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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公民、經濟與社會科 

(2024 - 2025) 

 

課程宗旨： 

(a) 幫助學生正面認識自己、提升能力以應付日常和未來的挑戰，並會追求目標及抱負；  

(b) 培育學生成為有識見及負責任的公民，尊重法治、認同國民身份，並為 社會和國家

的福祉作出貢獻； 

(c) 加強學生對國家和本地的經濟 和社會事務的認識，培養家國情懷；  

(d) 幫助學生了解國家，加強國家觀念和對國家的歸屬感；以及 

(e) 培養學生對本地、國家及當代世界的課題的關注，明白我國及其他國家 如何透過合

作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拓闊世界視野。 

 

科任老師：   F.2A, F.2E鄭晏萁老師 

     F.2B, F.2C梁子盛老師 

 

教學週 課題及教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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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全年課題 

 介紹本科功課及要求 

 介紹本科的重點 

 介紹本科的測驗/中期評核/考試制度 

2-5 單元 2.1跨越成長挑戰 

 青少年培養正確價值觀及自我管理能力以跨越成長的挑戰，拒絕及遠離不良

行為的重要性 

 青少年不良行為的特徵、原因、嚴重後果和預防不良行為的方法，三種主要

不良行為包括： 

- 欺凌 

- 性騷擾 

- 吸毒 

- 其他不良行為：吸煙、賭博、網絡成癮、沉迷色情資訊、援交、裸聊等 

10-15 單元 2.2 香港特區的管治 

 《基本法》訂明的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 「一國兩制」的方針 

 《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 

-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的特點 

- 行政主導制度 

- 行政長官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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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的發展方向  

- 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 《憲法》對維護國家安全的規定 

- 認識國家安全的含意和重要性 

- 《香港國安法》對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16 溫習 

17 對卷 

18-22 單元 2.3香港的公共財政 

 政府是公共資源的管理者 

- 主要的收入和開支項目 

- 香港的低稅率稅制 

 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時的考慮因素和面對的限制 

- 公共財政的目標 

- 《基本法》內所訂明政府管理公共財政的原則如何配合政府的施政方向 

 公共財政與市民的關係 

- 納稅的責任和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 

- 關心社會事務，嘗試從社會整體福祉的角度，分析政府的公共財政政策 

22-31  香港的經濟表現 

- 量度經濟表現的指標  

- 香港的經濟表現指標在過去十多年的變化和趨勢 

- 香港經濟高度外向型和開放的特徵 

- 與香港經濟起伏的密切關係的地區或全球發生的事件 

- 穩定香港的經濟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 香港的經濟發展與國家發展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經濟全球化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 經濟全球化的含義 

- 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因素 

- 經濟全球化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 經濟全球化下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的角色 

 香港青年人就業 

- 香港近年的就業情況  

- 經濟起伏、產業發展近期的變化和未來的趨勢對青年人就業帶來的機遇和 

挑戰（如：新興行業和大灣區的機會） 

32 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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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 項目 比重 

 考試成績 80% 

 平時測驗 17% 

 學習態度 3% 

總分 100% 

 

 

學習技巧： 

1. 完成工作紙作為備課 

2. 每課完結，需完成有關作業內之指定課業 

3. 課題完結，需完成問答題及為選錄之新聞撰寫撮要及個人意見 

4. 積極參與課堂的討論及活動 

5. 多留意及思考時事新聞及身邊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