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版教师指南

适用于以下对象：

中学、小学华文科教师

中学、小学品格与公民科教师（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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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人-探索本土华族文化”之展览说明

     本展览检视本土华人族群的独特文化特色在新加坡的发展轨迹。籍由参观本展览，访客将

有机会去发现与再发现作为新加坡华人的意义。此外，本展览旨在为本地青年确立作为新加坡

华人的身份认同感。在探索了本地华人族群与其他华人圈的区别下，相信有助于建立本地青年

对自身族群的归宿感。

     本展览着力于呈现新加坡本土华人文化，其中尤以日常生活所见所闻的事物作为切入点。

因此，通过展厅的陈设与装置，比方说亲自触碰互动装置、玩一玩互动游戏、聆听故事，以及

与展览装置进行对话等体验中，足可让访客充分感受到高度互动性的观展体验乐趣。

透过本展览，我们有意探索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要素如下：

· 华族传统文化
· 文化交融
· 公共政策

   

    

         本展览的内容，利于补充中学部分学科的学习内容（历史科，社会科、品格与公民教育科

及华文科）及小学部分学科的学习内容（华文科及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品格与公民教育

科），对扩展课堂以外的教学有着极大的补充作用。与此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自主学习，在

展览现场独立学习和探索。

     展览的特色之一，是配有“互动手环”（又称RFID手环）的巧思。学生可以借由互动手环

来在各个展区中回答互动装置的问题之余，还可以借此启动视频，并且玩游戏。参观结束后，

学生也可打印专属于自己的个性化报告，报告总结了他们的展览历程的同时，也为学生进一步

探索展览之外的文化做了延伸学习的建议。相信此总结报告将有助于学生做后续的自我反思，

也可以提炼他们对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敏锐度，凡此种种皆可作为学生更进一步探索身份认同的

好起点。

    您可以通过 education@singaporeccc.org.sg 预订学生的学习之旅并为学生提前申请互动

手环。观展后，学生或可把互动手环归还予展览馆的回收箱，或可把它带回家，当作纪念品。

为了帮助学生进行延伸学习，在参观了主要展区后，我们鼓励学生在随后的时间前往参观七楼

的附加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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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人-探索本土华族文化”之展览说明

      本展览自2020年3月1日起，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1 Straits Boulevard, Singapore 

018906) 展出，并且免费开放予公众人士。此外，展厅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从上午10点开放至

晚上8点，而星期一除外，是从下午2点开放至至晚上8点。

展览宗旨

• 探讨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
• 展示独特的新加坡华族特色

展览地点

• 展览，含五个分区，于二楼展厅展出
• 附加展览，于七楼的多功能礼堂外展出

核心问题:

    本展览致力于让学生认识新加坡本土华人自身既多重又复杂的身份认同，

是如何受到华族传统文化、文化交融和公共政策影响的。

核心问题

• 形塑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要素是什么？
• 新加坡华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演变与形成，是如何从祖父辈
  演化至今的？日后，它将继续发生演化吗？它又将会演化
  成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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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索与学习文化相关的课题，除了涉略文化读物、借由日常生活素材汲取

知识之外，户外的实景学习之旅也是不可或缺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于2020

年3月1日所推出的“Singapo人-探索本土华族文化”常设展，无疑可丰富与充

实学生的文化学习。如何规划学生在展览中，可以进行有效地学习，这亟需从

学校教育做起。为了利于本地中、小学华文科教师，及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

的中、小学品格与公民科教师较好地做教学规划，本中心教育组特意整理了这

套教师指南。

“Singapo人：探索本土华族文化”之展览内容

• 总览

• 展区简介

展览内容与不同学科的接轨

• 中学、小学的华文科

• 中学、小学的品格与公民教育科

 教师指南使用说明

根据三个不同教学阶段所提出的自主导览教学活动建

议如下：

• 参观前（热身活动）

• 参观时（学习之旅）

• 参观后（巩固与延伸学习）

1.

2.

3.

4.

本教师指南概括了以下内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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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人：探索本土华族文化”之展览内容

简介：

     从前的 “新加坡华人” 具有哪些特征？未来的 “新加坡华人” ，又会是什么样的面貌

呢？“新加坡华人”身份不但复杂，且因时而变。在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大部分，但是非华族

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放眼整个东南亚，华人也算是少数。

   新加坡多年来与世界各国维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如此的背景为新加坡塑造了一群与其他

华人地区不一样的华人社群，更发展出了独一无二的新加坡华族文化。那么，“新加坡华人” 

这个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展览旨在向公众介绍有关本地华人的文化特色，并借此探讨本地华人的身份认同。

本展览一共划分为五个展区、一个展区T（可作“故事区”）和一个附加展区（又称teaser 

zone）。各个展区以不同的主题作为切入点，既有其独立的叙事脉络，又环环相扣。基于此，

依次参观各个展区，将可全面了解本展览所要带出的主题思想。

       是什么人与事造就了今天的“我们”？是处于东南亚的地理位置，还是曾为英国殖民地

的那段历史，又或者是新加坡独立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每个人或许各有说辞，但无可否

认的，是地理、经济与政治因素，这些都对“新加坡华人”身份的塑造发挥了影响。因此，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

     展区一展示了塑造今日新加坡华族文化的五大元素（排序不分先后）。这五大元素包括

了：东南亚的生活形态、英殖民时期的生活形态、早期的华南移民的影响、多元种族和多元

文化形态以及作为国际化的城市的契机。众所周知，东南亚的位于赤道，因此在东南亚生活

的人们，其衣食住行无不受到了东南亚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所影响。此外，正值英国殖民期

间，新加坡社会的形成有赖于其特殊历史背景。正是因为如此，它无疑形塑了现今独特的新

加坡华人文化特色。在这五大元素中，早期华人下南洋的生活形态与特点对塑造新加坡华族

文化起着关键性作用。其次，受到了英殖民统治的影响，多元种族和在新加坡谋生期间，自

然而然地与不同族群有了接触与交流，久而久之，文化的融合随之发生。新加坡于1965年

展区一：身份新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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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迄今，政府政策在不同阶段应运而生，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双语政策。尔今，放眼世

界，凭借国人的不懈努力与经营，我国得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绝非偶然。凡此种种，对形

塑今日新加坡华人身份与文化特色起着了关键性的作用。最后，展区总结了文化形成的三个

核心要素：华族传统文化传承作用、多元文化融合的集大成、公共政策的推陈。

       若要简单概括说明什么是 “华族文化”，这是极具挑战的，因为这一词组毕竟蕴含了

华人千百年来的智慧。文化内容可以包含众多的元素。四大发明当中的指南针与造纸术是华

族文化，诸子百家的孔孟老庄也是华族文化。不仅如此，华族文化还有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与

结合，如绘制青花瓷的原料出自中东的钴矿，而佛教则是早期由印度传入中国再发展出其影

响与意义。

     进入展区二，访客可以打开彩色的大门和抽屉，一窥传统华人价值观及其在本地华人圈

的实践。这个展区阐述了华人社会的待人处世及价值观等一直以来皆深受中国的三大传统思

想流派——儒、释、道的影响。尽管时代变迁，然而，这些价值观不但没有丢失，反而通过

了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并且凭借着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熏陶下，继续被传承下来了。

策展团队在本展区中巧妙地将华人传统价值观与华人节庆习俗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主要是

想阐明两者之间的关联。贯穿整个展区二，访客将可深刻地了解本地华人社会对节日习俗的

重视程度，不但反映了他们对节庆习俗的慎重对待，还体现了他们有意通过重要的节庆，将

家庭所珍视的传统美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的美好愿望。

     新加坡华人的生活为何如此多元？早期移民到达新加坡之后，除了要与其他籍贯的华人

磨合，也必须适应这里全新的环境。久而久之，源自中国的语言、食物与习俗也融合创出新

的变体。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随着不同的社群在这个小岛上生活和近距离接

触，慢慢出现的。 难能可贵的是，改变后的新加坡华人所体现的生活方式，不仅保留了部

分先辈自原乡的文化特征，也融合了不同方言群和异族相通的文化特点。

展区二：文化新世代

展区三：多元新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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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展区三里，您将会发现各种族和方言群如何在新加坡交汇，并发展出本地的特色美食

以及本土的独特词汇。这里还有声色并茂的动画投影，介绍五道本地佳肴的演变过程。此

外，本地的饮料名称也极具特色。学生可以通过游戏冲泡出一杯具本地特色的饮料，从中学

习饮料名称如何反映不同语言的融合。

      是什么造就了新加坡并启发了新加坡华人的创意杰作？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如大海般广纳

百川，才成为如今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是独一无二的小红点，也是与全世界交流最

频繁、最密切的城市国家之一。这样的独特背景，塑造了新加坡人对不同思想、语言、宗教

与生活方式的包容。 新加坡华人一方面秉持着中华文化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又融入多元

文化的岛国生活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生活态度。无论是艺术、美食或流行文化，新加坡华

人都有独特的视角以及源源不绝的创造力。

     在展区四，新加坡华人的无限创意正一览无遗地展示于访客眼前。看似传统色彩浓厚的

传统瓷器，稍作创意修饰，它就成了别出心裁的创作品。不仅如此，本地音乐创作、戏剧创

作等作品，融合了各种创意后，都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惊喜。

     在极短的时间内，新加坡华族文化已传播至世界各地。您或许在中国听过林俊杰的歌，

又或者在伦敦吃过老曾记蜚声海外的海南咖喱角。我们的音乐、戏剧、书籍以及影视作品已

在国际上受到瞩目，本地人才更在国际竞技场上发光。我们的美食同样遍及全球，势不可

挡。如果说世界是座舞台，那么聚光灯随时都可能打在下一位本地新生代身上。

   展区五为访客呈现了更多扬威国际的本地品牌和本地优秀的人物，这些品牌和人物，纷

纷代表了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国际意义。

展区四：原创新展望

展区五：国际新典范+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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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T：历史回顾

    回顾历史，看看我们的文化如何成形以及这一路上的重大里程碑。丰富的文化遗产、精

彩的文化交流，以及国家的各种政策，无不塑造了我们今日的社会，并推动着我们前进。

 展区T是从众多的历史事迹中，择取了十件具代表性的事迹，用时间轴的方式展示在墙

上。另外，这里还设有多媒体互动桌面，访客或学生可以轻触多媒体屏幕，在展示桌面上

滑动各种有关新加坡的故事与历史事迹，穿越过去，丰富学习。

        

    附加展区是主要展区的一个延伸。当访客置身于附加展区，新加坡华人特有的农历

新年节庆习俗、饮食，将尽收眼帘。不少新加坡华人的传统习俗，无独有偶地传承了自祖

辈的传统习俗。然而，新年期间的“捞起”文化，交换柑橘的礼仪，则是新加坡独有的。

    其次，鉴于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妆艺大游行更成为了每逢农历新年期间

的重头戏。实际上，策展团队特意选取为本地人普遍熟知的内容作为本区的重点，即通过

展示本地华人农历新年特色，深入浅出地道出了文化形成的三大要素——传统文化、文化

交融及公共政策。本地华人农历新年习俗，例如吃团圆饭、长辈给晚辈红包、舞狮表演等

的习俗得以延续，有赖于传统文化的在本地华人家庭中的代代相传。

    借由文化传承的契机，恰好增进了其他族群认识华族文化特色的机会，逐渐地，各族群

相互借鉴，进而发展出本地独有的文化特色，比方说，华人新年盛行的“红包”，马来人

开斋节的“绿包”等的衍生，说明了文化交融由此产生。当传统文化的延续，文化交融的

成熟逐步形成后，公共政策的实施无疑为文化的形塑起了巩固性的作用。举例来说，妆艺

大游行之所以让众人趋之若鹜，归功于公共政策的推行与实施，华人新年的精彩舞狮表

演，通过每年新春佳节期间所举办的妆艺大游行，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文化表演。总的

来说，传统文化、文化交融及公共政策，这三者在文化塑造的过程中是息息相关的。

附加展区：华人农历新年与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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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素养

中学 小学 对应
展区

目标
范畴

对应目标（节选） 对应目标（节选）

价值
观与
态度

• 具有责任感

• 能努力进取，勇于创新

• 认识自我，尊重他人
• 坚毅不屈，积极进取
• 做事认真，具有责任感
• 具有包容心，与他人和

谐相处

展区二
展区三
展区五

华族
文化

• 能了解华族传统文化和风俗习
惯

• 能认识并传承华族文化

• 能认识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
了解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

• 了解传统的节日和风俗习惯

• 了解传统的文化艺术

• 了解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
故事

展区二
展区T 
附加展区

关爱
意识

• 能关爱家人、亲友和同学，尊
敬长辈

• 能关心社会，并参与社会活动

• 能热爱国家，并关心国家发展

• 关爱家人，尊敬长辈

• 关心社会，热爱国家

展区二
展区五

审美
情趣

• 能学习感受和理解不同的文化 展区三
展区四

社会
知识

• 了解新加坡本土事物、
习俗

展区二

环球
意识

• 具有多元视角，对多元
社会和文化有包容心

展区三

展览内容与不同学科的接轨

华文科

    2011年新加坡中学华文课程标准把课程总目标归为三大类：加强语言交际能力、提高人文素养

以及提高通用能力。为了更好地衔接与对应中学课程标准，2015年修订后的小学华文课程标准的课

程总目标定在培养语言能力、培养人文素养以及培养通用能力三方面。要推动这三方面的发展，除

了架构华文课程教材与内容外，学校开发的教学活动以及社会和家庭的参与也是很重要的。

     其中，培养及提高人文素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建立正面和积极的情意品德，包括价值观、

华族文化、社会知识、关爱意识和环球意识。针对人文素养的目标范畴，我们节选出以下几个与展

览目的相关的目标：

 

  

（摘自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syllabuses/mother-tongue-languages）

人文
素养

中学 小学 对应
展区

目标
范畴

对应目标（节选） 对应目标（节选）

华族
文化

 互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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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内容与不同学科的接轨

品格与公民教育科

   身份、人际关系和抉择是新加坡中、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的三大核心概念。学生必须对

自己的身份有所认识，才能以积极的态度与人交往。学生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有助他们塑造

自己的身份，并影响他们的抉择。一旦具备做出正确抉择的能力，将对学生的身份认知与

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

    我们的展览主要是要青少年探讨身份认同，通过了解各种族与文化之间如何融合并存，

启发青少年对未来的思考并作出明智的抉择。由此可见，本展览的目的与以上的三大核心

概念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

    此外，中学及小学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里提到三大概念需以价值观为

基础，帮助学生培养好品格，在放眼世界之际能够心系祖国。

品格与公民教育的三大学习概念 所对应的展区内容

身份认同

• 身为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 它的意义是什么？

展区一：

• 探索华人下南洋的历史，确立新加坡
华人身份背景的渊源

人际关系

• 影响身份认同与文化的因素有哪些？

（例如教育程度、职业、人际交往等）

展区三：

• 强调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多元与包容

抉择

•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未来将会如何？

展区四、展区五：

• 强调新加坡华人的努力，择善固执

的勇气

品格与公民教育的三大学习概念 所对应的展区内容

 互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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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 https://www.moe.gov.sg/docs/default-source/document/education/syllabuses/character-  

    citizenship-education/files/character-and-citizenship-education-(primary)-syllbus-(chinese).pdf）

品格与公民教育是 21 世纪技能框架和学生学习成果的核心（图1）。它强调核心价值

观、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公民意识、环球意识与跨文化沟通技能的内在联系。

    综合以上图表内容，我们发现展区二介绍的华族传统价值观对应了品格与公民教育科的

核心价值观，即：

因此，我们深信，这个常设展能在不同学科里起到了教学辅助的作用，让教师可以走

出教室，灵活教学。

品格与公民教育科的核心价值观 所对应的内容：展区二

尊重、责任感、和谐、正直、坚毅不屈、关爱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俭、毅

品格与公民教育科的核心价值观 所对应的内容：展区二

 互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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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教师指南使用说明

5.

6.

4.
3.
2.
1.

教师指南使用说明

教学流程建议

为了充实学生的学习，建议教师充分运用展区主题的知识点，给学生策划一系列文化

学习。提前给学生预习部分文化知识，不仅可为学生的学习之旅做充足的准备，还可以预

先激活学生对文化学习的好奇心。随着自主导览之旅的沉浸式体验学习，回到课堂后，教

师还可以给学生安排延伸学习和巩固学习。在整体的学习流程安排中，我们建议教师把教

学流程依次分为三个阶段，参观前、参观时和参观后。

参观前
• 活动目的：提前为学生做自主导览之旅的准备

• 学习主题：可自由选择与本地华人节庆、本地华人饮食、本地特色华语有关的主题

• 课时建议：30 至 60 分钟不等

• 活动建议：文化相关的话题讨论、纸卡分类游戏等等

• 辅助教材：教师指南、教学视频（自选）

参观时
• 活动目的：借由沉浸式的自主导览之旅，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 学习主题：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元素、本地华人节庆、本地华人饮食习惯、本地特用

           词、本地创意文化、扬威国际的本地产品和人物、有关新加坡发展的历史回顾

• 课时建议：90 至 120 分钟不等

• 活动建议：观赏视频、话题讨论、与展厅装置互动等等

• 辅助教材：教师指南、学生活动手册（本中心免费提供）

参观后
•活动目的：巩固和延伸学生的学习

•建议课时：约 60 分钟

•学习主题：本地华人节庆、本地华人饮食习惯、本地特色用词、本地创意文化、扬威国

           际的本地产品和人物

•活动建议：话题讨论、辩论活动、专题作业分享、专题作业互评活动

•辅助教材：教师指南、学生活动手册（本中心免费提供）、科技辅助教学工具、学习单和    

5.

6.

 互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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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教师指南使用说明

                              教学活动选用建议

本教师指南含适合于中、小学生在参观前、参观时以及参观后的教学活动建议若

干份。

教师可自行选取所需的教学活动板块，并再根据个别教学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

教学活动建议采取跨学科（华文科、品格与公民教育科）的思路，旨在提升学生的

综合技能（语言技能、科技应用技能、思维技能、协作技能等）。

有关参观前的教学活动的实施，本教师指南建议教师给学生创设合适的讨论空间，

引导学生思考和叙述自己所理解的本地华族文化。除此之外，参观前的教学活动宜

以提炼学生对展览的兴趣与好奇心为主，以让学生怀有期待的心情前往展厅。基于

此，参观前的教学主题，适合选用新加坡华人传统节日、新加坡华人饮食习惯和新

加坡名人故事等相关词语，作为主题讨论的元素。

有关参观时的教学活动的实施，本教师指南建议教师提前熟悉每个展区的内容与展

品。原则上，我们建议师生可在每个展区逗留约15至20分钟。然而，基于每个展区

的核心内容所有不同，教师可以自行判断要在哪个展区做较长时间的逗留，并顺势

进行较深入的学习活动。本指南给教师们例举了每个展区可进行的学习活动及其进

行方式。自主导览之旅的学习过程是十分灵活的，除了本教师指南以外，教师亦可

善用由展览教育组所推出的学生活动手册作为辅助教材，以明确化每个展区的学习

点，充分引导学生与展区的展品、内容和装置做趣味性的互动。

有关参观后的教学活动的实施，本教师指南建议教师以巩固和延伸学生的学习作为

课堂活动设计的基础。参观了本中心常设展后，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

或布置课后作业，以强化学生在展览中所学到的东西，比方说，教师可以选择与展

览有关但在展览中并未深入触及的课题，让学生进行较有深度的讨论活动。此外，

教师甚至可以考虑给学生布置主题探究的协作作业，相信也可以促进学生深入探 

究、协作学习以及语言技能等方面的能力。

5.

6.

4.
3.
2.
1.

5.

6.

 互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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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我们了解到学校一般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学习之旅，不外是以母语
双周活动挂钩，或者是针对某些语文知识或文化课题而做出的安排。教师

也因为课时的关系，一般也很少会特地为了学习之旅设计一堂课。尽管如

此，我们还是建议教师可以在前往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参观的当天

或前一天，参考以下教案为参观前做准备。 

参观前（热身活动）

参观前

自主导览教学活动建议

 互评表

中一至中四的学生

约 60 分钟

参观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

教学重点： 1. 介绍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

2. 教导学生参观展览所需遵守的行为及相关注意事项。

3. 介绍新加坡华人的语言、食物、节庆活动以及名人事迹。

教学法： 提问法、高阶思维法、课堂讨论

协作学习策略、已知想知（KWL) 所学策略

学生能够：

1. 通过审视自己的家庭背景、用语习惯、食物、节庆活动等，明白身为新加坡

华人的特点。

2. 列出自己的学习目标，对即将参观的展览充满期待。

教学资源： 1. 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的电子简报（教师自备）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参观展览守则及礼仪”视频 （待定）

3. 教师自备小组活动卡（见附录1.2）

学习对象：

课时：

教学策略：

教学主题：

学习目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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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参观前 小学组

教学过程： 

教学时间 教学步骤 教学资源 

5 分钟 引起动机 

1. 教师板书“新加坡华人”，引导学生讨论： 

• 谁是新加坡华人？ 

• 新加坡华人有什么特点？ 

• 你认为你自己有“多新加坡”？ 

 

 

10 分钟 

 

 

 

 

 

 

 

 

15 分钟 

 

 

 

 

 

20 分钟 

开展教学 

学生活动一（协作） 

1. 教师让学生组成4–5人小组，接着分发活动纸卡（卡片上有

语言、饮食、节日、新加坡品牌等），让学生根据卡片特性

自行分类。 

* 分类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学生可能因为对词语的不同理解，而做

不同的分类处理，如黄梨挞可以是归类在饮食，也可以是节日；kopi 

可以是语言类也可以是饮食类；“美珍香”可以是归类成食物，也

可以是新加坡品牌。 

2. 教师展示以常设展展区分类为准的答案，让学生重新归类。 

 

教学活动一 

3. 教师打开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的电子简报对展览进行

介绍。 

4. 教师接着播放“参观展览守则及礼仪”视频，教导学生要

遵守的行为。

 

学生活动二（思考） 

5. 学生对常设展有了基本认识后，教师分发两种不同颜色的便

利贴，分别代表“已知”和“想知”，让学生书写后贴在KWL 

图表上。 

*图表应使用 A3 或更大张的纸，让每个学生都有位置贴上便利贴，

教师也可以利用白板做 KWL。

 

*教师可以使用网上平台或应用程序让学生输入自己的 “已知”和

“想知”，方便在参观后继续输入“所学”的部分。 

 

活动卡 

 

 

 

 

 

 

 

电子简报 

视频 

 

 

KWL 图表 

10 分钟 总结 

1. 教师让学生仔细阅读同侪输入的答案并互相点评。 

2. 教师与学生共同总结出至少三个学习目标，带着这个目标前往

参观常设展。

 

 

农历新年

甘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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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至小六的学生

约 60 分钟

参观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

1. 介绍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

2. 教导学生参观展览所需遵守的行为及相关注意事项。

3. 介绍新加坡华人的语言、食物、节庆活动以及名人事迹。

提问法、课堂讨论

协作学习策略

学生能够：

1. 通过审视自己的家庭背景、用语习惯、食物、节庆活动等，明白身为

新加坡华人的特点。

2. 列出自己的学习目标，对即将参观的展览充满期待。

1.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的电子简报（教师自备）

2.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参观展览守则及礼仪”视频（待定）

3.教师自备小组活动纸 + 纸卡（见附录 1.1，1.2）

教学法：

学习对象：

课时：

教学主题：

教学重点：

教学策略：

学习目标：

教学资源：

参观前小学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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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前小学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69_yqYVD-o&feature=emb_logo）

5 分钟 总结 

 1. 教师带动课堂学习氛围，为学生定下至少三个学习目标， 

   让学生有目的性地对参观常设展充满期待。  

*教师也可以让学生组成 4-5 人的学习小组，记录展览即将看到的

新加坡华人语言、饮食、节庆特色，并告诉学生在参观后将抽签

决定要汇报的主题。 

 

教学过程： 

教学时间 教学步骤 教学资源 

5 分钟 引起动机 

 1. 教师板书“新加坡华人”，引导学生讨论： 

1. 新加坡华人是谁？ 

2. 新加坡华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你和你的同学在生活上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若班上有非华族修读华文，可以改问：你和其他种族的同学

在生活上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20 分钟 

 

 

 

 

 

 

15
 
分钟

 

 

 

 

 

 

 
15
 
分钟

 

开展教学 

教学活动 

 1. 教师在讨论完后，直接告诉同学即将带领他们前往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参观常设展。接着，打开电子简报

   对展览进行介绍。 

 2. 教师接着播放“参观展览守则及礼仪”视频，教导学生 

   要遵守的行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69_yqYVD-o&feature=emb_logo）

 

学生活动（协作） 

 3. 为了让学生更清楚展览内将会看到、学到的物品，教师   

   让学生组成 4–5 人小组，接着分发活动纸卡（卡片上有   

   语言、饮食、节日、新加坡品牌等），以常设展展区  

   分类为准， 让学生将活动纸卡归类。 

 

教学活动（讨论） 

 4. 教师让学生进行思考-配对-分享，分享以下问题：  

   (或者由教师主导问题，学生自由讨论）

• 你知道为什么有“巴刹”这个词吗？ 

• 你能说出 Kopi O、Kopi、 Kopi C 的不同吗？ 

• 你能说出新加坡有哪些美食吗？哪些是你爱吃的？ 

• 农历新年、清明节、中秋节，哪一个节日的活动最

令你难忘？为什么？ 

• 你知道唱“Our Singapore”这首爱国歌曲的歌手

是谁？你知道他的知名度有多高吗？ 

• 新加坡还有哪些闻名世界的人物或品牌？ 

*可以引导学生说出孙燕姿、蔡健雅、约瑟林、美珍香、

老曾记、斧标驱风油等。 

 

 

电子简报 

 

 

视频 

 

 

 

活动纸+ 

活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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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导览自主导览教学活动建议

参观时（学习之旅）

为了让教师们在带领学生进行自主导览时更有目的性，我们建议教师根据展区位置图做

动线导览，根据参观的目的和重点，在各个展区逗留十五至二十分钟（建议把总参观时

长，设为一小时三十分至两小时之间）。

教师可以灵活使用以下的教学建议，在每个展区前先根据学生在课堂所学的知识进行解

说或提问，然后布置参观活动（可参考本中心提供的学生活动手册）。

最后，我们将为教师推荐一些合适的参观后活动，供教师回到学校后继续带领学生学习

与了解新加坡华族文化。

  学习重点

展区一：身份新注解

1. 华人下南洋的事迹。

2. 新加坡华族文化形成的原因。

展区二：文化新世代

1. 新加坡华族的传统价值观。

2. 新加坡华族的节庆习俗。

展区三：多元新融汇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丰富多元的饮食习惯。

展区T：历史回顾

1. 新加坡华人文化形成的 10 个里程碑。

展区四：原创新展望

1. 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创造力。

展区五：国际新典范 

1. 认识享誉国际的新加坡品牌和名人。

附加展区：华人农历新年与习俗
1. 新加坡特有的过年方式。

2. 别具一格的新加坡农历新年习俗。

1.

2.

4.

5.

7.

自主导览教学活动建议

1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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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一：身份新注解 参观时中学组导览

进入展区前 教师介绍展区，并向学生提问： 

1. 你知道为什么华人要下南洋吗？ 

2. 你知道华人下南洋以后，是从事怎样的工作吗？ 

3. 你觉得华人下南洋以后，生活过得怎样？ 

4. 这些南来的华人（过番客）是怎么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 

活动时间 1. 教师让学生分成4–5人小组，使用适当的学习工具，如智能手机或iPad

等，并预先下载Padlet应用程序或登入SLS学习平台。 

2. 教师限定活动时间，让每一个小组负责讨论并输入以下主题（若超过

五个小组，主题可重复）： 

组别一： 

为什么华人下南洋会来到新加坡？（以新加坡的地理环境做考量） 

组别二： 

英殖民统治对当时在新加坡的过番客起了什么影响？ 

组别三： 

除了华人下南洋之外，还有哪些族群也纷纷下南洋谋生？  

组别四： 

当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聚集在新加坡，不同的生活方式如何互相影响？ 

（可列举几个方面，包括生活习惯、饮食等） 

组别五： 

新加坡独立以后，人们的生活有了怎样的改变？ 

3. 教师引导小组围绕展区一的五个新加坡华族文化形成的原因（大圆桌），

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讨论，然后输入到在线平台或应用程序上。 

 

 

学习重点：
1. 华人下南洋的事迹。 
2. 新加坡华族文化形成的原因。

16

中学组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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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时展区一：身份新注解中学组导览 小学组导览

离开展区前 1. 教师给予学生适当的时间，使用 RFID 手环与墙上的“Would You Rather?”  

进行互动。 

2. 离开展区前，教师在三块霓虹灯牌前召集学生，告诉学生文化形成的

三大元素。 

 

与现行教材

相关的内容 

1. 中一快捷华文/中一普通学术， 单元四：人生旅程（本单元主题围绕人必须   

   努力才可以创造幸福美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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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展区前 教师介绍展区，并向学生提问： 

  1.  你知道自己的籍贯吗？（方言） 

  2.  你知道这些跟你讲相同方言的华人是什么时候来新加坡的？ 

  3.  他们来新加坡后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活动时间   1.  教师让学生依据籍贯分成4–5人小组，使用适当的学习工具，如智能 

    手机或 iPad等，并预先下载Padlet应用程序或登入SLS学习平台。 

* 若学生没有办法使用电子学习工具，教师可以用其他纸笔活动替代，或者让学生

在每一个部分进行 “思考-配对-分享”。 

  2.  教师限定活动时间，引导小组围绕大圆桌的第三部分 

（转轮盘），让学生了解与自己相同籍贯的先辈们来自哪里？他们自 

19 世纪来新加坡落地生根后住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 

 

  3.  学生在大圆桌上查找了资料后，把答案输入到在线平台、应用程序或  

    活动纸上。 

离开展区前   1.  教师给予学生适当的时间，使用RFID 手环与墙上的 

   “Would You Rather?”进行互动。 

  2.  离开展区前，教师在三块霓虹灯牌前召集学生，利用本中心的  

学生活动手册里舞狮的故事，告诉学生文化形成的三大元素。 

与现行教材

相关的内容 

  1.  欢乐伙伴四年级第 1 课：（词语）方言 

  2.  欢乐伙伴六年级第 7 课：新加坡的过去和今天/骑楼下 

  3.  *小学华文四年级第 8 课：骑楼下 

  4.  *小学华文六年级第 2 课：红头巾 

 

参观时展区一：身份新注解

18

小学组导览

中学组（巩固学习：小组汇报）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2020。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展区二：文化新世代 参观时中学组导览 小学组导览

19

进入展区前 
 

1. 教师介绍展区，让学生列出所知道的传统价值观和在
新加坡时常看到的节庆活动。  

  

  

  
活动时间  

 
 

 
 

 

 

 

 

 

  

 

 

 

 

 
 

 

 

学习重点：
 
1. 新加坡华族的传统价值观。
2.  新加坡华族的节庆习俗。

1. 接着，教师限定活动时间，让学生根据本中心的学生活动手册上
的指示，打开展区的门、窗、抽屉寻找相关的物件，并思考这些物件
和价值观的关系。

2. 教师也可以事先布置学生小组呈现活动，让每组轮流打开一次
展区的 HDB 仿制门，根据所看到的视频内容回校后进行简报分享。

离开展区前      

 

 
 

 

与现行教材

相关的内容 

    

   

 

1. 教师给予学生适当的时间，使用 RFID 手环回答墙上的问题。

2. 离开展区前，教师在节庆隧道召集学生，再次向学生重点讲解华人
传统价值观与华族节庆的意义。教师可以使用以下问题引导学生思考：

 • 想一想，华族传统节日体现了哪些华人传统价值观？

 • 想一想，有哪些华族文化价值观对你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
  请举例说明。

1. 中二快捷华文单元五：文化调色盘
（介绍和说明新加坡具文化特色的地方和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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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二：文化新世代 参观时

进入展区前 
 

1. 教师介绍展区，让学生说出品格与公民课堂上学过的价值观，以及
在新加坡时常看到的节庆活动。
  

  

  

  

活动时间  
 

 
 

 

 

 

 

 

  

 

 

 

 

 
 

 

 

小学组导览小学组导览

1. 接着，教师限定活动时间，让学生根据本中心的学生活动手册上
的指示，打开展区的门、窗、抽屉寻找相关的物件，并思考这些物件
和价值观的关系。

2. 教师驻守在展区的 HDB 仿制门，让学生分成小组前来观看视频，
并讲解视频内容。

* 对于高材班的学生，教师也可以事先布置学生小组呈现活动，
让每组轮流打开一次展区的 HDB 仿制门，根据所看到的视频内容
回校后进行简报分享。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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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二：文化新世代 参观时小学组导览 中学组导览

离开展区前      

 

 
 

 

    

   

1. 教师给予学生适当的时间，使用 RFID 手环回答墙上的问题。

2. 离开展区前，教师在节庆隧道召集学生，让学生想一想，希望看到
什么物件展示在这个展区里，记录在学生活动手册里。

与现行教材
相关的内容

21

1. 大部分的小学华文课文都是以传递正确文化价值观为主，
范畴由个人、学校、家庭、社区到国家。

2. 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六大核心价值观

3. 欢乐伙伴二年级第 2 课：新年到了

4. 欢乐伙伴二年级第 12、17 课，四年级第 15 课：都有提到与
“中秋节”相关的词汇

5. 欢乐伙伴六年级第 7 课：新加坡的过去和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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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展区前
  

     

     

    

活动时间      

     

  

   

 

 

 

     

     

离开展区前 
    

    

    

 

与现行教材

相关的内容 

       

      

       

      

 

中学组导览 展区三：多元新融汇 参观时

 

小学组导览

1. 教师介绍展区，让学生知道这个展区的学习重点。

1. 教师限定活动时间，随机指派 3 组学生到旋转展示板、
以及美食墙去，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

 • 新加坡许多独具特色的词汇是如何产生的？
 • 新加坡人在咖啡店点饮料时的咖啡店用语代表什么意思？
 • 哪一些美食是经过不同种族的文化融合而产生的？

2. 教师再随机指派另外的 2 – 3 个小组到影像屏幕前，使用 RFID 
手环观看所推荐的视频，并使用学习工具做记录。

3. 教师提醒各组学生回学校后进行学习分享。
（*此展区的活动建议与参观后的巩固与延伸学习活动有关联）

学习重点：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丰富多元的饮食习惯。

1. 教师在美食墙召集学生，带领学生进入“吃饱没”放映室观看因为
文化融合而产生的美食。

不适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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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导览 展区三：多元新融汇 参观时

进入展区前
  

     

     

    

活动时间      

     

  

   

 

 

 

     

     

离开展区前     

    

    

 

 

       

      

       

      

 

 

中学组导览

1. 教师限定活动时间，让学生完成学生活动手册上的找词语游戏。 

1. 教师在美食墙召集学生，带领学生进入“吃饱没”放映室观看因为
文化融合而产生的美食。

1. 教师带领学生站在翻转牌前面，让学生猜一猜为什么这些词语以
颜色分类。接着，告诉学生由于文化上的融合，新加坡华人用语中有些
词语是多个语言结合而。成的混合词，有些词语是其他语言的借词，
还有一些，是因地制宜创造出来的新创词。

1. 欢乐伙伴一年级第 15 课：你想吃什么
2. 欢乐伙伴二年级第 7 课：在咖啡店吃早餐
3. 欢乐伙伴三年级第 5 课：难忘的一天
4. 欢乐伙伴六年级第 3 课：美食小侦探

2. 教师给予学生适当的时间玩一玩 kopitiam 游戏，其他学生可以到
影像屏幕前，使用 RFID 手环观看所推荐的视频。

与现行教材
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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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展区前
  

     

     

    

活动时间      

     

  

   

 

 

 

     

     

离开展区前     

    

    

 

中学组导览 展区 T：历史回顾 参观时 小学组导览

学习重点：
1. 新加坡华人文化形成的 10 个里程碑。

1. 故事区就在美食墙对面，教师告诉学生，时间轴上介绍的是
新加坡华人走过的 10 个里程碑，并重点介绍“叻报”、“南大屋瓦”、
“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奖杯”。

1. 教师限定活动时间让学生自由探索。

（*注：时间轴前面有一个互动展示桌，学生可以触屏方式或者使
用桌上的“棋子”滑动点按，了解更多有关新加坡的故事与历史事迹。
学生若把手环放在“棋子”上面，还可以参与挑战完成简单的问答题。）

1. 教师召集学生，带领学生进入展区四。

不适用与现行教材
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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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导览 展区 T：历史回顾 参观时

进入展区前
  

     

     

    

活动时间      

     

  

   

 

 

 

     

     

离开展区前

 

    

    

    

 

中学组导览

1. 教师召集学生，带领学生进入展区四。

不适用

1. 教师以说故事的方式，带出新加坡的历史，并重点介绍
“叻报”、“南大屋瓦”、“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奖杯”。

2. 教师也可以参考学生活动手册里的活动，告诉学生 “一个时光
强盗从我们华人的历史上偷走了一些珍贵的物件，只有通过时光旅行
才能把这些物件找回来”，让学生在此区自行探索完成任务。

(*注 1：时间轴前面有一个互动展示桌，学生可以触屏方式或者使用
桌上的“棋子”滑动点按，了解更多有关新加坡的故事与历史事迹。
学生若把手环放在“棋子”上面，还可以参与挑战完成简单的问答题。)

(**注 2：此故事区内容对小学生来说相对陌生，不容易理解。若有
时间限制，不需久停此区。)

与现行教材
相关的内容

1. 故事区就在美食墙对面，教师告诉学生，时间轴上介绍的是
新加坡华人走过的 10 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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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导览 结合展区四和展区五 参观时

进入展区前
  

     

     

    

活动时间 

     

     

  

   

 

 

 

     

     

    

    

    

 

中学组导览

1. 认识享誉国际的新加坡品牌和名人。

1. 教师介绍展区，并提问：
• 有人曾说“新加坡是文化沙漠”，你同意这句话吗？
• 你曾经看过小娘惹/信约：唐山到南洋（电视连续剧）、小孩不笨、
我们的故事（电影）、华艺节的本地原创节目吗？
（* 画线部分可自由替换）

• 为什么说这些作品都具有新加坡特色？
* 小娘惹 – 土生华人文化、服饰、美食
* 信约：唐山到南洋 – 移民南来谋生
* 小孩不笨 – 教育政策
* 我们的故事 – 社会国家变迁

• 你能说出哪些著名的新加坡华人或新加坡品牌吗？
* 可以引导学生说出孙燕姿、林俊杰、小寒、尤今、亚坤、美珍香、
老曾记、斧标驱风油、三脚标等。

2. 教师带领学生来到展区五，布置个人作业：让学生选择一个享誉国际
的品牌或人物来介绍，并说出值得自己学习借鉴的地方。

展区四：原创新展望

学习重点：
1. 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创造力。

展区五：国际新典范 

学习重点：

1. 教师带领学生走过橱窗长廊（展区四），可以在以下展品前稍作停留
解说：
• 南洋旧体诗 – 邱菽园在旧体诗里掺杂马来语，创造“南洋色彩”，
你看懂了那些词意？

• 《麻雀衔竹枝》、《细水长流》歌谱 – 梁文福、新谣，你会唱吗？
• 点点娘惹 – 观察经过设计师陈彦翰改造的传统花瓶
• Singapore Blue 花瓶 – 让学生思考设计师的用意
• 鼟乐团 – 融汇中西特色的本地乐团
• 李迪文 – 打造新加坡音乐，制作爱国歌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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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展区前 

 

 
   

与现行教材
相关的内容

小学组导览中学组导览 结合展区四和展区五 参观时

1. 教师引导各小组学生去领取个人观展报告，并归还 RFID 手环。

适合中学美术教育、音乐教育、戏剧教育、中文戏剧学会、摄影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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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导览 结合展区四和展区五 参观时

进入展区前
  

     

     

    

活动时间      

     

  

   

 

 

 

     

     

离开展区前

 

    

    

    

 

1. 教师带领学生走过橱窗长廊（展区四），并在以下展品前稍作停留
解说：
· 点点娘惹 – 让学生翻看学生活动手册里的简介
· 迷你放映室 – 让学生听一听融合多种语言的表演
· 鼟乐团 – 让学生观察本地乐团是如何融汇中西特色，以丰富他们      
             的音乐制作的
· 李迪文 – 收录在课本的爱国歌曲《家》的作曲人

 

附加展区

2. 接着，教师让学生到展区五自由活动，观看视频与文字解说。

(*注 1：展区四内容对小学生来说文化碰撞创新不容易理解，因此建议重点
建议 2-3 样展品即可。)

(**注 2：但是展区五的内容比较贴近生活，小学生相比之下对于品牌的认识
比新加坡名人了解稍微多一些。)

(***注 3：建议教师让学生多花一些时间探索展区二、展区三和展区五。）

1. 教师引导各小组学生去领取个人观展报告，并归还 RFID 手环。

1. 适合小学美术与音乐教育
2. 欢乐伙伴三年级第 12 课：我爱新加坡
3. 欢乐伙伴五年级第 13 课：新加坡，我为你骄傲

与现行教材
相关的内容

1. 教师同时介绍两个展区，告诉学生即将看到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创造力，
以及享誉国际的新加坡华人和作品。

* 教师也可让学生说出一些著名的新加坡华人或新加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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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展区 华人农历新年与习俗 参观时

 学习重点
  1. 新加坡特有的过年方式。
  2. 别具一格的新加坡农历新年习俗。

    此活动区可以在观展前或观展后到访 。访客不分年龄层,中、小学生皆适合
在这里自主进行学习体验。
    
    如果教师带学生到访，应该先介绍活动区的内容，即有关华人新年的习俗和
饮食，再限定时间让他们自由活动。

    以下为活动区的内容，供教师参考。活动区主要分为两大区块：

活动区一 活动区二 

• 开心火锅：年夜饭、吉祥年菜、

贺词、红包、团拜 

• 阿发杂货店：新年字帖、拜天 

公、抢头香 

• “食”在好运：肉干、捞起、年

糕、黄梨挞 

• 乐报摊：妆艺大游行、舞狮、送 

礼指南、春到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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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后

中学组（巩固学习：小组汇报）

参观后（巩固与延伸学习）

任何教学活动都是有目的性的，学习之旅也不例外。巩固学习更是重要的一环，否

则，教师在之前为学生所做的一切安排将流于形式。

参观过本中心常设展后，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思考、或布置课后作业强化学生的

“所学”，甚至对有关的课题进一步延伸到本展览尚未能展出的内容，例如：农历七月中

元节（迷信与禁忌）。

因此，我们建议教师在学生完成参访学习以后，以一堂课（约 60 分钟）的时间与学生

进行文化相关课题的讨论活动。

     

 

 

 

   

   

 

 

自主导览教学活动建议自主导览教学活动建议

学习对象： 中一至中四的学生 

先备知识：   1.  学生已经参观过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对新加坡华人的  

    语言、饮食及节庆活动有了基本的认识。 

  2.  学生懂得运用至少一种电脑软件如PowerPoint,  

    PhotoStory3, Movie Makers 等来做汇报。 

课时： 约 60 分钟 

教学主题： 新加坡华族文化常设展内容汇报 

教学重点：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与其他华人社群的异同。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丰富多元的语言、饮食习惯以及节庆活动。 

教学法： 高阶思维法、科技辅助教学、口语教学 

教学策略： 协作学习策略 

学习目标： 学生能够： 

  1.  使用多元的呈现方式，在课堂上以小组的方式进行学习汇报。 

教学资源：   1.  各班各组参览时拍摄的照片 

  2.  电子简报和小组汇报评量表（见附录 2.1）  

中学组（巩固学习：小组汇报）

* 如果教师在参观展览时已经让学生分组行动，并且明确地布置了参观后的小组学习分享，
  请在参观结束后让各小组有1–2天的时间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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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后中学组（巩固学习：小组汇报） 中学组（延伸学习：主题延伸）

学习对象： 

教学过程：

 

教学时间  教学步骤  教学资源  

5 分钟   

 

 10  分钟  

 
 
 
 
 

40  分钟  

 

5 分钟   

 

教学过程：

教学活动
教师打开 Padlet 或 SLS（参考展区一活动），
告诉学生新加坡华族文化形成的五个原因，并
点评各组的答案。

小组学习汇报
*以一班 40 人为准，约 8 - 10 组，每组约 5 分钟。
*教师可以分配 2 组汇报展区二内容（价值观、节庆活
 动）、3 组汇报展区三（语言、美食、艺术）、3 组
 汇报展区四和五（名人、品牌）。

1. 教师分发小组互评评量表，给学生讲解评量表上
   每个项目的标准，以及每个等级的考量。
2. 各组依照抽签顺序上台呈现或播放作品。
3. 各组学生边看别人的呈现，边在评量表上打分，
   同时在学习单上记录重点。

总结
教师收回评量表，告诉学生，如果想了解更多与新加坡
华族文化相关的事迹，可以偕同家人再次到访本中心
常设展。

此外，教师也向学生推荐其他展览馆，如晚晴园、
牛车水文物馆和原貌馆等。

引起动机
1. 教师展示在参观展览时为学生拍摄的照片做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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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延伸学习：主题延伸） 参观后 中学组（延伸学习：主题延伸）

 中一至中四的学生 

先备知识：   1.  学生已经参观过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对新加坡华人的语言、 

    饮食及节庆活动有了基本的认识。 

  2.  学生懂得运用至少一种电脑软件如PowerPoint,  

    PhotoStory3, Movie makers 等来做汇报。 

课时： 约 60 分钟 

教学主题： 新加坡华人的节庆活动 

教学重点：   1.  新加坡华人节庆的习俗、迷信与禁忌。 

教学法： 高阶思维法、科技辅助教学、口语教学 

教学策略： 协作学习策略 

学习目标： 学生能够： 

  1.  说出不同节庆中的习俗以及其代表意义。 

  2.  明白迷信与禁忌的目的并遵守它。 

  3.  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至少一个节庆的习俗、迷信与禁忌。 

教学资源：   1.  网络文章 （附录 1.3） 

参考自https://www.redants.sg/good-

reads/story20170831-289  

  2.  电子简报（教师自行准备） 

* 教师可以利用SLS 平台设计主题延伸课，让学生更好地利用网络阅读和搜查
  资料，与同学分享。

教学过程： 

教学时间 教学步骤 教学资源 

10 分钟 引起动机 

  1.  教师展示有关庆祝农历新年时的： 

• 习俗：除旧迎新、守岁、拜天公等 

• 迷信与禁忌：年菜好意头、新年贴纸、吉利话与

禁忌语、大年初一不可扫地等 

  2.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这些习俗、迷信与禁忌为什么会存在？ 

    为什么至今大家都还遵守？  

 

20 分钟 开展教学 

教学活动 

  1.  教师让学生想一想，还有那个华人节日有这么完整的习 

    俗、迷信与禁忌，进一步导入今日主题：中元节。 

  2.  教师让学生阅读报章报道，给学生讲解中元节的习俗以 

    及农历七月的一些禁忌。 

 

 

 

 

电子简报、
网络文章

 

Lorem ipsum

学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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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后中学组（延伸学习：主题延伸）

2 分钟 总结 

教师总结学生的讨论，告诉学生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

步探讨其他华族节日的习俗和禁忌，找出其他国家的华人是

否也还在遵守这些习俗和禁忌。 

 

 

 

 
25 分钟

 

（以下活动建议可依据学生能力任选其一）
 

 

学生活动一（协作） 

 1.  教师让学生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讨论每个禁忌纯粹是 

    迷信还是有目的、有原因的。 

• 切忌坐在头排座位 

• 切忌越过白线 

• 切忌把筷子插在饭上 

• 切忌践踏纸钱的灰烬 

• 切忌乱动/食用祭品 

• 切忌室内打伞 

• 切忌在晚上游泳 

• 切忌在晚上敞开住家前门 

• 切忌捕杀飞入屋内的昆虫 

• 切忌在农历七月结婚搬家装修 

 

学生活动二（辩论） 

  1.  教师可以让学生分成正反两方进行小型辩论活动，每一 

方有四位辩手，其他学生则为公证人，在辩论结束后 

判定胜负方。 

  2.  正方辩题为“迷信与禁忌应该继续保留并遵守的”；反 

    方辩题为“迷信与禁忌不应该再继续保留与遵守”。 

  3.  教师先让两方的学生讨论及准备各自的观点。 

   （5 分钟） 

  4.  辩论开始，教师指示正方一辩先发表立场， 然后才由 

    反方一辩发言。（各方代表有 2 分钟发言时间） 

  5.  接着进入攻辩时段，正反方轮流发表观点并进攻对方  

    观点，每位辩手有1分钟发言时间。 

  6.  自由辩论时如果双方表现过于激动，教师可以适时地  

    介入并引导学生，如何有效地表达意见。 

  7.  如果时间许可，教师可以加入3分钟的观众提问时间。 

  8.  双方各进行2分钟结辩。最后由旁听的公证人举手表决 

    优胜的一方。 

 

小学组（巩固学习：总结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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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后

学习对象： 

先备知识：   1.  学生已经参观过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对新加坡华人的语言、 

    饮食及节庆活动有了基本的认识。 

课时： 约 60 分钟 

教学主题： 我所了解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教学重点：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与其他华人社群的异同。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丰富多元的语言、饮食习惯以及节庆活动。 

教学法： 提问法、科技辅助教学、写作教学 

学习目标：  学生能够： 

  1.  正确地回答有关展览内容的问题。 

  2.  使用正确的词汇及完整的句子，写一张明信片/便条与朋友分享参观展览  

    的经验。  

教学资源：   1.  各班各组参览时拍摄的照片 

  2.  使用Kahoot! / Plickers 设题 

*如果使用 Plickers，教师必须先打印 QR 卡分给学生。 

  3.  本中心提供的学生活动手册 

 

教学过程： 

教学时间 教学步骤 教学资源 

10 分钟 引起动机 

  1.  教师展示在参观展览时为学生拍摄的照片，并提问学生 

    还记得在这些地方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照片可依据展区顺序展示，能帮助学生瞬间回忆,积极地给予   

     反应。 

 

 

20 分钟 

 

 

 

 

 

 

 

 

 

 

 

 

 

 

 

 

 

 

 

 

开展教学 

学生活动 

  1.  教师给每个学生发一个 iPad 或笔记本电脑，让学生登入 

Kahoot!链接 

 

  2.  教师发布跟展览内容有关的 MCQ，让学生在限时内作答。 

    *问答题题型建议 

     1. “肉骨茶”当中的茶是因为这道食物里加入了茶。这句话 

         对还是错？ 

         选项：A. 对 B.错 

 

     2. 吃海南鸡饭时，一般加上什么调味料？ 

        A.辣椒酱 B.蒜蓉蚝油 C.姜末 D.以上皆是 

 

     3.“鸳鸯（yuan1yang1）” 是什么饮料？ 

        A. 咖啡+奶茶 B.咖啡+茶 C.咖啡+牛奶 D.茶+牛奶 

 

     4. 在新加坡，吃辣椒螃蟹时一般会配上什么？ 

       A.面包 B.馒头 C.薄饼 D.面条 

 

     5.新加坡福建面又称为什么？ 

       A.新加坡拉面  B.新加坡乌冬面 

       C.新加坡炒虾面  D.新加坡马来面 

 

 

Kahoot/ 

Plickers 

 

小学组（巩固学习：总结所学知识）小学组（巩固学习：总结所学知识）

34

小四至小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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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后小学组（巩固学习：总结所学知识）

25 分钟 教学活动 

  1.  教师分发在参观后收回的学生活动手册，让学生翻到    

    最后一页（明信片）。 

*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能力重新布置写作活动，如写一张便条 

 或一篇完整的记叙文（参观展览）。 

  2.  教师先介绍给所要书写的文本格式。 

  3.  接着，教师引导学生阅读及理解问题，并口头描述要写 

    的内容。 

  4.  教师让学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写作后呈交。 

 

5 分钟 总结 

教师告诉学生，如果想了解更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相关的
迹，可以偕同家人再次到访本中心常设展。事  

此外，教师也向学生推荐其他展览馆，如晚晴园、
牛车水文物馆和原貌馆等。 

 

小学组（巩固学习：小组汇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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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后小学组（巩固学习：小组汇报）
*如果教师在参观前已经通知学生参观后要做小组汇报，请在参观结束后让各小组抽签决定
要汇报的主题和顺序，并给予 1 – 2 天的时间让学生做准备。

学习对象： 小四至小六的学生 

先备知识：   1.  学生已经参观过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展，对新加坡华人的语言、 

    饮食及节庆活动有了基本的认识。 
2. 学生懂得运用至少一种电脑软件如PowerPoint, 

PhotoStory3, Movie makers 等来做汇报。 

课时： 约 60 分钟 

教学主题： 我所了解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教学重点：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与其他华人社群的异同。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丰富多元的语言、饮食习惯以及节庆活动。 

教学法： 高阶思维法、科技辅助教学、口语教学 

教学策略： 协作学习策略 

学习目标： 学生能够： 

 1.  使用多元的呈现方式，选择一个跟展览有关的主题， 在课堂上以小组 

    的方式进行学习汇报。  

教学资源：   1.  各班各组参览时拍摄的照片 

  2.  电子简报和小组汇报评量表（见附录 2.2） 

 

教学过程： 

教学时间 教学步骤 教学资源 

10 分钟 引起动机 

  1.  教师展示在参观展览时为学生拍摄的照片，并提问学生 

    还记得在这些地方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照片可依据展区顺序展示，能帮助学生瞬间回忆， 

积极地给予反应。 

 

45 分钟 小组学习汇报 

*以一班40人为准，约8-10组，每组约5分钟。 

  1.  教师分发小组互评评量表，给学生讲解评量表上每个 

    项目的标准，以及每个等级的考量。  

  2.  接着，教师说出引言：“让我们看看每组同学不同主提 

的汇报结果。如果想问问题，请在各组汇报结束后  

才举手发问。” 

  3.  各组依照抽签顺序上台呈现或播放作品。 

  4.  各组学生边看别人的呈现，边在评量表上做记录或  

    批注。 

 

5 分钟 总结 

教师收回评量表，告诉学生，如果想了解更多与新加坡

华族文化相关的事迹，可以偕同家人再次到访本中心

常设展。 

此外，教师也向学生推荐其他展览馆，如晚晴园、牛车水

文物馆和原貌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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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辅助资源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官网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常设馆：“参观展览行为礼仪”

2. How Chinese Are You? 

 https://youtu.be/dg12MItp2UY 

与展区有关的视频

3.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SFCCA）视频，第二章：下南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G047Gu7cEo

4. 星期二特写：过番客（系列视频） 

  第 1 集：人力车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bnkKpO91U

第 2 集：红头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xFoHj-OlQ

第 3 集：早期商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aAKpf4k6NU

第 4 集：大排档小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jfB3eAIQfk

第 5 集：猪仔和苦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XbsgsTIGF8

5. 孙燕姿荣获 2001 年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_JHb768T0s

6. 梁智强导演电影“我们的故事” 预告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vrZbduxEUY

 推荐学习工具

7.   Photo Story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jRr5-Ln9Q

8.   Padlet

     https://padlet.com/

9.   Kahoot! 

     https://kahoot.com/

10. Plickers 

     https://get.plickers.com/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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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 （活动卡：教师根据学生能力选择使用文字或图片）

新加坡华人 

独特的用语 

新加坡华人 

最爱的美食 

新加坡华人的 

节庆活动 

扬名海外的 

新加坡品牌 
    

 

 

甘榜

附录 1.1 （分类表）

新加坡华人 

独特的用语 

新加坡华人 

最爱的美食 

新加坡华人的 

节庆活动 

扬名海外的 

新加坡品牌 
    

 

 

 
政府组屋

 
 

 
 

 

 

 
 

 

 
清明节 

 

 

 
巴刹 

 

 
中秋节 

 

 
怕输 

 

 

 
中元节 

 

面包物语  

 
咖啡店 

 

 
大伯公诞辰 

 

 

 

农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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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3（网络节选文章）

         中元节禁忌不可怕 没文化才可怕

    通过换位思考，禁忌其实更像是一种互相理解，因理解而自动自发不去轻易触碰
对方的底线。
 
    每逢农历七月，家中长辈总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们不要太晚回家、不要靠近海边、
不准游泳、不准踩踏地上拜拜的祭品，否则会召来厄运，搞不好灵魂也会被“好兄弟”
勾走。
 
  “好兄弟”是孤魂野鬼的统称，说法源自台湾。
 
    中华文化向来敬重未知的事物，直呼这些看不见的它们为“孤魂野鬼”显得有点看
不起对方，称之为“朋友”，情感上又还没那么密切。加上这些孤魂野鬼有可能“500 
年前是一家”，称为“好兄弟”，既形象又亲切。

    新马一带的华人觉得这种叫法既含蓄听起来又不恐怖，叫着叫着，也就你懂他懂了。
 
    相对于中国，居住在南洋的华人更笃信每年的农历七月是阴曹地府一年一度的“年
中假期”。地府的大门会在七月初一开启，然后准时在七月二十九日关上。无主孤魂
可以趁着这个月份飘回阳间享用供奉，抓紧时机在众生普度中净化灵魂早日转世或升天。

    说到禁忌，不免想起 2014 年农历七月在新加坡曾风靡一时的“礼貌鬼”(Courtesy 
Ghost)海报系列。那一年，新加坡著名的礼貌大使——新雅狮子(Singa）突然递上辞呈
不干了，轰动一时。本地的一家广告设计公司灵机一动，将黄色的新雅狮子形象改头换面
成“礼貌鬼”的“阿飘”形象，以深入浅出的手法传递关于中元节禁忌的信息。

    时隔三年，回顾这只“礼貌鬼”所发出的信息，配上它可爱的画风，依然会让人会
心一笑。新加坡双语政策究竟成不成功，应该多看看本土创意公司的设计。唯有对
深层次的文化意蕴有所了解，才能设计出有益于促进跨文化沟通的媒介。“礼貌鬼”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年“礼貌鬼”要传达的中元节禁忌只有五个，分别是: 

切忌坐在头排座位
   
     新马一带有个习俗，就是将歌台的第一排空着预留给“好兄弟”。

    “礼貌鬼”解释说：这是一种对于往生的先辈们的一种敬重。敬重必须体现在行动上，
所以要给“好兄弟”预留第一排最好的座位，提供贵宾式的VIP 待遇。这样一解释就连
小学生也能听得懂，不再将这个禁忌看成迷信。

切忌越过白线
    整个农历七月期间，人们会在地上画出一个个白色的圆圈，然后将祭品和香烛摆放在
白线内燃烧。
 
   “礼貌鬼”解释说：地上的白线其实就是“好兄弟”的餐桌。它们用餐时不喜欢被打扰，
我们又何尝不是？试想想，你在吃饭时突然有人将肮脏的脚踩在你的餐桌上，你还能吃
得下吗？
 
    画圈圈时也必须注意不要将自己圈在里面，西北角要留个缺口，方便亲人的鬼魂进来
用餐拿钱。开始燃烧纸钱之前，可以先拿几张压在路边孝敬“牛头马面”和其他
“好兄弟”，这样它们就不会来抢自己亲人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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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践踏纸钱的灰烬

    农历七月走在路上犹如在网上玩闯关游戏，必须小心避开地上的灰烬和没有燃烧完
的冥纸。有时候人们因为看手机或赶时间，会直接踩在灰烬上、甚至不知不觉地践踏
灰烬。
 
    “礼貌鬼”解释说：纸钱和纸制祭品是准备来烧给“好兄弟”的，即使化成灰烬，
也依然是属于“好兄弟”的专属品。既然不喜欢别人践踏我们的手提袋、衣服、
信用卡和车子等，又何必去践踏他人的物品呢？走路多注意周边环境，既是一种尊重，
也提高身的安全。
 
    如果遇到地上到处都堆满灰烬想绕开都绕不开的情况，那只能小心大步跨过去，在这
之前礼貌地说声“对不起，借过一下。”问题就不大了。

切忌乱动祭品

    中元节的祭品五花八门，拜拜活动又是在大街小巷举行，有些外国游客或外来客工
因不熟悉文化，以为是免费食品的而直接拿走或取来吃；有些小孩因不懂事，看到这些
祭品很可能也会取来吃。这时就需要大人教导孩子这是预备给他人的食品，不宜随便
拿来吃，让孩子从小养成为他人着想的好习惯。
 
    “礼貌鬼”解释说：“好兄弟”好不容易隐忍了一年才重回阳间得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
突然发现美食缺了或少了，心里自然不舒服脾气也不好。换作是我们准备用餐时，食物
突然被他人不问自取或加以糟蹋，我们心里也会同样有怨气。
 
    这些海报的设计出发点其实很简单，主要通过将心比心的方式，深入浅出讲解一些
禁忌的由来，让大家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也能够设身处地为“好兄弟”着想。通过换位
思考，禁忌其实更像是一种互相理解，因理解而自动自发不去轻易触碰对方的底线。

能解释得通的禁忌

    中元节的禁忌除了上述这五点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内容，有些可以用上述将
心比心的方式来加以解释，例如：

    · 经过坟地或丧事场所时，保持肃静，嘴里和心里不可有不敬的念头。不要乱
    讲话、不要吹口哨、以表示对“好兄弟”的尊重。（这跟我们经过安静的住宅区，
    尤其是在夜晚人们休息的时段，会尽量注意不大声喧闹有异曲同工之妙。）

    · 走在荒郊野外或人烟稀少的地方时，觉得好像有人在叫你，别轻易回头，很可能
    是“好兄弟”在召唤你。（人烟稀少的地方突然有人叫你，这也实在太不正常了，
    谁会轻易回头？如果走在热闹的街上突然有人叫你，又很可能是想招徕生意，不回头
    也罢。）

    · 八字轻的人不要夜游，少去偏僻的地方，尽量结伴同行。（这像是警察叔叔所
    给的忠告。毕竟在偏僻的地方遇劫的几率比遇到”好兄弟”的几率来得高。）

    · 不要在床头挂风铃，风铃容易招来“好兄弟“，睡觉时又是最容易被“入侵”的
    时刻。(睡觉时开着电视机或收音机入睡都会影响睡眠质量。试想想，在没有风的
    房间里风铃依然叮当作响，你还能睡得下吗？）

    ·不要在晚上晒衣服。”好兄弟“觉得你的衣服好看就会借去穿，顺便在衣服上
    留下专属味道。（现在很少人会在晚上晒衣服，一来通风效果不好，二来没有阳光
    衣服很难晒干晒透。没干透的衣服自然会留下一股难闻的气味。）

     ·不要熬夜。人气最虚的时候是在深夜，鬼气最旺的时候也是在深夜，熬夜很
    容易被“好兄弟”入侵。（这其实就是养生常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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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靠墙。“好兄弟”平时喜欢依附在冰凉的墙上休息，此举很容易引起鬼上身。
    （这个也是养生常识。长时间接触冰凉的表面，因寒气入侵而生病的几率很高。估计
     以前人们对养生常识都不甚了解，为了避免生病，就口耳相传这个“禁忌”来保护
     大家。）
 
    · 不要捡路边的纸钱。这些钱是用来买通牛头马面的，如果侵犯了他们东西，就很容易
    被他们教训。（凡是他人的东西都不应该不问自取，这是做人最基本的礼貌。）

    · 不要在晚上拍照。此举容易将“好兄弟”一起拍进来，然后带回家。
    （晚上拍照因光线不足容易产生阴影引起各种猜测，没必要就不要四下乱拍。）

    · 不要四下乱看。“好兄弟”喜欢躲起来吓人，万一乱看被吓到了，就容易被
    “入侵”。（这其实是在提倡做人的修养和礼貌，走路时能够做到目不斜视，是一种
     君子作风。）

    · 不可与父母长辈争吵，否则祖先亡灵看到子女和父母争吵，在九泉之下会不得
     安宁。(这是孝道范畴。有时候用这种吓唬方式才能够让某些人孝敬父母。）

    · 晚上不可以乱讲话或吹口哨。（以往在南洋一带，吹口哨一般只有轻浮的小
    混混才会这么做。同样的，乱讲话也是没家教的体现。品德言行不端正，丢的是父母和
    长辈的脸。）

迷信范畴的禁忌

    另外，也有一些禁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比较迷信的范畴，例如：

    · 不要与他人勾肩搭背。每个人身上有三把火，头顶一把，左右肩膀各一把，
     只要灭了其中一把，就容易被“好兄弟”上身。

    · 尽量避免在农历七月时连名带姓直呼别人或拍人肩膀。尽量都以代号相称，
     以免被好兄弟记住你的名字。如果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或有人拍自己肩膀时，
     要慢慢转头，以免肩上的明火熄灭，惹来“阴气”。

    · 不可去危险水域游泳，传说中“水鬼”会在这段时间找人当替死鬼，以便投胎。

    · 避免在身上带着红绳、铃铛或风铃等容易招鬼的物件。

    · 睡觉时避免让拖鞋的头朝床的方向。“好兄弟”会看鞋头的方向来判断生人在哪里，
     如果鞋头朝床头摆，那麽好兄弟就会上床和你一起睡。

    · 不要拔脚毛。俗话说：”一支脚毛，管三个鬼“，所以脚毛越多的人鬼越不敢靠近。

    脚毛茂密的人不仅“好兄弟”不敢靠近，恐怕连生人都不敢靠近。
 
    中元节本身提倡的就是一种追思先人、孝敬长辈的文化传承。很多所谓的忌讳，
其实可以被诠释为一种阳间与阴间互相尊重的行为规范，以及用于劝导人们不要去做那些
会让父母长辈操心或担惊受怕的事的一种手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这么简单。

    禁忌其实不可怕，不了解文化及其背后的苦心才可怕。

    注：网络文章，节选自 https://www.redants.sg/good-reads/story2017083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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