未能交代論點立場，組織

鬆散，表達能力不足 
尚能交代論點立場，組織

及行文表達一般 
論點清晰，組織嚴謹，  
行文表達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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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網上資料】 
〈民間信仰〉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1801&secid=31868  
﹝下載日期：2010 年 12 月 3 日﹞ 

〈南海神廟的文化價值〉。 
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1499&secid=3134 
﹝下載日期：2015 年 12 月 15 日﹞ 

〈百國千帆來扶胥，碧海萬里不揚波〉 
http://www.gzlib.gov.cn/shequ_info/ndgz/NDGZDetail.do?id=18147 
﹝下載日期：2015 年 12 月 9 日﹞ 

吳伯婭。〈一口訴狀與一口通商〉 
http://epaper.ccdy.cn/page/1/2010-06/01/6/201006016_pdf.PDF 
﹝下載日期：2015 年 12 月 15 日﹞ 

〈珍貴廣州古地圖將展出，再現 300 年前廣州古貎〉 
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gdtodayimportant/200305050189.htm 
﹝下載日期：2015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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