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O 3222 香港基督教史 
(BA, BD-1, BD-2 & 本科生)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神學院 2023 – 2024 上學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師：邢福增教授（yingft@cuhk.edu.hk） 
辦公室：THE G07  電話：3943-6747 

上課時間：星期二 1430-1715  上課地點：ARC G04 
上課日期：05-09-23 ~ 28-11-23 

 
課程簡介 
 
本課程以基督新教為中心，第一單元從歷史角度重構百多年來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特

色，第二單元則循專題進路，重構及評估基督教與香港社會的關係。 
 
學習成果 
 

1. 認識基督新教在香港的歷史發展 
a. 認知整體情況 
b. 掌握關於香港基督教史的基本史料  

2. 從歷史脈絡探討及了解香港基督教現況 
a. 對當前香港基督教的發展格局有基本認識 
b. 對最少一個宗派（或堂會）或專題有較深入的掌握 

3. 培育本地歷史的意義及尋找集體記憶 
a. 掌握口述歷史訪談的基本技巧 
b. 藉田野考察及口述歷史建立本地歷史的感情 

 
課程大綱  

一、導論：從大歷史看香港基督教 

二、開基與拓荒：香港基督教的建立（1841 - 1860） 

三、華南與香港：發展與自立（1860 - 1936） 

四、難民與福音（1937 - 1960’s） 

五、本土教會的形成（1970’s - ） 

六、傳教與教育：香港教會辦學 

七、天國與社會：基督教與社會參與 

八、上帝與該撒：政教關係在香港 

九、福音與文化：西洋、中華、本土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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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教科書 
 

1.  劉粵聲編：《香港基督教會史》（香港：香港基督教聯會，1941 年；香港浸
信教會，1996年重排增訂）。 

2.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2004）。 
3.  邢福增：《願你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
建道神學院，2002）。 

4.  邢福增：《變局下的徘徊：從戰後到後九七香港教會社關史論》（香港：印象
文字，2018）。 

5.  劉紹麟：《解碼香港基督教與社會脈絡：香港教會與社會的宏觀互動》（香港：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8）。 

 
課程要求及評分標準 
 

i 考察報告 
一篇 

 
 

     

40% 同學須參加特設的「本地教會歷史考察」，撰
寫考察報告一篇，字數於3000字內 

評分標準：（1）考察個案介紹[8%]；（2）個
案所見的香港基督教史議題[15%]；（3）評論

[12%]；（4）參考資料及格式[5%] 
 

死線 2023
年 11月 7
日 

ii 口述歷史

報告 
60% 選擇與香港基督教有關人物作口述歷史訪談

（1小時至 1小時 30分） 
重點：該人物的生平與職事所涉及香港基督

教課題 
評分標準：（1）事前預準[10%]；（2）訪談
內容及重點掌握[13%]；（3）訪談記錄逐字謄

寫[12%]；（4）反思[25%] 

死線 2023
年 12月 15
日 

 
（1）本地教會歷史考察（40%） 
 
1. 目的：通過實地考察，認識歷史，並培育對本地教會的感情。歷史不再是文字與記
憶，成為活生生的過去。 

2. 內容及日期： 
a) 基督教與社會：香港墳場與基督教（9月 23日（六）下午：跑馬地香港墳場） 
b) 基督教與早期香港社會：走進中區（10月 10日課堂時間）：聖約翰座堂等。 
c) 基督教與社區：待定 

3. 要求 
a) 同學最少出席二次考察 
b) 選擇一次考察對象，撰寫報告一篇，內容主要簡述考察對象的歷史與特色、
是次考察如何有助您了解及認識香港基督教的發展。字數於 3000字內。 

c) 死線：2023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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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Rubric for Field Trip Report 
 Excellent  

100%-90% 
Good 
89%-75% 

Fair 
74%-50% 

Poor 
49%-0% 

Introduction and 
background (7%) 

Very Clear Clear Quite clear Barely clea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18%) 

Insightfu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ite 
and its place in 
history 

Well-considered 
an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ite and 
its place in 
history 

Som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ite 
and its place in 
history 

Limite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ite and its 
place in history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10%) 

Thorough and 
insightful 
analysis of 
personal 
learning 
outcomes 

Well-informed 
analysis of 
personal learning 
outcomes 

Competent 
description of 
personal 
learning 
outcomes 

Very limited 
description of 
personal learning 
outcomes 

Format of citations 
and reference (5%) 

High accurate Accurate Not quite 
accurate, with 
some 
omissions 

Inaccurate, with 
substantial omissions 

 
（2）口述歷史訪談（60%） 
 
口述歷史訪談 
 
1. 目的：通過口述歷史訪談，認識歷史，並培育對本地教會的感情。歷史不再是文字
與記憶，成為活生生的過去。 

2. 內容： 
a) 選擇與香港基督教有關人物作口述歷史訪談 
b) 並不是有關該人物的生平傳記，須選定其職事所涉及的某一特定香港基督教
課題 

c) 訪談時間以 1小時至 1小時 30分為限 
d) 請擬定接受訪談同意書 

3. 報告要求及內容 
a) 事前預備：搜集相關訪談的背景資料及文獻，並陳述選題的要旨 
b) 擬定訪談方向及問題 
c) 謄寫訪談記錄（逐字） 
d) 個人反思：就本課程有關內容，作反思析論；個人在訪談過程中學習經驗反
思 

e) 死線：2023年 12月 15日 
 
Assessment Rubric for Oral History Report 
 Excellent  

100%-90% 
Good 
89%-75% 

Fair 
74%-50% 

Poor 
49%-0% 

Pre-interview 
preparation (10%) 

Provides a 
strong sense of 
the 
interviewee’s 
background 
with extended 
use of dates, 
details and 

Provides a sense 
of the 
interviewee’s 
background with 
limited use of 
dates, details and 
anecdotes to 
provide context. 

Provides an 
unclear sense 
of the 
interviewee’s 
background 
and does not 
include dates, 
details and 

Provides no sense of 
the interviewee’s 
background using 
dates, details and 
anecdotes for context.  
No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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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cdotes to 
provide 
context. 
Establishes a 
strong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view 
drawing 
evidence from 
relat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view uses 
some evidence 
from relat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anecdotes to 
provide 
context.  
Establishes a 
weak 
backgrou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view 
drawing little 
evidence from 
related sources. 

interview is 
established. 

Question design 
(13%) 

Questions are 
thoughtful, 
appropriate, 
well-phrased, 
and well- 
ordered. 
Student put 
considerable 
time into 
organizing 
their interview 
questions.  

Questions are 
mostly 
thoughtful, 
appropriate, 
well-phrased, and 
well- ordered.  
 

Questions are 
somewhat 
thoughtful, 
appropriate, 
well-phrased, 
and well- 
ordered.  
 

Questions are poorly 
constructed and 
ordered, and/or 
somewhat 
inappropriate. 
Student did not put 
considerable time 
into organizing their 
interview questions.  
 

Transcribed report  
(12%) 

The interview 
was well 
transcribed 
word for word 
by the 
interviewer in 
a Word Doc 
and turned in 
with the 
summary and 
consent form 
signed by the 
interviewee.  

The interview 
was transcribed 
word for word by 
the interviewer in 
a Word Doc and 
turned in with the 
summary and 
consent form 
signed by the 
interviewee.  

The interview 
was 
transcribed by 
the interviewer 
in a Word Doc 
but was not 
word for word. 
It was turned 
in with the 
summary and 
consent form 
signed by the 
interviewee.  

The interview was 
not transcribed 
properly and was not 
word for word. It was 
not turned in with the 
summary and consent 
form signed by the 
interviewee in a 
Word Doc 

Personal reflection 
(25%) 

Thorough and 
insightful 
analysis of 
personal 
learning 
outcomes 

Well-informed 
analysis of 
personal learning 
outcomes 

Competent 
description of 
personal 
learning 
outcomes 

. Very limited 
description of 
personal learning 
outcomes 

 
Grade Descriptor: 
 
A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n all learning outcomes. 
A- Generally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n all (or almost all) learning outcomes. 
B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on all learning outcomes, OR high performance on some learning 

outcomes which compensates for less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others, resulting in 
overall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C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the majority of learning outcomes, possibly with a few 
weaknesses. 

D Barely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a number of learning outcomes 
F Un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a number of learning outcomes, OR failure to meet specified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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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宜 
 

1.  同學必須在  Blackboard 呈交功課。檔案名稱格式如下： THEO 
3222_NAME_Report 1 or Report 2 

2.  同 學 須 同 時 將 功 課 上 載 至 VeriGuide
【https://academic.veriguide.org/academic/login_CUHK.jspx】，下載誠實聲明
【 https://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Eng_htm_files_(2013-14)/
p10.htm】，附於功課末頁一併呈交。 

3.  報告必須以嚴謹學術論文格式撰寫，以註腳註明參考出處，並附參考書
目。 

4.  同學務必登入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了解抄襲/剽竊
（plagiarism）的定義，並避免觸犯有關規定。 

5.  同學可在 Blackboard 下載本科資料及參閱通告。同學亦可透過 Blackboard
獲悉老師對功課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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