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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中四級 

(2021–2022) 

 

1. 課程簡介 

 

a. 課程理念 

培養學生：  

(i)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及全球日常生

活的問題； 

(ii)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 

(iii)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慎思明辨、理性思考、反思和獨立

思考 的人； 

(iv) 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技能，並且有信心面對未來的挑戰。 

 

b. 課程宗旨 

幫助學生：  

(i) 了解社會、國家、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及相關的知識內涵； 

(ii) 對不同情境中（例如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及科技）經常出現，

並已發展成熟的當代課題作多角度思考； 

(iii) 成為獨立思考者，能夠適應個人、社會、國家及全球不斷轉變的情

況而建構知識，理解課題的複雜性、決策的過程和面對的挑戰，從

而作出合乎法理情的分析，並學習處理相互衝突的價值觀； 

(iv) 在多元社會中傳承中華文化傳統，加深個人對中國國籍和中國公民

身份的了解和認同，同時欣賞、尊重和接納不同的文化和觀點； 

(v) 培養與終身學習有關的能力，以及強化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

力，包括慎思明辨能力、創造力、解決問題能力、溝通能力、協作

能力、處理數 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學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

力； 

(vi)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

認識和負責任的公民。 

 

c. 課程架構 

 

 主題 課題 學習時數 

1 「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 

「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01 45–50 小時 

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02 

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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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課題 學習時數 

2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

家 

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01 45–50 小時 

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02 

參與國際事務 03 

3 互聯相依的當代世

界 

經濟全球化 01 45–50 小時 

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02 

可持續發展 03 

公共衞生與人類健康 04 

 

內地考察【不涉及公開評核】 

主題 課題 學習重點 

中華文化與現代

生活  

（10 小時學時,不

計算在 135-150 小

時的總課時之

內，亦不包括前往

內地考察所需要

的時間。） 

傳統中華文化的

特質 

網上自學介紹傳統中華文化特質的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

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包括應用科技

進行 

保育工作 

實地考察簡介事

項 

前往內地考察，體會中華文化在社

會的 

保育與傳承事前詳細計劃及閱覽資

料於考察地點搜集資料的方法撰寫

考察報告的要求 

 前往考察的次數、日數、行程路線的遠近， 以及在高中甚麼級別安排

考察活動，都可由學校按校本情況決定。 

 學生和隨團教師，都可以獲得教育局資助團費。 

 內地考察團的行程，必須涉及中華文化元素的參訪點或考察課題，例如

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傳承和發展；文化遺產的保育和活化；博物館內

的中華文化展品；到訪歷史和文化場地（歷史遺址、宗教或祭祀建築、

文化名人故居等）。 

 在參與內地考察期間，就其所選定的研習題目搜集和閱覽資料，然後經

過適當的分析、綜合與拓展，完成專題研習報告。學生在研習期間可與

同儕協作商議，或彼此分享考察項目的資訊，惟最終必須以個人名義向

學校呈交專題研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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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合國家安全教育 

 

 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2/4/6/2021 號, 本校配合國家安全教育，依教育局

指引，科目需要加入校本國安教育課程内容，以及將其加入科組周年

計劃表、報告表和教學進度表。 

 課程內容結合國家安全教育的元素，提升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

加強守法意識，維護國家安全。 

 科主任/教師需確保選取的資料符合國安教育相闔規定,科主任/教育

要為教材問責,涉憲制秩序、基本法、國安法等內容『不容曲解』。 

 科主任/教育需按學校指定日期(1 月底前、6 月底前),上載校本教學材

料到校內內聯網。 

 教師在教學設計時要符合課程宗旨目標,選取學習材料不能偏頗、灌

輸個人政治立場,在任何時候不應宣揚仇恨,並要謹言慎行。 

 如果邀請校外人士進行活動,若有關言論涉及違反國安,要即時停止進

行,及澄清校方立場。 

 

3. 持續評估 

 

 項目 1 

(%) 

項目 2 

(%) 

中四 測驗平均分 

(60 %) 

功課 

(40 %) 

 

4. 家課類型及次數  

 

年級 家課類型 次數 
老師需否 

批改 (Y/N) 

學生完成每份家課

所需時間(小時) 

中四 

 

預習工作紙 按課題需要 N 30 分鐘 

課堂工作紙 按課題需要 N 30 分鐘 

統一功課 每年 6 次 Y 1-2 小時(每份功課) 

 

5. 課程內容 

周次 課題內容 學習重點/相關概念 國家安全教育 

週 

一 

至 

「一國兩

制」下的香

港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

等條約及其背景）和回歸歷

程概略 

 增強對於國家、中

華民族的認同感

和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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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課題內容 學習重點/相關概念 國家安全教育 

週 

十 

六 

 「一國

兩制」

的 內

涵和實

踐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

制關係（主權治權在中國），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

的法律依據 

 自覺維護「一國兩

制」 

 培養學生的愛國

心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

國家安全觀」）；《香港國安

法》與促進香港長遠發展，

以及與平衡法治和人權的關

係 

 建立共同維護國

家安全的自覺意

識 

 增强遵守《香港國

安法》意識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愛惜香港，珍惜香

港的制度 

 尊重並維護「一國

兩制」下香港的政

治體制 

 認同國民身份 

 法治精神的意義：遵守法

律；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公平公開的審訊 

 培養守法觀念及

法治精神 

 珍惜法治的核心

價值 

 守護香港法治 

 《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的

基本權利與義務 

 培養具國家觀

念、尊重守法和負

責任的良好公民 

 理解基本權利和

義務 

 尊重社會倫理與

道德標準 

週 

十 

六 

至 

週 

二 

十 

七 

「一國兩

制」下的香

港 

 國家情

況與國

民身份

認同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

體制；中華 民族的組成；中

國國籍及中國公民的概念 

 尊重國家的政治

體制 

 自覺維護國家政

治安全 

 培養愛國心，中華

民族認同感，成為

有識見、負責任的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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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課題內容 學習重點/相關概念 國家安全教育 

 國家的象徵（國旗、國徽、

國歌）及列 於《基本法》附

件三的相關規定 

 增強國民身份認

同，自覺尊重與維

護國旗、國歌和國

徽的尊嚴，培養愛

國情懷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

科技、醫療 衞生、文化教

育、基礎建設、脫貧）取得

的成就 

 培養學生的愛國

心，增強作為中國

人的自豪感和對

國家的認同感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

務的裨益及貢獻： 

• 裨益：國家支持香港發展

的政策；讓香港具備「一

國兩制」的優勢  

• 貢獻：香港在不同範疇推

動內地發展及交流；捐款

賑災或支援內地發展中

地區的需要 

 體會祖國是香港

保持繁榮穩定的

重要基礎，認識到

國家好香港會更

好；樂於關心國家

並投入參與國家

事務，並為香港為

國家努力作出貢

獻 

週 

二 

十 

七 

至 

週 

三 

十 

二 

「一國兩

制」下的香

港 

 香港社

會的多

元文化

特徵 

 

 形成香港社會以中華文化為

主體的多元文化特徵的因

素：香港的發展概略；中華

傳統文化與不同文化的融和

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認同與尊重中華

文化，理解與包容

多元文化，秉持開

放接納態度，增強

文化的自信心 

 多元文化特徵對於香港社會

的積極意 義：推動文化的兼

收並蓄；有助文化創新與反

思；促進不同族裔融和共

處；培養植根中華文化而具

世界視野的公民素養 

 認同多元文化的

積極意義，培養對

不同文化尊重、包

容的態度，具備植

根中華文化兼具

世界視野的公民

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