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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
－知道什麼是香港國安法，和其對香港的重要性

－認識香港特區政府執行和維護法治的部門（例如：警務處和法
庭），明白維護法紀是政府應有的責任

－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負責香港的防務

－知道如何有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資訊（例如︰使用互聯網）

高小
－以校園安全作類比，明白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認識國家的版圖和地理特徵，明白國土安全、資源安全的重要

－認識基本法的憲制背景和「一國兩制」的意義

－初步了解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認識訂立香港國安法的背景和目的，以及立法過程所涉及的中央國
家機構

常識科

生物科

地理科

高中
－在教授「傳染病」和「疾病的預防」時，讓學生從可靠的網站搜集
有關預防傳染病的資料，認識本地和內地政府對傳染病防控的政策
和措施，並明白個人對維持社會健康的責任，以及國家對人民健康
的重視，認同維護生物安全的必要性

－在教授「保育」時，讓學生進行專題研習，比較內地和本港政府的
環境保育政策，以了解國家對保護生態環境作出的努力，並認同維
護生態安全的必要性

－在教授「生境的保育」時，可安排學生參觀本地或內地的生態保育
區，讓學生認識本港／國家在生態保育上的工作，並明白維護生態
安全的重要性

－在教授「由微生物引致的疾病」時，讓學生從可靠的網站，認識本地
和內地政府對傳染病防控的政策和措施，並明白個人對維持社會健康
的責任，以及國家對人民健康的重視，認同維護生物安全的必要性

－在教授「生物工程的應用」時，讓學生搜尋國家在相關範疇（醫療
藥品的生產、轉基因動物和植物）的發展，讓學生認識國家在這些
方面的發展，以及相關的規管，使學生認同維護新型領域安全（生
物安全）的必要性，並培養他們對國家產生歸屬感

初中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及國家安全的13個領域

－研習與生態安全和新型領域安全相關的課題（例如：生物
多樣性、保育、深海和極地的探索和保護等），明白人類
活動對生態和環境的影響，了解維護生態安全和新型領域
安全的必要性

－透過認識國家的地理特徵，明白國土安全、資源安全和核
安全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認識傳染病的特性及其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並了解香
港、內地及其他地方對傳染病所採取的疾控措施

－選取一種疾病作為研習例子，了解它的特性及它如何對個
人和社會造成影響，讓學生了解維持新型領域安全（生物
安全）是保障國家安全重要的一環

高中
－了解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和責任，明白可持續發展
的需要，認同維護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和新型領
域安全的必要性

－通過舉例（例如：「一帶一路」倡議、中美貿易衝突、氣
候變化議題）明白國家參與國際事務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向學生說明鋼鐵工業是軍需工業的重要部分，其發展能影
響國家的軍事實力，鋼鐵廠亦是國家的重要設施，因此保
障鋼鐵工業的安全發展是重要的國策，使國家安全（國土
安全）能得到保障

－展示中國的煤和鐵礦的分布地圖，讓學生了解它們是鋼鐵
工業及其他工業的重要燃料和原料，是中國重要的資源之
一，因此它們必須被善用，使國家安全（資源安全）能得
到保障

－向學生指出中國雲貴地區和海南省都有熱帶雨林，讓學生
討論保育這些雨林的方法，以保障國家資源及生態安全。
最後由教師介紹國家在保育雨林所採取的措施

－認識氣候變化對極地所產生的影響，明白人類活動如何
影響及危害極地安全，了解香港和國家在減緩氣候變
化所採取的措施，藉此明白國家如何保障新型領域
（極地）安全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文 匯 要 聞A6 ●責任編輯：鄧逸明 ●版面設計：卓樂

20212021年年22月月2121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1年2月21日（星期日）

2021年2月21日（星期日）

國
安
教
育
跨
學
科

建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除小學常識科外，中學地理科及生物科均有不少內容可與國家安全
連結起來，以全面加強學生認識法治和國情，認同維護包括國土安
全、新型領域安全、生態安全及資源安全的必要性，並提升國民
身份認同感，成為一位積極和負責任的公民。
根據2017年更新的《地理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
六）》指出，課程旨在培養公民精神和全球視野，立志為社
會、為國家和為全世界的福祉作出貢獻，亦期望學生能產生
對社會和國家的歸屬感，成為一個積極和負責任的公民；
2015年更新的《生物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亦
指，課程旨在培養負責任的公民態度，致力促進個人和
社區健康。

認識國土安全重要性
兩科新的國安教育課程框架則進一步加強學生認同維
護國土安全、新型領域安全、生態安全及資源安全的必
要性，當中仔細列出在不同單元和課題下的學習重
點。例如在地理科初中選修單元「海洋有難」，學生
可從南海的例子認識中國領土及領海的範圍，以及當
中的海洋資源，從而了解保障國土安全的重要性，以
及掌握保障國土安全的方法。
另一例子是單元「水的煩惱」，可讓學生了解水污染

問題是加劇中國水資源短缺的原因之一，繼而讓學生提
議各種解決水污染問題的方法，並通過實例讓他們認識
國家為緩解水污染問題所採取的應對方法，最終讓學生
明白保障、妥善管理與運用國家水資源是關乎國家資源
安全的重要一環。
至於生物科「保育」章節中，建議教師可安排學生參觀

本地或內地的生態保育區，讓學生認識本港及國家在生態
保育上的工作，並明白維護生態安全的重要性。

了增國家生物工程發展
至於在新型領域安全方面，例如可在教授「生物工程的應

用」時，讓學生搜尋國家醫療藥品的生產、轉基因動物和植物等
資料，讓學生認識國家有關方面的發展，以及相關的規管，使學生
認同維護新型領域安全（生物安全）的必要性，並培養他們對國家產
生歸屬感；初中地理單元「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亦提到，
可透過Google地球的影像，了解氣候變化對極地冰及生態環境所造成的

影響，讓學生明白氣候變化如何對極地安全（新型領域安全）及生態安全
構成危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8�(�8 推動國家安全教育，香港教育界責無旁貸。

教育局本月初向全港中小學發放國安教育指

引，除了依循國安教育的八大範疇，讓初小至高中

生於不同階段，由淺入深學習相關內容外，更率先更新小學常識、中學

地理和高中生物的課程框架，橫向地讓國安教育滲透不同學科之中。

香港文匯報透過整合三科相關課程文件及老師解說，剖析國安教育重

點如何於日常學與教「落地」。有前線常識科科主任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形容，新框架除了新增香港國安法內容外，最明顯是加強了國家

與香港之間的連繫的內容，有助學生從小建立國民身份認同，「認識自

己是身在香港的中國人」，亦可透過課程教授學生正確的國安法觀念，

消除坊間別有用心者所灌輸的誤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地理生物科
增國家元素

●●本報早前本報早前報道國安教育的指引報道國安教育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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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更新常識科課程框架教育局更新常識科課程框架，，除新增香港國安除新增香港國安
法內容外法內容外，，最明顯是加強了國家與香港之間的最明顯是加強了國家與香港之間的
連繫連繫。。圖為本港小學上課情況圖為本港小學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框架下新框架下「「認識保護我們的人認識保護我們的人」」課題加入課題加入「「解放軍解放軍」」作例子作例子，，鄭鄭
貫虹建議當局為教師舉辦參觀軍營活動貫虹建議當局為教師舉辦參觀軍營活動。。圖為前年昂船洲軍營開放圖為前年昂船洲軍營開放
參觀的情況參觀的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諸如認識國旗、國徽、國歌，
講述香港回歸過程，中國近

現代成就等等，其實在現有課程都一
直有的。」培僑小學常識科科主任鄭
貫虹指，已公布的常識科國安教育新
框架中，不少內容是沿用現有指引，
「不會所有嘢從頭來過，而是按現有
基礎延伸，老師並不陌生。」
事實上，教育局現行的《小學常識

科 課 程 指 引 （ 小 一 至 小 六 ）
（2017）》，課程宗旨已包括「培養
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並致力貢獻國
家和世界」，中央課程部分亦包含了
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應當深化
的價值觀亦表明應增進國民身份認
同，對國家和社會的歸屬感等。
該指引的學習範疇四「社會與公

民」，要求學生認識基本法的憲制背
景及「一國兩制」，知道社會法律和
規則對香港居民生活的重要性等；學

習範疇五「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
化」，亦要求學生初步了解中央與香
港特區的關係、培養對民族和國家的
歸屬感及責任感等，說明新框架中很
多重點皆不是新鮮事物。
「新框架第一是加強了國安法教

育，更重要的是加強了國家與香港之
間的聯繫。」鄭貫虹解釋，現有課程
沒有突顯出兩者息息相關的要點，
「好比學習歷史部分，約在四年級學
香港本地史，五年級跳至中國朝代
史，六年級再學香港回歸及回歸後的
變化，對學生而言，未必便能把國家
與香港之間拉上關係。」
框架則明顯看到要加強這份連繫，

從小教導學生香港與國家如何緊緊相
扣，認識「香港對整個中國來說發揮
了什麼角色，國家對香港而言又扮演
着什麼」，這有助增加國民身份認
同，「讓學生知道自己不只是香港

人，而是在香港的中國人。」

更理直氣壯教好學生
對有意見稱法治內容對小學生而

言或是「過早」，鄭貫虹認為，現
今接收資訊途徑很多，小朋友或多
或少已聽過國安法，「問題是坊間
一些傳媒或說法，或令學生對國安
法產生誤解以至偏見。剛立法時老
師並沒有充足教學材料，即使想去
糾正亦會擔心教錯，沒有『底氣』
正確教導學生」，如今有了框架，
學校成了正規途徑給學生學習國安
法，教師可更理直氣壯教好學生，
「作為一名小公民，讓他們知道
（國安法）是對的。」
她續說，常識科一向致力培養學

生多角度思考和探究，情景討論是
常用教學方式，「好比是教到權利
與義務，我們會給同學『有人因不

滿政府施政而拒絕交稅』的情景，
希望在討論中讓學生明白，人有表
達意見的自由，可以去信政府、上
電台、論壇等發表意見，但不應拒
絕交稅，因為這是義務。」
同理，她相信國安教育都可透過

議題式問題，讓學生有空間討論，
不存在所謂死記硬背以至「灌輸
式」教學，亦不至於艱深。

倡辦教界軍營參觀活動
鄭貫虹又提到新框架下初小「認

識保護我們的人」課題加入了「解
放軍」為例子，認為本港老師普遍
對此認識有限，或需多加準備，並
建議當局可為教師舉辦參觀軍營活
動，未來亦期望教育局繼續加強提
供國安教育相關教材和教師培訓，
「畢竟想要小朋友了解得透徹、清
楚，首先應該由老師認識開始。」

常識、地理及生物科
國安教育課程框架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