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機構：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附 錄 一 ： 賽 馬 會 「 敲 敲 記 憶 」 藝 術 科 技 及 文 化 教 育 計 劃 ──器 物 主 題 工 作 坊 四 課 內 容 及 重 點 活 動 簡 介  

 教學重點 藝術及文化知識 重點活動 

1. 看得見的記憶 ．記憶是一種選擇，記下個人乃至文化重視的事情。 

．從自然界的事物以至日常生活的器物，看得見的事物收藏着看不見的

記憶。 

．器物能收藏記憶、承載盼望，不但看得見，更能捧在手，成為生活的

一部分。 

．姓氏、地名背後的故事。 

．「春」、「夏」、「秋」、「冬」的甲骨文含義。 

．古代與四季相關的節慶活動及事物。 

．全盒和賀年食物的象徵意義。 

．七字記一天（創作） 

．《雍正十二月行樂圖》軸中的四季

痕跡（賞析） 

．立體四季器物行樂圖（創作） 

．全盒 AR（AR 體驗活動） 

2. 記自然 

（混合教學模式：

實體課） 

．器物是利用自然材料，通過人工技術創造出來。 

．器物記下自然的特性，也記下人類對待自然的方式和態度。 

．物料和技術的進步不但影響文明發展，更啟發人們，引申超越材料和技

術的文化含義。 

．從自然而來的器物，可以記下對自然的讚嘆。 

．鉛筆的起源故事。 

．竹材的特性和竹器例子。 

．陶瓷的材質、技術特性和對生活的影響。 

．從器物製造過程引申成文化意義的日常用語。 

．陶瓷釉色的自然聯想例子。 

 

．自創竹器（創作） 

3. 記生活 ．器物往往留下使用痕跡，記下了主人的喜好、習慣以至性格，同時珍

藏個人寶貴回憶。 

．器物更收藏功能以外的價值，讓我們在應用過程中獲得啟發。 

．器物從功能、造型到裝飾，都可以被加以發揮，不斷豐富內涵。 

 

．中國傳統坐具引申的身分含義。 

．中國傳統坐具的造型設計與身分和應用方式的關係。 

．扇子的種類和相關故事。 

．在扇子上發揮的書畫、造型和表演藝術。 

 

．物似主人形（分享） 

．扇子 VR（VR 體驗活動） 

．扇子創作（創作） 

4. 記時代 

（混合教學模式：

實體課） 

．器物記下人類的創造和貢獻，反映不同時代的特徵，今天仍可以找到

昔日器物留下的痕跡。 

．器物見證文明發展的成就，值得我們從多角度學習解讀和欣賞。 

．了解器物的現況，認識傳統對待器物的態度，探索器物與人應有的關

係。 

．不同時代器物所收藏的歷史文化記憶，如青銅器、鐵

農具、竹簡等。 

．博物館藏品的藝術、歷史及科學內涵，包括：大盂

鼎、硬木家具、各種釉彩大瓶等。 

．透過鋦瓷、金繕、惜字亭的例子，鼓勵珍惜器物的態

度。 

 

．器物記時代（配對） 

．假如我是館長（討論） 

．珍貴的記憶 AR 

（繪畫、AR 體驗活動） 

* 以上課程簡介供參考之用，主辦方保留課程內容及細節的最終決定權。  



主辦機構：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附 錄 二 ： 賽 馬 會 「 敲 敲 記 憶 」 藝 術 科 技 及 文 化 教 育 計 劃 ──建 築 主 題 工 作 坊 四 課 內 容 及 重 點 活 動 簡 介  

 教學重點 藝術及文化知識 重點活動 

1. 記住家 

（混合教學模式：

實體課） 

．思考建築的基本特質和記憶內涵，提醒同學本身也是建築精神

的支柱。 

．發掘理想居所的條件，認識人和自然是兩個主要思考方向，不

同的居所演繹不同的處理方式和概念。 

．探索傳統四合院中，與家人共處和與自然共生的建築方式，思

考今天理想居所應該擁有的內涵。 

 

．透過中國、香港及西方的古今建築例子，認識建築的基本

特質：空間造型、大小比例、功能目的、感受記憶。以及

當中收藏的內涵：個人與群體、實用與精神、材質與技

術、古與今的記憶。 

．原始穴居的基本結構與意義。 

．傳統四合院的基本結構與空間佈局，當中反映的自然與人

倫記憶。 

．四合院 AR（AR 體驗活動） 

．假如我是建築師（創作）  

 

2. 記園林 ．建築可以是記着個人情感、故事、無數可能的創作。傳統園林是

其中一種例子。 

．體驗自然事物作為創作元素的特色。 

．認識傳統園林不但可以收納山川河岳，還有情感、經歷、文化修

養，以及對自然的尊重。 

．認識住居和園林並非對立，而是互補，兩者組合成傳統的理想生

活空間。 

．透過有趣的建築例子和與石頭相關的故事和創作，認識自然

既是創作元素，也是創作的提示。 

．園林是一種以自然為靈感的創作，它記着自然對人的啟發，

同時也記着創作者自己。 

．以清代的寧壽宮花園（又名乾隆花園）為例，認識園林可以

承載回憶、情感和理想，也是乾隆作為皇帝身分的補足。 

．從造園手法認識傳統園林的創意和對自然的態度。 

．湖石奇想（多媒體創作） 

．營造園林 AR 

（繪畫、AR 體驗活動） 

3. 記價值 ．建築不只解決生活起居的問題，更盛載重要的價值。 

．認識不同建築設計手法，嘗試建構空間，傳遞感受和價值。 

．思考「文化遺產」和「保育」的意義，學習多角度思考和尊重

不同意見，選擇合適的保育方法。 

．透過成語認識建築所記載的道理和啟發。 

．從比例、造型、光線三個層面分析建築空間。 

．透過中外及香港的歷史建築，思考「文化遺產」的意義。 

．透過 1970 年代拆卸舊尖沙咀火車站的例子，思考「發

展」與「保育」的議題。 

 

．建築手法（分享） 

．尋找「世界文化遺產」（賞析） 

．回到未拆時（保育火車站創作） 

4. 記風格 

（混合教學模式：

實體課） 

．認識風格是看得見的文化記憶。 

．認識不同的西方建築風格和中國建築風格的特色。 

．風格帶有承先啟後的作用，回顧傳統是前行的動力，促使人類

文明不斷進步。 

．建立連繫傳統與未來的思考角度。 

 

．認識不同文化和時代的建築技術及元素。 

．了解香港建築風格的多樣性。 

．通過設計實踐，學習建築的造型分析和轉化。 

．風格隨意門 VR（VR 體驗活動） 

．「香港風格」字體設計（創作） 

 

* 以上課程簡介供參考之用，主辦方保留課程內容及細節的最終決定權。 



主辦機構：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附 錄 三 ： 賽 馬 會 「 敲 敲 記 憶 」 藝 術 科 技 及 文 化 教 育 計 劃 ──繪 畫 主 題 工 作 坊 六 課 內 容 及 重 點 活 動 簡 介  

 教學重點 藝術及文化知識 重點活動 

1. 有人物 ．繪畫創造虛擬世界，動人的手法眾多，畫家在當中找到自由

的天地，無論畫家和觀眾，都需要「發現的眼睛」。 

．人物畫記下的不只是外觀，更記下畫家對人的看法。 

．透過畫作認識人物畫所記下被推崇的模範，對自己的感嘆，

對世人的關懷。 

．藉着欣賞人物畫，鼓勵同學發掘值得學習的做人價值。 

．透過古今的繪畫例子，認識畫家如何以畫作記下發現，創造虛

擬世界。 

．透過香港藝術館藏品，從主題、構圖、色彩、繪畫手法和媒介

等分析不同畫作的動人之處。 

．以不同朝代的經典人物畫為例，認識當中記下畫家對人的看

法、所表達的精神和感受的寄托。 

．透過自畫像認識自己的外貌特徵、性格特質，並記下理想中的

自己，發掘欣賞的價值。 

 

．動人之選（評賞）  

．認識自己 欣賞別人（繪畫、資

料搜集） 

2. 在山水裏看花鳥 

（混合教學模式：

實體課） 

．山水畫是畫家遊歷山水的精選剪輯，讓人可以隨時重遊。 

．當中記下不同時代的特色、畫家的內心世界和理想天地。 

．花鳥畫記下畫家在動植物身上所發現的生命力，更把嚮往的目

標和價值寄托在畫作之中。 

．藉着欣賞人物、山水和花鳥畫，讓同學明白天地萬物與我們分

享共通的價值，理想的世界其實可以親手創造。 

．以東晉《洛神賦圖》和隋代《遊春圖》為例，認識中國畫中的人

物與山水的比例。 

．從唐代、五代、宋代和元代的歷史背景，認識山水畫記錄了畫家

對自然的發現和感受、所反映的心境和理想的世界。 

．透過元代趙孟頫繪畫的馬匹和宋代花鳥畫，認識畫家對動植物的

細緻觀察和發現的生命力。 

．從香港的動植物中尋找靈感，設計印章，寄托嚮往的價值。 

 

．假如我在山水（繪畫） 

．看畫 1:1 AR（AR 體驗活動） 

．印章言志（印章設計） 

3. 用筆記 ．線條除了勾勒事物的輪廓，更可以記下所用的工具、用筆的

運動、節奏，甚至畫家的心情、性格。 

．在傳統中國，寫字繪畫都用毛筆，兩者的記憶互相滋養。 

．透過畫作，欣賞前人如何在靜止的平面上記下動感、立體

感、質感，甚至本來看不見的情感。從中學習對工具最大的

尊重，就是把它發揮到淋漓盡致。 

．透過書法例子和書寫活動，體驗把情感轉化成筆觸的過程，培

養細緻觀察事物的敏銳度。 

．以不同時代畫家繪畫的「墨竹」為例，認識寫字和繪畫筆法運

用的共通趣味，豐富欣賞層次。 

．透過敦煌石窟壁畫例子，認識以線條表達立體感。 

．透過香港藝術館藏品，認識不同畫家的「皴法」例子。 

 

．我手寫我心（設計） 

．立體感（繪畫） 

．發現線索（紀錄、繪畫） 

* 以上課程簡介供參考之用，主辦方保留課程內容及細節的最終決定權。 

 

  



主辦機構：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4. 着墨彩 ．認識色彩和顏料蘊藏豐富的個人、自然和文化記憶。 

．認識傳統中國繪畫在色彩上的演變，主要是由濃艷走向清

雅，由設色走向水墨。 

．學習古人從周遭發現色彩的靈感，從而豐富創作的內涵。 

．透過搜尋生活中可製成顏料的材料，製作能記下感受、聯想和

記憶的顏料，並進行創作。 

．透過認識北宋《千里江山圖》和元代《鵲華秋色》中的顏色，

應用並體驗傳統畫作的色彩效果。 

．認識「不貴五彩」，畫家透過水與墨的調節，例如濃、淡、濕、

乾，初步探索當中的取捨和物象的內在精神。 

 

．重拾顏色的記憶（創作） 

．着色香港（填色） 

．香港特「色」（紀錄、創作） 

5. 放位置 

（混合教學模式：

實體課） 

．繪畫的構圖決定元素意義，畫幅影響放法與看法。 

．欣賞傳統中國畫如何剪貼時空，透過筆墨元素，佈置空白，以

含蓄的手法收藏主題，組合成畫作的動靜氣氛。 

．藉着構圖和畫幅主題，認識到元素不只是獨立存在，互相發揮

的重要。含蓄其實是基於深刻認識，才能自然流露。人生如同

畫卷，靈活調動，開展美好的「圖畫」。 

．透過設計《洛神賦圖》元素的位置、大小、角度，體驗如何以「構

圖」（在中國傳統稱為「章法」、「佈局」或「經營位置」）去決定

元素意義，突出主題。 

．認識中國畫的不同畫幅，包括：「長卷」、「立軸」、「扇面」和「冊

頁」。 

．以唐代《唐人宮樂圖》和五代《韓熙載夜宴圖》為例，認識傳統

中國畫「散點透視」的繪畫技法。 

．認識傳統中國畫的「三遠法」。 

．透過不同時代的畫作例子認識「留白」的繪畫方式。 

 

．假如我是藝術館設計師（設計） 

．畫謎藏（繪畫） 

．如果有山水 VR．AR（VR．AR 體

驗活動） 

6. 記共鳴 

（混合教學模式：

實體課） 

．優秀的畫作除了記下畫家的心靈，往往也記下觀眾的共鳴。

「共鳴」可以跨越時空。在傳統中國畫，流傳和欣賞的痕

跡，往往成為作品的一部分，成就跨時空的集體創作。 

．透過不同例子，認識畫作中的印鑑、題跋，鑑藏家的收藏，

還有「臨、摹、仿」這些繪畫手法，和古今的修復故事。 

．鼓勵同學透過畫筆認識畫作，記下深刻的體會，珍惜每一幅

來之不易的繪畫，一同發現當中的美好世界，和前人留下美

好世界的有趣辦法。 

．透過唐代《五牛圖》，認識歷代名家留下的題跋和清代乾隆皇帝

留下的印鑑。 

．以清代收藏家顧文彬和他編纂成的《過雲樓書畫記》為例，認

識優秀的鑑藏家須具備良好的學識和藝術修養，「收藏」是一種

「文化認知」的行為，逐步建立成文化傳統。 

．從北宋《清明上河圖》和敦煌莫高窟壁畫《都督夫人太原王氏

禮佛圖》，認識文物修復需要專門的技術和尊重的態度。 

．透過臨摹明代《桃花源圖》，體會用筆來認識作品的過程，歸納

感受，記下題跋。 

 

．臨摹桃花源（臨摹、AR 體驗活

動） 

．今天的桃花源圖（繪畫） 

* 以上課程簡介供參考之用，主辦方保留課程內容及細節的最終決定權。 



主辦機構：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附 錄 四 ： 賽 馬 會 「 敲 敲 記 憶 」 藝 術 科 技 及 文 化 教 育 計 劃 ──主 題 工 作 坊 教 材 清 單  

器 物 主 題 工 作 坊 教 材 清 單  

 



主辦機構：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建 築 主 題 工 作 坊 教 材 清 單  

  



主辦機構：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繪 畫 主 題 工 作 坊 教 材 清 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