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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 根據資料，圖中顯示的習俗能否成為非物質文化遺

產？為甚麼？(100-200 字) 

高中組: 「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助增強社區歸屬感。」你在

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種說法適用於描述香港社會？參考

圖片及資料，解釋你的答案。(200-400 字) 

 

題目二 

 

 

 

 

 

 

 

 

 

 

 

 

 

 

 

 

 

 

初中組: 圖片及資料反映出甚麼社會問題？試列舉一個導致問

題出現的原因。(100- 200 字) 

高中組: 試針對資料所指出的問題及其出現原因，提出兩個解

決該社會問題的辦法。(200-400 字) 

口頭傳統的表達和表現形
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
遺產媒介的語言 

表演 
藝術 

社會實踐、儀
式、節慶活動 

有關自然和宇宙
的知識和實踐 

傳統手工藝 

資料來源：運輸署 

2015年 10月份「通識徵文比賽」 



 

姓名：香倩儀 班別：2B(3) 

  根據資料，我覺得圖中顯示的習俗能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飄色巡遊是長洲其中一項著名的節慶，在佛誕時，很多遊客都慕名而來。而且飄

色由起初的歷史人物演變成今天的政治人物和明星等，別具意義。對當中曾參與的小

孩更印象深刻，還有飄色巡遊的起源也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粵劇有關。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五個範疇中，飄色巡遊也佔據其中三個。 

  根據以上幾點，我認為飄色巡遊的習俗可以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姓名：林琳 班別：5A(14) 

  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助增強社區歸屬感」。現根據資料及

就我所知以茲解析。 

  首先，非物質文化遺產俱有歷史和習俗意義，有助於人們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

根據資料中所指，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並且包括有關自然和歷史，為這些社區

和群體提供認同感。由於不少人的童年和記憶中都參加過一些節慶活動或曾觀看過一

些表演，還從父母親戚口中聽說過有關的風俗。這些都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若欣賞一

些有關的活動，可以喚醒人們的回憶，使人們對自己居住的地方產生感情和感概。最

終可以增加人們對非物質文化的承傳，從而增強社區歸屬感。 

  其次，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都會增強對社區的歸屬感。人們在出演表演、

舉辦節慶活動、教授傳統手藝等過程中都會加深對該文化的印象和認識。由於非物質

文化遺產包含歷史，並不斷地被重新演繹，而且一般都是一些當地習俗，所以演繹非

物質文化會加深傳承者對當地的情感，從而增加社區歸屬感。 

 

姓名：廖艷兒 班別：5A(17) 

  我很大程度上同意這種說法適用於描述香港社會。現以太平清醮為例說明。 

  首先太平清醮是香港長洲的多年傳統習俗。太平清醮是長洲一年一次的傳統盛事，

對於港人及當地居民來說，這項活動別具意義。太平清醮舉辦的原因主要是為了辟邪、

保平安及驅厄運等，當地居民對此活動十分重視且隆重舉行，對於增加歸屬感有莫大

效用。 

  另外，太平清醮可以提供互動的空間予長洲居民。舉辦太平清醮須要很多事前功

夫，如籌備服飾，均可令居民之間的溝通及合作增加。而且，居民會結伴同行去欣賞

太平清醮，在此期間，亦會增加雙方的互動，從而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 

  最後，太平清醮是長洲的象徵性活動。居民透過參與太平清醮，能提醒自己的居

民生份，產生自豪感，並投入其中，故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助增加社區歸屬感。 

 

 

 

 

姓名：魏樂怡 班別：6A(14) 

  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此說法適用於香港社會。 

  首先，承傳非物質文物遺產，能增加香港的知名度，從而提升市民的身份認同，

有助增強社區歸屬感。一經被聯合國選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便能增加其名氣，吸引更

多旅客來港。就如長洲的飄色巡遊，有多年歷史，獲列入名冊後，世界各地的人慕名

而來，欣賞表演。不止長洲人，相信不少港人都為此而驕傲，認同香港人的身份。因

此，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能令港人身份認同提高，對社會的歸屬感自然增強。 

  其次，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能令港人對本地歷史認識加深，大大增加對社會的歸

屬感。當某技能或節日被列為非物質，政府就會大力宣傳，令市民了解更多。划龍舟

便是一例。每年的端午節，香港都有大型龍舟賽事，吸引不少港人甚至外國人參與，

自然更多本地市民對龍舟的背景產生興趣，從而增加認識。這樣，便有助增強香港市

民的社會歸屬感。 

  簡而言之，我很大程度上同意題目說法。 

 

姓名：吳嘉浩 班別：6B(30) 

  我很小程度上同意這說法適用於香港社會。 

  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香港只會變成具有商業價值和吸引遊客的工具。香港是

國際知名的旅遊天堂，香港商人會把本地文化作為旅遊賣點以賺取利益，例如：太平

清醮。過往太平清醮是供奉鬼神，但如今出現了太平清醮嘉年華等玩樂活動。非物質

文化遺產不再擁有原先的意義。市民亦只會把那些遺產當作是商機，對增加社會歸屬

感沒有幫助。 

  其次，普遍香港人不重視傳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那些遺產對平民影響力小。由

於資訊科技發達，外來文化對香港帶來不少衝擊，香港人大多都追求外國新奇，有趣

的文化，例如：萬聖節舉行變裝舞會。但卻忽視本地文化，如粵劇。外國文化的影響

遠比本地文化大。 

  所以，在香港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為沒有影響力，所以根本對加強社區歸屬感

沒有幫助。 

 

 

 

 

  

同學佳作：題目一 



姓名：朱泳妍 班別：2A(3) 

  根據圖片顯示，很多車輛停留在馬路上，由此可見，這是一個交通擠塞的社會問

題。 

  出現交通擠塞的原因是車輛數目的增加速度比道路增長的速度快。由資料顯示，

新登記車輛總數增加了百分之七十點八。而道路總長度只增加了百份之二。由於道路

總長度的增加幅度比車輛的增加幅度少，所以構成了道路擠塞的問題。 

 

姓名：劉倩彤 班別：5A(15) 

  針對以上因車輛數目過多而引起空氣污染和道路擠塞的社會問題，政府可以增加

車輛登記稅及油費，和限制車輛發牌數量以解決問題。現就上述進行分析。 

  首先，政府可以增加車輛登記稅及油費，減少市民購買車輛。根據資料，由 2009

年起，私家車新登記總數由 28432 輛迅速升至 2013 年的 45382 輛，可見，市民購買車

輛的數量大幅上升。因此，若果政府增加稅收及油費，市民便會因為價高而降低買車

的慾望，從而解決空氣污染的問題。 

  其次，政府可以限制車輛發牌數量而減少道路擠塞的問題。根據資料，新登記所

有總計由 2009 年的 36245 輛升至 2013 年的 61909 輛，接近一倍。因此，若果政府能

夠減少發牌量和用抽籤的形式公平地發放少量的牌，這便能減少車輛出入道路，造成

道路擠塞，行程時速減慢。 

  總括而言，政府可以從增加車輛登記稅及油費和限制車輛發牌數量以減少空氣污

染和道路擠塞的社會問題。 

 

姓名：杜卓盈 班別：5B(18) 

  隨著本港車輛的登記數目日益增加，令香港面臨交通擠塞的問題。根據資料 A 指

出，2013 年新登記的車輛總計比 2009 年多出一倍，但道路的總長度卻增長緩慢，以致

交通擠塞。有見及此，政府可推行一些解決的方案。 

  首先，我認為政府可以進行改善道路工程。政府可嘗試重新規劃某地方的道路作

改建，例如增加通往同一目的地的路線，逐步在全港推行改道，令車輛通往目的地的

選擇增加，從而降低交通擠塞的風險。 

  而另一方面，政府亦可推出優惠和資助鼓勵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例如推行港

鐵，巴士等乘車優惠，資助市民部分車費，吸引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從而避免過

分依賴私家車等，以減少通路上車輛的數目，改善交通擠塞的問題。 

  總括而言，政府可通過改善道路和推出乘車優惠，幫助解決交通擠塞問題。 

姓名：邱懿雯 班別：6A(21) 

  資料指出本港的塞車問題十分嚴重，其出現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私家車新登記的數

目愈來愈高。運輸署的資料可見，私家車新登記的總數由 2009年的 28432輛上升到 2013

年的 45382 輛。 

  現針對以上問題提出兩個解決辦法： 

  首先，政府可以實施電子道路收費政策，以減少塞車的情況。政府可在繁忙時段

把經常擠塞的路段劃為收費區，用以把車輛分流到其他道路。新加坡和倫敦等地採用

此政策後，塞車情況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另外，政府可以實施泊車轉乘的優惠，以減低汽車流量。在經常塞車的地區外圍

都設立停車場，駕駛者由此轉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進入該區便可減少汽車的流量。政

府要研究停車場的選址和交通工具的接駁，以免弄巧反拙，使塞車問題變得更惡劣。 

 

姓名：楊穎珊 班別：6A(22) 

  資料指出香港有嚴重的道路擠塞問題。問題出現的原因是汽車的數目與道路的長

度不平衡。資料所示，私家車新登記及車輛的新登記數目升幅驚人，2013 年比 2009 年

上升到近兩倍；但道路的總長度並未有相對大幅度上升。故在車多路少的情況下，出

現嚴重的道路擠塞問題。 

  針對這問題，我建議政府可重整公共交通的網絡。例如，將一些巴士的重疊路線

合併，以達致減少在道路上行走的車輛，改善道路車輛過多，道路擠塞問題。同時，

也能夠完善本港的交通網絡及減少廢氣排放。 

  另外，我建議從經濟着手，調升私家車首次登記的稅項，減低市民買私家車的意

慾，減少道路的行車數目。因購買私家車的成本上升，令到他們減少購買私家車。同

時，政府亦應多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例如，政府可與港鐵及巴士公司合作推

出乘車優惠計劃，向市民提供經濟誘因，吸引他們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達致減少道

路的車輛，改善交通擠塞問題。 

 

同學佳作：題目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