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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工作紙設計 

中國參與國際事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及其實踐 

 
甲.  工作紙的基本資料 

 

教學課題 中國參與國際事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及其實踐 

相關主題、課題、

學習重點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課題：參與國際事務 

學習重點： 

 國家自進入 21 世紀以來的全方位外交理念 

 參與國際事務對於國家整體發展的影響，以及香港在當中

擔當的積極角色 

整體構思要旨 

這份工作紙讓學生認識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方針，以

及與之相關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及其實踐。 

工作紙以文字和視頻為學習材料，說明國家不僅將「和平共

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方針寫入憲法序言，並透過推動全方位

外交理念，於不同範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此外，為回應國

際形勢的發展，國家亦提出全球安全倡議，以及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主張。 

期望學生透過學習這個課題，能夠理解和肯定國家在外交範

疇的努力的成就，提升國民身分認同。 

教學目標 

知識： 

 中國的外交方針及全方位外交理念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及其實踐情況 

技能： 

 利用不同類型的資料（文字、視頻）探究課題 

 同儕協作、自主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價值觀及態度： 

 認同國家的外交方針及全方位外交的理念 

 理解和肯定國家在參與國際事務當中所取得的成就，提升

國民身分認同 

所需課時 

本份工作紙共有四項學與教程序，其中程序一和四分別安排

於課前及課後完成，而於課堂進行的程序二至三，約需時 50-

60 分鐘。請教師按照校本情況而安排適合課時，以及各項學

與教程序所需的時間。 

 



 

第 2 頁 

 

乙.  使用工作紙的學與教程序 

 

程序一：學生課前預習鞏固前備知識 

 

 在課前派發附件一，並要求學生於上課前完成預習題目。 

 附件一共有三份資料，包括國家憲法序言內關於外交方針的論述；全方位

外交理念的簡介，以及介紹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視頻。三份資料旨在提供

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基本知識，為課堂學與教活動作好準備。 

 附件一共有兩題預習題目，學生閱覽各則資料，並透過摘錄及整理，應可

完成預習問題。由於這只是預習活動，學生無須深入解說，相關內容會在

課堂進一步處理。 

 附件一各份資料與課堂小組討論（附件三）有關，學生應一併將其作為該

項課堂活動的參考資料。 

 

程序二：教師檢查課前預習及講授 

 

 教師檢查學生的課前預習，並邀請學生分享預習成果。 

 教師在學生分享後作簡略總結及補充，例如： 

 指出資料一的重要性，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將外交方針寫在

憲法之內，除了顯示這些方針不會輕易修改外，國家亦會嚴肅地執行。 

 指出全方位外交理念有助國家拓展與更多國家的關係，以及更廣泛參

與不同國際組織，並且涉及不同形式和範疇的外交活動，令國家於國

際舞台更為活躍。 

 強調國家參與國際事務及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時，都奉行「和平

共處五項原則」，而生且這些原則亦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 

 派發附件二課堂教學資料，該份附件包括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簡介，以

及國家主席習近平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段發言摘錄。教師可給予

時間讓學生先行閱讀各則資料，然後以附件二為基礎（請留意附件二屬提

綱挈領的簡介），並就個人所知進一步向學生闡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

出背景、涉及的範圍及其意義。例如： 

 提出背景： 

 順應現時世界各國在眾多方面（經濟、文化、公共衞生、資訊網

絡等）出現更加緊密相連的發展趨勢。 

 共同應對人類社會面對的挑戰，例如氣候變化、生態失衡、網路

安全、恐怖主義、毒品泛濫、傳染病蔓延等超越國界的問題。 

 中國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以配合發展需要，有必要提出一種能為

世界各國認可和普遍接受的基本理念，務求在複雜多變的國際關

係中起到化解矛盾、共建美好世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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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的範圍：涵盖了各國政治關係、國際安全、經濟展展、文明交流、

生態建設等五個領域，並由此形成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布局和

總路徑。 

 意義： 

 配合中華文化以和為貴、天下為公的主張，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

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減少各國因為各種矛盾和分歧而引發軍事衝突與嚴重對抗，有助

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學生掌握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後，即可進入小組討論環節。 

程序三：學生小組討論及課堂總結 

 

 要求學生分組及派發附件三的小組討論工作紙。該份附件包含一段視頻資

料，教師可先播放視頻讓學生觀看1，然後要求他們一併應用附件一及二的

各則資料，就工作紙所設定的兩題題目展開小組討論。 

 討論題目的討論重點及能力要求如下： 

 第 1 題要求學生辨識相關資料內配合全方位外交理念的例子，深化學

生對於國家應用全方位外交理念的認識。 

 第 2 題要求學生綜合各份資料，從五方面指出國家在實踐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所作的努力，從而理解國家在國際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及成就。 

 邀請學生匯報討論結果，並結合個人認識（教師可參考工作紙內的提示）

而就學生的匯報內容作點評和補充。 

 總結課堂教學內容，指出國家不僅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且因應國際形勢

的發展而促進各國和諧共處和共謀發展，體現了身為國際社會重要一員的

責任承擔，以及身為大國的風範。 

程序四：課後延伸習作 

 

 派發附件四課後延伸習作，要求學生於課後完成。 

 該份習作要求學生聯繫及應用以往所學來解說新近學習的課題，教師可視

乎校本情況，在派發習作時考慮是否需要向學生提示作答方向。此外，香

港在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當中所擔當的積極角色，是本課題另一個學習重點，

故該份習作亦可配合學生日後的學習。 

 教師可安排學生於下一課節匯報，或用其他形式分享學生的學習成果。 

 

 

 

                                                      
1 附件五為資料六視頻的旁白全文，教師可視乎學生的普通話聽解能力，決定是否將附件五派發

予學生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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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前預習 

 

閱讀資料一至三，然後回答預習問題。 

 

資料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關於中國外交方針的論述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

利共贏開放戰略，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

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

義鬥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頁 

http://www.gov.cn/guoqing/2018-03/22/content_5276318.htm 

 

 

資料二：簡介全方位外交理念 

 

「全方位外交」是中國自改革開放，特別是 21 世紀開始以來所形成的外

交理念，強調外交並非單向，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重視均衡和全面參與國際

事務。全方位外交亦經常與「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重點、發展中國家是基礎、

多邊是舞台」這個外交框架連在一起，顯示了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和方向。除

了以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方式與美國、俄國等「大國」的交往之外，

亦同樣關注與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例如中國現已成為非洲最大的貿

易夥伴。 

 

中國對國際組織事務的參與程度亦逐漸增加，藉着參與國際組織而推動與

不同國家的多邊關係，並且創立區域性國際組織和提出涉及不同國家參與的倡

議行動（例如「一帶一路」倡議），以及簽訂多項國際協定與公約。此外，全方

位外交亦涉及參與不同範疇和形式的外交活動，例如經濟、文化、能源、醫療、

救援行動、扶貧、基建，以拓展外交關係。 

 

總括而言，全方位外交體現了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行動，並且日益融

入世界體系，活躍於國際舞台。 

資料來源：節錄自《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現代中國》，第 26-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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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視頻 

 

視頻：「中國參與國際事務」 

（片長 5 分 18 秒，粵語旁白，中文字幕。） 

https://chinacurrent.com/story/24014/china-participation-in-

international-affairs 

 

 

 

 

 

預習題目 

 

1. 參考資料一和資料二有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配合全方位外交理念的

框架內容，在以下適當位置填上答案。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配合全方位外交理念的框架 

 

 互相尊重______主權_________和 

 

_____領土完整_______________。 

 

 互不_____侵犯_______________。 

 

 互不________干涉內政________。 

 

 平等________互利____________。 

 

 _________和平__________共處。 

 

 _________大國_________是關鍵。 

 

 

 __________周邊________是重點。 

 

 

 _______發展中國家_____是基礎。 

 

 

 ___________多邊_______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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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二提及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創立區域性國際組織、簽訂多項國際協

定與公約，以及參與不同範疇與形式的外交活動。試根據資料三的視頻，於

下表內就上文劃有間線的部分，分別簡略舉出一個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例子

（下表提供一個例子以供參考）。 

 

參與範疇 中國的參與例子 

參與國際組織 

（參考例子：加入亞太經合組織）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創立區域性國

際組織 

 

 

與中亞國家及俄羅斯組成上海合作組織 

 

參與國際協定

與公約 

 

 

簽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不同範疇與形

式的外交活動 

 

 

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行動 

派出援外醫療隊到發展中國家診治當地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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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堂教學資料 

 

資料四：簡介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在 2012 年提出的發展理念，其內涵一直更新進步。

中國認為，在全球化格局下，中國與世界的前途、命運相互依存，人類生活在

同一個地球村裏，有必要合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期望各國在追求本國利益

時兼顧他國合理關係，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實現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國際合作，因此中國政府提出： 

 政治關係方面，國際社會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 

 安全格局方面，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 

 經濟發展方面，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 

 文明交流方面，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 

 生態建設方面，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 

資料來源：節錄自〈人類命運共同體〉，「通識・現代中國」網頁 

https://ls.chiculture.org.hk/tc/idea-aspect/768 

 

 

資料五：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國際場合關於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言摘錄 

 

 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

地球村裏，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裏，愈來愈成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2013 年 3 月 23 日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 

 

 人類發展進步大潮滾滾向前，世界經濟時有波折起伏，但各國走向開放、

走向融合的大趨勢沒有改變。……在這一進程中，各國逐漸形成利益共同

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無論前途是晴是雨，攜手合作、互利共贏

是唯一正確選擇。這既是經濟規律使然，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

（2018 年 11 月 30 日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第一階段會議上的發言）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

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

不同發展水準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用、責任共擔，形成

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2021 年 10 月 25 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

法席位 50 周年紀念會議上的講話） 

資料來源：節錄自〈習近平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網，2022 年 2 月 17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2/0217/c1001-323542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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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小組討論工作紙（需同時應用附件一及二的資料進行討論） 

 

資料六：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動 

 

視頻：「解碼十年：繪就命運與共新藍圖」 

（片長 4 分 3 秒，普通話旁白*。） 

https://big5.cctv.com/gate/big5/tv.cctv.com/2022/08/21/ 

VIDE3chN9six5eU4jAvprzwx220821.shtml 

* 旁白全文見附件五，教師請因應校本情況而決定是否派發予學生閱覽。 

 

討論題目 

 

1. 根據資料六視頻，並參考資料二，試從資料六內就參與國際事務及外交範疇

和形式，分別舉出配合全方位外交理念的例子，並簡略說明。 

 

參

與

國

際

事

務 

 

從參與國際事務而言，全方位外文提出涉及不同國家參與的倡議行動。視

頻內提到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實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藍圖。 

 

 

 

 

 

 

外

交

範

疇

和

形

式 

 

從外交範疇和形式而言，全方位外交涉及參與不同範疇和形式的外交活

動，以拓展外交關係，在視頻內所見的外交行動，包括了基建、能源、扶

貧等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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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資料三至六，指出及說明在推動經濟發展、維持世界和平、支援發展中

國家、治療及控制疾病，以及保護地球環境方面，中國實踐了哪些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有關的工作，從而有助世界各國人民實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推動全球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起飛推動全球經濟增長。自 2006 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

獻率居於世界第一位，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第一引擎。 

 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市場，向全球提供價廉物美、種類繁多的

商品，並為各國提供了在中國發展的重大機遇。 

 

 

維持世界和平 

 中國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

中國維和部隊足跡遍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強調通過對話

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和爭端。 

 

 

支援發展中國家 

 為發展中國家與建基礎設施、能源設備，促進國家發展。 

 提供農業技術，令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得以脫貧，改善生活。 

 

 

 

治療及控制疾病 

 中國派出援外醫療隊到醫療技術較為落後的國家治療數以億計的病人，並

協助培訓醫療人員及捐贈藥物和設備 

 中國向多個國家提供抗疫物資，以及派出醫療專家組支援對抗新冠肺炎，

中國並且是對外提供新冠疫苗最多的國家。 

 

 

保護地球環境 

 中國推動全球氣候治理，承諾致力於 2030 年實現「碳達峰」，2060 前年實

現「碳中和」。 

 履行多份與環境和生態相關的國際公約，並與世界各國分享綠色發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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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課後延伸習作 

 

有意見認為「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可以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發揮

重要作用。」試就你在公民科主題 1「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這個課題的學

習所得，從文化角度說明香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原因。 

 

 

國家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在文化方面堅持交流互

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香港既是國家實施「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

區，又是亞洲國際都會，足以在文化範疇發揮重要作用。例如： 

 

 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融形成了香港獨特的文化和社會風氣，形成了以中

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特徵。 

 

 香港是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具備建設成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

中心的條件。例如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鼓勵香港發揮中外

文化交流平台作用，在中外方文化交流中發揮重要的促進和聯繫作用。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可充分利用面向世界的有利條件，講好中國故事，讓世

界各國人民更準確了解和認識中國，從而有助促進各地人民民心相通，在

文化層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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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資料六視頻的旁白全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全球性危機的驚濤駭浪裏，各國不是乘坐在 190 多

條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的大船上。過去十年，中國秉持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理念，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實踐平台，為推動全球發展這艘巨輪行

穩致遠貢獻力量。  

 

過去十年間，衞星在太空捕捉到這樣一些變化。 

 

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東非地區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一座大橋飛架馬普托

灣，將兩側區域的連接時間從 2 小時縮短為 10 分鐘。這座非洲第一大懸索橋

是「中國建造」。 

 

阿根廷北部，海拔 4,000 米的高查瑞高原，120 萬塊太陽能光伏板規則排

列，為近 10 萬戶居民提供電力。這個南美地區裝機容量最大的光伏電站也是

「中國建造」。 

 

老撾首都萬象，湄公河畔，一座火車站拔地而起。中老鐵路把這裏和 1,000

多公里外的中國昆明連接起來。這條在世界銀行眼中能讓老撾總收入提升 21%

的鐵路也是「中國建造」。 

 

面對百年變局，中國把發展置於全球議題的核心位置，以「一帶一路」倡

議實踐繪就命運與共的藍圖。 

 

在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中，我們找到了這樣一組數據：到 2030 年，共建

「一帶一路」將使共建國家貿易增長 2.8%至 9.7%，全球貿易增長 1.7%至 6.2%，

760 萬人有望擺脫極端貧困、3,200 萬人擺脫中度貧困。 

 

盧旺達小城卡莫尼，德瑪斯正在菇棚忙碌。自 2012 年以來，中國農業科

技人員在這裏培養了 5,000 多名種植菌草的農技人才和農民，德瑪斯正是其中

一員。 

 

目前，全球 100 多個國家，菌草都已經成為擺脫貧困的幸福草。從産業扶

貧到旅遊扶貧再到生態扶貧，中國把自己帶領近一億人擺脫貧困的經驗毫無保

留分享給全球發展的同路人。 

 

如今，健康、綠色、數字、創新等領域成為「一帶一路」合作新的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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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您看到的這些跨越海洋、山川的線條，不是普通的交通線，它是中

國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建立的科技合作關係線，每一條線都對應著一個跨

國合作的聯合實驗室，53 個聯合實驗室研究領域遍布農業、新能源、衞生、健

康。我國已經和 84 個共建國家建立科技合作關係，支持聯合研究項目 1,118

項。 

 

如今，「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在成為國際研究熱點，從 2013 年開始，這個

詞在出版物和學術期刊上被引頻次快速攀升，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多

次寫入聯合國等多邊機制重要文件。 

 

今天的中國，將自身發展融入世界發展進程，與各國攜手共同創造更加美

好的未來。 

 

資料來源：與資料六相同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