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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2021 年 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三級 中國語文 

 

 
聆聽評估 

錄音文本 
 

 
角色  演繹者  ( 性別  ) 

旁白  女  
偉明  （中三學生）       男  
敏儀  （中三學生）                     女  
慧心 （中三學生）          女  
 

旁白：  愉快中學的三位同學正在籌備專題展覽活動。   

敏儀：  一年一度的專題展覽快到了，不知大家想好了主題沒有？    

偉明： 

 

主題？敏儀，不用擔心，我已經在互聯網上找了不少資料‥‥‥你看！有關服飾演

變的資料竟然有兩千多條，例如介紹衣服演變、長衫的來源，又有介紹衣服刺繡，

資料非常豐富。我想各位幹事不需要討論了！我們就以中國服飾為展覽主題，我想

大家不會反對吧？ 

  

慧心： 
 
(苦口婆心地勸導)偉明，你的確是行動派！講效率不是不好，但是李老師常

常提醒我們做事要「三思而後行」。主題方面，我們多花點時間討論好嗎？ 

  

偉明： 

 

慧心，李老師的話，我怎會忘記？我的建議是有根據的。中國每個朝代的服

飾都有其獨特的地方。自從周朝確立了服裝制度後，中國歷代帝王、官員和

平民百姓不僅在服裝款式上有別，更會用服飾色彩來表示地位高低，例如：

隋唐以後帝王服飾會用黃色。另外，衣飾圖案具有象徵意義，好像龍鳳虎紋

代表吉祥、牡丹紋飾代表富貴大吉。 

  

慧心︰ 

 

偉明，我同意你說中國服飾的確有它的文化意義，但你有沒有想過，如果這

次展覽要介紹五千年以來的服飾特點，恐怕我們會「力不從心」。我們總不能

不加篩選，將所有資料及圖片貼在展板上。不如你說說哪個朝代的服飾最有

代表性，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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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明：  (不滿)慧心，你的問題我一時答不上，不知道你對展覽的主題有何高見呀？   

慧心： 
 
我剛才只是實話實說！資料太多、範圍太大會是搞展覽的致命傷。我們還是想

想，有沒有一個更合適，又有趣的主題吧！ 

  

敏儀︰ 

 

大家只是想辦好這次展覽，千萬不要傷了和氣。細心想想偉明所說的不是全

無道理。有關中國服飾的資料的確是包羅萬有。例如長衫，聽說長衫沿自清

朝的長袍馬褂，後來在民國初年男子喜歡只穿一件長袍，這就是後來的男裝

長衫。男裝長衫雖然多年來變化不大，但時至今日，春秋兩祭、打醮時，不

少新界的父老都會穿長衫，可見穿長衫仍然是身分地位的象徵。 

  

偉明： 

 

敏儀，你終於知道我不是無的放矢。除了男裝的長衫外，還可以介紹女裝長

衫，就是旗袍。旗袍縫製技術更吸收了東、西方服裝設計風格。近年，長衫

的製作技術更被列入美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敏儀：  甚麼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偉明：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社區、群體，甚至是個人留下的傳統風俗、習慣或表現形

式，例如：表演藝術、節慶活動、手工藝。它們很多時並沒有文獻記錄，也不會像

故宮等建築具體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敏儀： 

 

明白了！長衫的製作就是屬於傳統的手藝！嗯‥‥‥雖然長衫有它的獨特性，可

是同學有接觸過長衫嗎？李老師不是說展覽主題一定要引起同學的興趣嗎？

不要忘記去年展覽介紹書法，結果參觀的人數少得可憐。 

  

偉明： 

 

同學怎會不認識長衫呢？就以我們的愉快中學為例，開校以來，女學生都穿

長衫上學。你知不知道，在我們學校開辦初期，男學生也是穿長衫的，五十

年前才改為穿襯衫(廣東話：恤衫)、西褲？ 

  

慧心： 
 
(恍然大悟)哈！這麼說同學對長衫的確是有一定的認識。那麼我們這次的展

覽就以「校服」作為主題吧！ 

  

敏儀：  我建議先收集有關美城校服演變的資料，再跟李老師討論。   

慧心：  好的！我們還有時間，不需要急於決定。   

偉明： 
 
就這樣辦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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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演繹者  (性別) 

陳校長  (愉快中學校長) 女  

慧心 (中三學生) 女  

偉明 (中三學生) 男  

 

陳校長：  慧心、偉明，你們在討論甚麼呢？   

慧心： 
 
誒！陳校長，我們正在籌備一年一度的專題展覽，我們本來想介紹美城校服的發

展，可是‥‥‥嗯，我認為還是更改主題吧！ 

  

陳校長：  這個展覽主題很新鮮，我想同學一定喜歡。慧心，你還煩惱甚麼？   

慧心：  
 
陳校長，我認為專題展覽的內容不單要反映社會變遷，更重要的是內容要有趣。校

服雖然可以勾起同學的回憶，可是校服的款式多年不變，恐怕很難吸引同學參觀。 

  

陳校長： 
 
慧心，不同學校的校服設計各有心思。就以我們學校愉快中學為例，我們用長衫作

為校服，不是充滿傳統韻味嗎？ 

  

偉明︰  

 

陳校長，您真的說出了我的想法。從我找到的相片可見，多年來美城校服設計其實

變化不少，好像過去有不少學校用長衫作為校服，但現在大部分學校的校服已改為

西裝、裙子或褲子，這不是正好反映社會變遷？我認為這個主題非常切合展覽的目

的。  

  

慧心：  
 
(諷刺) 哼，偉明，你的話的確動聽！就算你收集的相片非常吸引，這樣就能夠說明

我們的展覽主題嗎？你是要介紹校服設計，還是它背後的社會變遷？ 

  

偉明︰   展覽當然要有相片，否則太單調了。陳校長，您替我說句公道話吧！    

陳校長： 
 
嗯‥‥‥你們之前的確找了很多資料，可是內容欠缺焦點。偉明，看了這些資料後，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甚麼？ 

  

偉明︰  
 
陳校長，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城的校服設計新穎。在一百多年前，美城有不少學校

已經採用馬褂、長衫--------這些當時的流行服飾作為校服，可見校服設計是受潮流影響。 

  

陳校長： 

 

想不到你收集了不少資料！不過這些服飾不是正規校服。美城開埠之初，能接受教

育的學童不多，所以不單是我們學校，其他學校都允許學生穿日常衣服上學。當時

大多數學生都是穿馬褂上學，後來流行服飾從馬褂轉變為長衫，學生也改穿長衫上

學，有的甚至在長衫下加上西褲。 

  

偉明：   (驚訝)這種穿著打扮正好反映當時社會受到西方文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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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心：  
 
不過，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樣穿著似乎不太整齊。那麼美城的學校甚麼時候

才規定學生改穿校服呢？ 

  

陳校長： 
 
開埠初期，大多數學校並沒有規定學生穿校服上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適齡學童

大增，公營、私營學校紛紛成立，為了識別學生，學校才陸續規定學生穿校服回校。 

  

偉明：   陳校長，我們學校甚麼時候規定學生穿校服？校服的設計是怎樣的？   

陳校長： 
 
我們在三十年代開始便規定學生必須穿校服上學。男學生穿白色長衫，而女學生就

穿白色旗袍。 

  

慧心：  

 

陳校長，我們學校——愉快中學自創校以來，女學生一直穿白色旗袍回校，似乎變

化不多。其他學校的校服變化就大了，有的學校的校服顏色鮮艷，有的甚至加入格

子圖案。有的學校校服設計非常時尚，它們以水手服為校服，充滿外國文化氣息。  

  

陳校長： 

 

慧心，當年我們選用白色作為校服的顏色是有原因的。因為當時布料顏色有限，大

多數校服都是白色的。到了七十年代，因為染料及染布技術日漸改進，校服的設計

才開始多變，陸續加入條紋、格子(廣東話：格仔)等圖案、顏色也變得鮮艷。 

  

慧心：  
 
想不到製衣技術與校服的設計息息相關！雖然不少人認為旗袍充滿韻味，但如果我

們學校的校服能與時並進就好了！ 

  

陳校長：  你們知不知道校服最重要的功能是甚麼？   

偉明：   校服的功能，當然是要區分不同學校的學生，所以每間學校的校服設計都各具特色。   

陳校長： 

 

你說得沒錯，但是不要忘記每件校服都蘊藏了每所學校不同的辦學理念。例如我們

的小學部，在一百多年前已經採用上衣及褲子作為女學生的校服，目的就是讓女學

生跟男學生一樣可以自由自在地參與各類活動，不受服裝的束縛。 這不就是說明

了我們相信無論男女，同樣應得到發展個人潛能的機會嗎？校服這個功能不

是更重要嗎？  

  

慧心： 

 

陳校長，聽了您的話，我才明白原來校服難能可貴的地方，並不在於設計新穎，而

是在於設計背後的意義。展覽會帶出校服設計背後的深層意義，務求令同學明白校

服設計跟當時社會情況及學校的辦學理念有關。 

  

陳校長：  你們明白的話就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