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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各單元的學與教重點並非僅與某一所屬學習範圍
或單元相關，請適當地引入跨單元探究元素，藉
以擴闊學生的探究空間及處理問題的角度。

 請留意各單元的學與教重點、探究例子及參考資
料，只是提供予大家參考，並請因應校本情況以
作調適。

 各項學與教重點的建議探究例子，詳情可參考各
本資源冊系列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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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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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1

自我發展、時下趨勢、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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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尋找自我的歷程及發展

 介紹自我概念和引入相關探究例子，並將
探究重點集中於這些例子如何反映青少年
重視自我形象，以及他們建立自我的歷程
，並留意外在社會環境對於青少年建立自
我的影響。

 介紹影響青少年建立自尊的因素，並選取
相關例子與學生探究，而探究重點在於這
些例子如何提升或傷害青少年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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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時下趨勢

選取數項時下趨勢與學生探究，當中
宜包括不同方面的趨勢，從而較為全
面地了解這些趨勢對青少年的影響。

無論選取甚麼例子，都建議將探究重
點放在這些時下趨勢出現的原因，以
及它們對於青少年成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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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生活技能

 青少年在其成長歷程，需要學習自我管理
能力和掌握生活技能，以協助他們順利過
渡至成年人階段。

 藉着所選取的探究例子，協助學生反思掌
握不同生活技能（例如自理日常生活、適
當管理財政和時間、訂立個人目標、處理
人際衝突、懂得應付逆境）對於青少年成
長的重要性，從而把握機遇和應付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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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

傳媒透過廣告、明星、電影與電
視劇所傳遞的訊息和價值觀，對
青少年成長及其人際關係帶來影
響，例如：

 性別定型

 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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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2

人際關係的建立和衝突



家人關係

若教師認為課時較為緊張，建議集
中討論與父母的關係，並從探究過
程當中引導學生反思如何與家人建
立關係，以及若一旦與家人意見相
左，甚至發生衝突，應如何協調，
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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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朋輩關係

利用調查報告、新聞、以師生關係為題
材的文章或短篇小說作為素材，與學生
分析它們反映了哪些師生關係的特點、
彼此的溝通情況及處理衝突的方法等。

朋輩對青少年有正面作用，亦有負面影
響，可考慮從不同方面選取例子與學生
探究。例如同儕之間互勵互助、欺凌行
為。

11



約會對象關係

處理這項學與教重點時，可先與
學生討論涉及愛情和婚姻的價值
觀，作為探究的起點。

因應校本情況及課時而選取合適
的例子與學生探究，並引導學生
反思與約會對象交往時需要注意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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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科技發展與人際關係的轉變

 頻密使用手機及參與網絡活動，是很
多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與學生探究通訊科技和傳媒如何改變
青少年的溝通方式和人際關係，以及
所帶來的利弊。例如：

 擴闊社交圈子

 網絡欺凌
13



141414141414141414

學與教重點 3

角色、身份和權責



角色、身份和權責

引導學生理解他們在不同群體當中的身
份和角色。

青少年擔當的角色與身份頗多，可選取
二至三項與學生探究。例如：

 家庭成員角色

 性別角色

了解社會為甚麼對青少年擁有的權利與
承擔的責任均有別於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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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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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香港在國家之內的地位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回歸後的香港，一方面在原有的經濟
基礎和生活方式上繼續發展成為國際都
會；另一方面則努力摸索作為中國的特
別行政區的新角色。」（第19頁）

「回歸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面對
新的機遇與挑戰，公眾的生活和社會發
展出現新的面貌。」（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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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1

生 活 素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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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同角度衡量香港居民的生活素質

 衡量生活素質的角度（例如經濟、社會、歷史、文
化、政治、環境），可根據客觀數據或主觀判斷。

 無須將各項衡量生活素質高低的角度都和學生逐一
分析，學與教重點在於讓他們掌握衡量生活素質時
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而若果這些因素之間存在矛
盾或爭議，請引導學生比較它們將會帶來的影響及
其重要程度，從而讓學生考慮如何取捨，又或在各
項因素之間找出平衡點。

請在課堂內引用具體例子或數據供學生探究



衡量生活素質的優次及影響

 引導學生探究香港居民在不同方面的生
活素質當中，究竟以何者為優先，並進
而分析以某方面為優先的原因及帶來的
影響。

 選取一至兩項例子，讓學生探究這些例
子如何顯示香港居民衡量生活素質的優
次，並解釋背後所反映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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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生活素質的行動

 引用具體例子，從不同方面（例如
經濟、社會、歷史、文化、政治、
環境）與學生探究香港居民追求生
活素質的行動，並衡量這些行動有
沒有遇到障礙、甚麼人可以作出決
定，以及其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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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2

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國家與香港的憲制聯繫

 《憲法》是《基本法》的最終依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第三十
一條和第六十二條第十四項，決定設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根據《憲法》制定
《基本法》，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
行的制度。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是「一國兩制」的基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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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選取學者、法律界人士的文章，讓學
生了解法治精神的意義和實踐程度。

 例如遵守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司法獨立；公平、公開的審訊及上訴
權利；法律對個人權利的保障；法律
對政府權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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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引導學生探究法治精神如何保障香港
居民的權利和推動他們履行義務。

 選取具體例子讓學生探究，並嘗試分
析這些例子體現了哪些法治精神，以
及假若不能維護法治精神，將會對香
港帶來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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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無論選取哪些例子，都要避免過於集中例子的
細節，以及當中複雜的法律條文，請將重點置
於以下各項：

分析該例子與法治精神的關係及其爭議點。

梳理各持份者的角色及所持的理據。

如政府屬於所選例子的其中一名持份者，則
需要留意政府的回應行動。

如果該例子涉及內地和香港的關係，宜從一
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方向展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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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治參與

 先讓學生簡略了解社會政治參與的內涵
、範疇及程度，繼而可利用近期的新聞
、個案、調查報告等資料，讓學生分析
影響香港居民社會政治參與程度的因素
。而這些因素可包括個人、社會結構、
政治、教育、傳媒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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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治參與

 利用具體例子輔助解說，讓學生了解香港的
社會政治參與途徑及行動。

 利用具體例子為切入點，引導學生探究不同
持份者（例如參政團體、非政府組織、弱勢
社群、專業團體、工商界、中產階級、青少
年、不同性別、族裔、宗教的人士）如何透
過社會政治參與行動來提出訴求，並評價政
府對這些參與行動和訴求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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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3

身份和身份認同



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

 從不同途徑了解香港居民對於本
地的身份認同，例如

學術機構及民間團體關於香港居民
身份認同的調查數據

流行文化、歷史建築、過往的重大
事件、香港居民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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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

 就國家公民身份而言，除利用上
述提及的身份認同調查結果外，
亦建議借助發生於內地及香港的
事件（宜包括不同方面的例子）
，讓學生探究這些事件如何影響
香港居民的國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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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

 就世界公民身份而言，可搜集調查數
據作為分析基礎，了解香港居民對於
世界公民身份的認識及其實踐情況。

 可考慮結合全球化單元，利用香港居
民參與國際非政府機構活動的人物個
案，帶出世界公民的理念及與其互相
配合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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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

 不同身份認同之間的關注點各有不同
，彼此之間可以並存和互相促進。

 利用具體例子或個案，讓學生探究多
元化身份對於香港居民的意義。包括
文化的反思和創新、社會多樣性和多
元聲音、自由度及適應能力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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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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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1

改革開放以來內地人民的生活



改革開放的概略

 引導學生從不同方面初步探究改革開放以來中
國的發展和成就，以及發展過程當中的不平衡
現象（例如城鄉發展差異、沿海地區與內陸地
區發展差異），作為於日後課堂進一步探究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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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一部分地區、
一部分人先富
起來，逐步實
現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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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與城市居民生活

 高速增長的城市化：

向學生簡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
因素及趨勢，例如城市化水平、城鄉人口的
比例、城市人民的收入。

引用具體例子，從不同角度讓學生探究城市
居民的生活及城市化的影響。

城市中下階層面對的社會民生問題

環境污染與交通擠塞→「城市病」

不同階層生活方式的改變

城市化與個人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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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民 生 活

 內地以「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
業）概括現時中國農業面對的挑戰。此
外，頗多農民為了改善生活而到城市謀
生，形成數目龐大的農民工階層。

農民生活的變化

紓緩「三農問題」的措施及成效

農民工的處境及建議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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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2

中國政府回應改革開放

帶來的影響



政府管治及法制方面的回應

 政府管治

探究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因，以及提
出改革建議。

人民如何表達他們的訴求、政府又有哪
些回應行動。

 選取法制建設的例子，並將探究重點放在
這些法制建設在多大程度上加強人民對司
法的信心，以及回應改革開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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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修訂及區域發展規劃方面的回應

 從制度修訂及區域發展規劃方面選取
例子，引導學生探究中國政府的回應
行動。

二元城鄉體制 → 戶籍制度改革

三座大山 → 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東西發展差異 → 西部大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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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3

參與國際事務與中國的綜合國力



不同層面的參與

 政治層面：從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參與
地區事務、簽署國際條約、回應國際社會的政
治事件等項目，選取合適例子讓學生探究。

 經濟層面：以中國參與國際經貿組織及對外貿
易情況為例，了解中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
及機遇。

 文化層面：分析近年中國積極向外國推廣中國
文化的原因及行動，並評估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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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除中國威脅論與提升國際形象

 近年中國政府積極在國外利用不同方
式宣傳中國和平發展的訊息。可以考
慮引導學生分析這些行動在多大程度
上可以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以及釋
除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從而
更有利於中國參與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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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現 綜 合 國 力

 利用相關的研究報告，向學生略為闡述綜
合國力的內涵，以及大致用甚麼指標來衡
量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

 可以考慮選取能夠體現中國綜合國力的例
子，讓學生探究中國綜合國力的優勢及不
足之處，以及改革開放在多大程度上影響
了中國的綜合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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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4

家庭觀念和功能

在現代生活中的變遷



家庭觀念和功能在現代生活中的變遷

 從認識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和功能入手
，進而探究這些觀念和功能在現代生
活中受到甚麼挑戰，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能夠延續。

 在處理這項學與教重點時，可考慮引
導學生聯繫改革開放所引發的相關現
象一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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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庭結構及觀念的變化

 從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家庭結構以三人戶
為主可引導學生探究導致這類家庭數目增加的
原因，以及對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和功能帶來
的衝撃，例如家庭成員的關係、家庭生活方式
、生育意願、贍養老人方面的議題。

 可以考慮利用新聞或人物個案，引導學生探究
內地獨生子女家庭的議題，藉以反映中國傳統
家庭的倫理關係、家庭對子女的培育、子女供
養父母等方面的轉變及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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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對當代中國家庭的影響

 因為改革開放而帶來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的轉變
，亦產生了在傳統社會較少出現的家庭結構，並
且對傳統家庭觀念帶來衝擊，例如：

婚姻及生育風氣 → 不婚、遲婚、晚育

青壯勞動力進城打工 → 農村人口的年齡兩極分化

經濟條件改善 → 子女不依靠家人、女子地位提高

……

 四二一家庭、丁克家庭、空巢家庭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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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不變的家庭觀念和功能

 外在情境不斷變動，但部分家庭觀念仍植根於
中國人心坎。可選取這方面的例子，並聯繫當
前中國的情況，讓學生探究它們能維繫不變的
原因，以及是否值得後人傳承發揚或將其轉化
更新。例如：

每年春運所反映的中國家庭觀念

傳承文化精髓及糾正可能不合時宜的觀念

重視孝道 → 紓緩人口老化影響

糾正重男輕女觀念 → 改善性別比例、提
高女性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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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5

環境保育、文物保育與

傳統習俗傳承



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

可以考慮將這部分的學與教重點與單
元六結合，選取相關例子與學生探究
改革開放對於環境保育帶來的挑戰和
機遇，例如：

霧霾現象的產生和治理

環保產業的發展

人民的保育意識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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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對於文物保
育工作自然大有幫助，例如有財力興建設備完善
的博物館、從不同渠道宣傳文物保育訊息、培訓
文物保育專家；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亦對文
物保育工作帶來挑戰。例如：

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如何適當地推動文物保育
工作？

如何利用古蹟開發旅遊資源而不帶來破壞？

如何藉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來保護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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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習俗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及轉化

 讓學生認識習俗的意義及功能，然後選取
婚姻、祭祀、傳統節日等方面的習俗活動
，探究傳統習俗反映的文化內涵、傳承、
轉化、仍受重視或日漸不受重視的情況。

 選取由於外來文化進入中國而挑戰傳統習
俗地位的例子，讓學生探究傳承或揚棄傳
統習俗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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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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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1

全球化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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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全 球 化

 首先引導他們初步認識全球化的發展歷程
，並了解全球化、地球村、全球一體化等
概念的涵義讓學生對全球化現象有初步認
識。此外，亦建議利用日常生活例子作為
學生學習的入手點

 不必在這項學與教重點用上太多時間，因
為涉及的內容將會在隨後各項議題更深入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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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2

經濟層面的全球化現象



從經濟層面探究全球化

 這項學與教重點主要從經濟層面探究全球
化現象，建議選取跨國企業、發展中國家
的工廠、國際經濟組織、企業品牌與消費
者選擇等議題與學生探究，從而分析全球
化浪潮對不同持份者（企業管理階層、勞
工、消費者等）的影響及其回應行動，並
進而了解各地經濟體系在全球化進程下的
互動與融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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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3

文化層面的全球化現象



外來文化 / 強勢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係

 全球化在文化層面的其中一個特徵，是西方文
化借助跨國傳媒、互聯網、流行文化等工具，
再配合歐美國家的政治影響力而向世界多處地
方傳播，由此而引起的爭議點，就是在全球化
浪潮下，究竟各地文化是否逐漸走向單一，還
是仍能保持多元。

 即使是強勢的外來文化，在進入某處地方時，
亦未必一定被全盤接受，往往需要經過自身調
適，並要與本土文化互動交流，才可以落地生
根，取得更大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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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接觸與交流

 可考慮以旅遊業為焦點，並選取具體旅遊
勝地為探究個案，引導學生分析在全球化
背景下，旅遊業對於促進地區發展的利弊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增進不同文化之間的
了解及溝通。

 若校內有少數族裔學生就讀，可要求學生
主動接觸這些同儕，進一步認識他們的文
化習俗；若沒有少數族裔學生，也可考慮
接觸外籍英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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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4

對全球化的不同回應



不同組織對全球化的回應

 在處理這部分的重點時，可考慮讓學
生先行掌握全球管治的概念，繼而選
取某些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的回應
行動為例子，讓學生具體認識並評估
其回應行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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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日常生活當中的回應

可以考慮由學生的經驗入手，並結合
本單元，以至其他單元的相關學與教
重點一併探究。例如：

檢視個人消費行為及日常生活習慣

以不同的方式(捐獻、義務推廣訊息
、以組織成員的身份投入活動)支持
或參與非政府組織

65



全球化的異議聲音

 可考慮將這部分作為本單元的總結，
引導學生從不同方面建立他們對全球
化現象的基本立場，日後即可據此分
析各項與全球化相關的議題。

 若認為這部分的議題不宜獨立處理，
亦可選擇滲入上文相關的學與教重點
內讓學生一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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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公共衛生

67



68686868686868

學與教重點 1

對疾病的成因及

公共衛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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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疾病的成因及公共衛生的理解

 這是該單元的概論，教師需要引導學生認識
疾病和公共衛生的概念。

 利用近期的疫症個案作為例子，讓學生了解：

政府和大眾對抗傳染病的態度和處理方法。

這些態度和處理方法如何受到當時的社會
與文化因素所影響。

政府及大眾從疫症當中汲取了甚麼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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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2

健康觀念及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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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觀念的轉變

 轉變歷程：傳統衛生觀念 → 醫學模型 → 
公共衛生觀念

 可以利用不同時期大眾對肺結核的認識及
治療方法為例子，說明大眾對健康觀念的
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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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生活模式與健康的關係

 個人生活模式若果會導致公共醫療體系
的負擔增加，那麼就需要提升至公共衛
生角度來討論，促使社會大眾更加關注
及重視其個人生活模式。並可進而探究
個人與集體（例如人民、政府）在推動
公共衛生方面所擔當的角色及其責任。

 將重點放在有關公共衛生的爭議點，至
於各種疾病詳細成因及病徵等，學生不
必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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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

介紹健康資訊的來源，以及其發
布渠道，並討論如何判斷這些資
訊的可信性，以及這些訊息的影
響。並進而探究政府應否或如何
監管這些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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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3

醫療科技的發展及其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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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與社會資源的運用

 醫療科技的研發費用不菲，因此需要
慎重使用。教師可引用具體例子以引
發學生討論，例如：

某些醫療科技是否值得繼續研發？

在資源調配的優次上，應集中投放
資源於預防？還是應集中投放資源
於治療？



76767676767676

濫用醫療科技及引起道德爭議

 醫療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但這些科技會
否被濫用，或會否因使用這些科技而帶來
人倫道德方面的爭議，都是需要在課堂與
學生討論。例如：

濫用抗生素

器官移植與器官買賣

生物科技應用，例如改造植物基因、人類輔
助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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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4

維持及推動公共衛生發展的挑戰



香港的公共衛生政策

選取統計數據，介紹香港與其他國家
或地區的醫療衛生總開支與本地生產
總值的百分比，令學生概略了解香港
的醫療開支情況，並可引導學生探究
公共醫療開支應怎樣分配，以切合社
會需要及提供多元化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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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報機制

選取近期或過往與這方面有關的具
體例子與學生探究（例如食物安全
及疫症預防），而探究的重點宜放
在跨境通報機制對於維護香港公共
衛生的作用。



跨國公共衛生事務

 世界衛生組織的功能和角色
介紹世界衛生組織的成立宗旨，並聯繫全
球化單元的全球管治概念，說明世衛在處
理全球公共衛生議題內的角色及功能。

 藥物專利權

 非政府機構的慈善及人道援助

 醫療外交（衛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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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六：能源科技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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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1

能源科技的發展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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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使用能源的個案

 可先選取一至兩個個案，與學生討論
使用能源如何改善人類的生活及推動
經濟發展，並嘗試初步了解使用能源
而帶來的環境代價。讓他們對於使用
能源的利弊有基本認識。

 這部分屬於導論性質，不必要求學生
深入了解個案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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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及使用

 使用化石能源的情況及引發的爭議

可先向學生介紹化石能源的類別及其開
採情況，繼而探究使用化石能源而引發
的問題。

 使用核能的情況及引發的爭議

可利用具體個案，引導學生了解核能發
電的利弊，並探究在發生這特大核事故
後，世界各國對是否繼續使用核能方面
有哪些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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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及使用

 從討論個案當中歸納使用可再生能源有哪些常
見的爭議點，例如是否具備開發的條件、費用
及技術；對環境以至社會經濟方面的影響。

 強調任何國家或地區均應根據其自然環境、所
掌握的技術及資金等條件而開發最適合其國情
的可再生能源。

 提示學生在決定開發或是否繼續開發某類可再
生能源之前，必須充份考慮其開發代價及各持
份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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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2

能源政策與環境的關係



8787878787

能源政策的探討

 可先向學生介紹各地政府制定能源政策時一般
會考慮的三項因素：「能源的安全性、能源價
格及供應的穩定性、對環境的影響」，並以香
港（或其他國家、地區）作為探究個案。

 無論選取哪些國家或地區的能源政策作例子，
亦請留意宜引導學生以上述三項基本考慮因素
作為基礎，具體分析這些能源政策能否提升人
民的生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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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3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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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人類不能只顧經濟增長及眼前利益
，而是要考慮到保護環境及下一代
的褔祉，兼顧代內公平及代際公平
這兩項原則。

 可持續發展的三個向度：「經濟、
社會、環境」，以及三者的互動和
平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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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的實踐及限制

 可以個人、香港或其他地區推行可持續發
展的情況及經驗，例如

個人日常生活習慣

集體運輸系統的發展

都市廢物的處理

市區環境的綠化

 無論選取甚麼例子，教師都應該要求學生
指出這些例子與可持續發展有甚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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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重點 4

能源與環境問題

在國際層面的協作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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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就能源問題的協作與衝突

 國際社會與能源有關的衝突：

無論選取哪項探究例子，亦請將探
究重點放在能源為何會成為各方爭
奪的對象，並從這些例子歸納解決
爭議的原則及方式，讓學生可以轉
化至分析其他類似的爭議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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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就能源問題的協作與衝突

 跨國合作開發能源：

跨國合作開發能源的議題，探究重
點在於這些能源值得開發的原因，
以及它為甚麼需要跨國合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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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就環境問題的協作與衝突

 氣候變化與國際氣候會議：

可向學生說明關注焦點在於全球暖化現
象，並指出雖然全球暖化現時為大多數
學者接納，但仍有異議聲音，尤以對於
暖化速度快慢的爭議更多。

討論一至兩次國際氣候會議即可，重點
在於了解與會國家對於氣候變化問題有
不同取態的原因，以及其取態對於全球
合作應對環境問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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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就環境問題的協作與衝突

 解決環境災難及生態失衡：

環境災難：請將探究重點放在國際社
會如何協力解決這些環境災難 。

生態失衡：將探究重點放在了解引發
爭議的原因及評論各持份者的觀點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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