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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課 題 

 中國綜合國力與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遼寧艦訪港（2017 年 7 月） 
 
 
相關概念 / 名詞 

 「一國兩制」（《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二分冊→基本概念） 

 《基本法》（《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二分冊→基本概念） 

 綜合國力（《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三分冊→基本概念） 

 中國威脅論與和平發展（《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三分冊→基本概念） 
 身份和身份認同（《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二分冊→基本概念） 

 

 

建議探究重點 
 中國現時在航空母艦方面的發展情況如何？而在這方面的發展又會否被國際

社會視之為威脅世界和平的行動？為甚麼？ 
 航空母艦從哪些方面體現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以現時中國的情況而言，又是

否有需要建造更多艘航空母艦，以趕上當今海軍實力首屈一指的美國？（提

示：計及於 2017 年 7 月開始服役的福特號在內，美國共有 11 艘航空母艦。詳

情可參考以下資料： 
 ‘World's largest supercarrier USS Gerald R. Ford commissio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KqHOWWYb8) 
 〈美耗資千億核動力航母福特號服役 特朗普：傳 10 萬噸訊息 友安心敵戰

慄〉（《信報財經新聞》，2017 年 7 月 24 日。） 
 〈電磁彈射隱形戰機 福特號航母世界最強〉（《晴報》，2017 年 6 月 9 日。） 

 有輿論認為遼寧號訪港正好為香港市民上了一堂寶貴的國民教育課。你是否同

意這個觀點？為甚麼？ 
 綜合而言，你認為增加舉辦介紹國家在不同方面成就的展覽，可以在多大程度

上提升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試加以說明。 
 
 
《資源套》提供的建議探究例子（《資源套》第 33 頁及 43 頁） 

 就國家公民身份而言，教師除了利用由學術機構所進行的身份認同調查結果

外，亦可考慮借助發生於內地及香港的事件，讓學生探究這些事件如何影響香

港居民的國民身份認同。 
 教師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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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不足之處，以及改革開放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綜合國力。 
 
 



第 2 頁 
 

相關新聞 / 個案 / 數據 / 評論 / 圖片 
 〈破天荒開放讓市民等艦參觀，展示解放軍形象〉（《亞洲週刊》，2017 年 7 月 23 日。） 
 〈從遼寧艦來港說起〉（《大公報》，2017 年 7 月 21 日。） 
 〈鎮遠號 vs 遼寧號〉（《明報》，2017 年 7 月 17 日。） 
 〈航母展現國家綜合實力〉（《明報》，2017 年 7 月 14 日。） 
 〈依依別航母 聲聲謝關愛 殷殷盼重臨〉（《文匯報》，2017 年 7 月 12 日。） 
 〈航母漫談－現代海軍不可或缺的重器〉（《大公報》，2017 年 7 月 12 日。） 

 〈航母來港彰顯「背靠祖國」優勢〉（《文匯報》，2017 年 7 月 11 日。） 
 〈從遼寧艦到長征五號 軍事強國之路仍漫長〉（《明報》，2017 年 7 月 10 日。） 
 〈噴煙的遼寧號 虛幻的愛國情〉（《蘋果日報》，2017 年 7 月 8 日。） 
 〈遼寧艦來訪對港人和國家的意義〉（《明報》，2017 年 7 月 8 日。） 
 〈遼寧艦帶來安心還是震懾？〉（新加坡《聯合早報》，2017 年 7 月 4 日。） 
 〈推進中國航母工程 創建一流「藍水海軍」〉（《紫荊雜誌》，2017 年 5 月 1 日。） 
 〈國際輿論關注中國首艘國產航母下水 中國科技前進一大步〉（《人民日報》（海

外版），2017 年 5 月 1 日。） 

 〈國產航母下水意義大 彰顯綜合國力再提升〉（《明報》，2017 年 4 月 27 日。） 
 〈新航母性能勝遼寧艦〉（《澳門日報》，2017 件 4 月 27 日。） 
 〈中國未來需要幾艘航母〉（《環球時報》，2017 年 4 月 27 日。） 
 〈國產航母如何從夢想駛進現實？〉（《南方都市報》，2017 年 4 月 27 日。） 
 〈專家：相比世界先進水平 差距仍大〉（《香港經濟日報》，2017 年 4 月 20 日。） 
 〈中國軍力遠遜美國 兵凶戰危和為貴〉（《香港經濟日報》，2017 件 3 月 10 日。） 

 
 
學與教素材（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 
 
 
校內評估題目（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國民身份認同（CD11） 
 中國威脅論（CE11） 
 維持和平行動及中國參與（CE46） 

 
 
教材套（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示例（5）：香港心、國家情、世界觀〉（《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二分冊） 

 〈示例（3）：中國綜合國力面面觀〉（《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三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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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鄭宏泰博士：「身份證背後的香港人身份認同」（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

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11/12 學年） 

 魏美梅女士：「從『八十後』看青少年的身份認同和社會政治參與」（通識教育科

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10/11 學年） 

 黃桂田教授：「從經濟、科技看中國綜合國力」（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

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09/10 學年） 

 
 
與本課題接近或可供互相比較的探究例子 

 香港近年曾多次舉辦關於國家科技發展與成就的展覽，前往參觀的市民甚多，

普遍而言都對展品留下深刻印象，並認為這反映了國家的綜合國力不斷提高。

教師可選取一至兩次科技展覽為例子，除了讓學生認識中國的科技發展水平和

成就外，亦可從市民的反應而探究展覽內容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提升他們的國民

身份認同。以下為參考資料舉隅： 
 〈科技展五日料吸 22 萬人次 大學展區受熱捧〉（《大公報》，2017 年 7 月 3 日。） 
 〈航天英雄與市民演繹創科夢想〉（《香港商報》，2017 年 6 月 30 日。） 
 〈觀展市民：為祖國科技自豪 讚創科展加強港人歸屬感 盼兩地同發展共

進步〉（《文匯報》，2017 年 6 月 30 日。） 
 〈維園展出多款火箭 航天展推港科技發展〉（《am730》，2017 年 6 月 29 日。） 
 〈科技展吸睛 國威振民心〉（《文匯報》，2017 年 6 月 29 日。） 
 〈介紹國家成就展應恆常舉行〉（《大公報》，2016 年 9 月 24 日。） 
 〈市民為科技強國自豪〉（《文匯報》，2016 年 9 月 25 日。） 
 〈「創科博覽」今起展出 8 天 50 項成果香江首亮相 國家尖端科技 引港創

新熱潮〉（《文匯報》，2016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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