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致 : 總學校發展主任 (新界東-沙田)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工作計劃 

2023-2024 學年 

學校名稱 :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校行政 公民教育小組推動國情教育： 

●  於每個上課日、元旦日、七

一紀念日和國慶日升掛國

旗，並在上述日子的前或後

一個上課日，以及每周一次

舉行升國旗儀式，儀式期間

奏唱國歌，以加強學生對國

家的歸屬感。 

●  於2023年11月中旬，鼓勵全

校學生參與國家憲法日(4/12) 

相關問答比賽。 

●  於2024年4至5月期間，鼓勵

全校學生參與「2024年國家

安全網上問答比賽」，並於

校內展示有關「香港國安

法」展板，以增進學生對國

家安全的認識。 

●  觀察 

●  詢問老師意見 

●  於公民教育小組會

議進行檢討 

2023/24全學年 公民教育組 有關國家安全的

短片、教材套、

展板等 

鼓勵學生參與內地交流團： 

●  跨境學習小組將會積極鼓勵

學生參與由不同機構（包括

●  學習反思工作紙 

●  學生分享等作回饋

2023/24全學年，

主要復活節假期

或暑假 

跨境學習小組 不同機構（包括

教育局、及其他

團體等）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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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及其他團體等）舉

辦的內地學習交流團，以認

識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建立身份認同感。 

／反思 內地學習交流團 

檢視學校牆壁、課室、壁報、報

告板等 

●  確保所張貼的佈置、海報、

宣傳品等符合國家安全的要

求。 

●  觀察 
2023/24全學年 價值教育及國安

教育工作組 

 

持續檢視圖書館藏書 

●  確保書籍符合國家安全要

求。 

●  檢視／註銷書目 
2023/24全學年 圖書館主任／助

理 

 

圖書館與公民教育小組合辦主

題書展 

●  在全年於特别日子，包括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

日，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南

京大屠殺展出相關書籍，加

強學生對國家歷史的了解。 

●  觀察 
2023/24全學年 圖書館主任／助

理 

 

審視租借本校場地的組織及租借

目的，確保租借者進行合法活

動。 

●  在租借場地前評估

風險 

2023/24全學年 價值教育及國安

教育工作組 

 

確保外購服務的承辦商須符合國

家安全要求。 
●  在外購服務合約列

明有關要求 

2023/24全學年 價值教育及國安

教育工作組 

 

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  觀察 

●  於會議進行檢討 

2023/24全學年 價值教育及國安

教育工作組 

 

人事管理及教職

員培訓 

聘用僱員/教練/導師 

●  聘用僱員/教練/導師，確保

●  觀察 
2023/24全學年 校長／價值教育

及國安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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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國安要求。 組 

推動教師國安教育培訓 

●  確保教師符合國安教育培

訓。 

●  透過電郵、教職員會議等媒

介，鼓勵教職員定期參閱教

育局發出的文件及瀏覽政府

新聞處 「維護國家安全法」

的網頁，從而加強專業操

守，加強教職員對《香港國

安法》的了解及，遵守有關

法律，以及獲取有關法律的

最新資訊。 

●  鼓勵教學及非教學人員參加

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專業發展

活動，促進學校各級人員了

解《香港國安法》及國家安

全教育的發展趨勢。 

●  在考績評估方面，教學及非

教學人員須在「周年自我評

估中」紀錄參加與國家安全

教育相關的專業發展活動。 

●  觀察 

●  持續進修紀錄 

2023/24全學年 校長／價值教育

及國安教育工作

組 

 

學與教 

審視教材 

透過科主任會議及教職員會議，

提醒科主任及所有同事： 

(1) 持續審視課程規劃、教學資

源設計／編製等，確保符合

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策略。 

(2) 科主任具領導角色，應持續

地推動科組同事在科務會

●  各級教學進度表 

●  觀察／教學檢討 

2023/24全學年 教務主任、各科

科主任、級聯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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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備課會議中就課程內有

關國家安全的課程內容進行

檢視。 

(3) 各科各級「教學進度表」右

方加設欄目，清楚列出「國

家安全範疇／國安教育／憲

法／基本法教育／價值觀」

元素。 

學與教 

優化現時與國家

安全相關的課題

及教學材料 

 

(1) 優化現時與國家安全相關的

課程內容及教學策略 

 

公民、經濟與社會科(中一至中

二) 

●  本學年開始在中一及中二級

試行新課程「公民、經濟與

社會科（中一至中三）」，

以取代「生活與社會科」。 

●  本科未有已審批教科書，本

科同事將參考教育局編製的

「學與教資源」，在推行的

首學年編製校本教材。 

●  在中一教授單元1.4 「權利及

義務」，介紹《憲法》和

《基本法》所列公民的基本

權利和義務的規定等，以讓

學生了解個人在社會和國家

的角色和權責，包括尊重法

治、遵守法律、履行公民責

任。 

●  教學進度表 

●  觀察／教學檢討 

●  學生習作 

●  學生參與率 

●  比賽成績 

2023/24全學年 各科科主任、科

任老師、中國文

化學會導師 

出版社教材套、

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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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二教授單元2.2 「香港的

特區管治」，讓學生明白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憲法》）和《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基本法》）共同構

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

礎，並了解《基本法》規定

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

的基本特點；了解國家政治

體制的基本特點；以及認識

國家安全的含意，明白《香

港國安法》對維護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 

 

中文科(中一至中六) 

 

一、中華文化學習 

透過學習材料，從物質、制度和

精神方面了解中華文化的內容。 

(1) 探索及認識中國傳統建築：

〈故宮博物院〉、〈老區風

景〉、〈秦陵兵馬俑〉 

(2) 認識家喻戶曉的人物：〈岳

飛之少年時代〉、〈木蘭

辭〉、〈三王墓〉、〈孔明

借箭〉、〈楊修之死〉等 

(3) 學習中華文化的人倫關係：

〈背影〉、〈董永賣身〉、

〈回家〉、〈爸爸的花兒落

了〉、〈爸爸的花兒落



6 
 

了〉、〈送友人〉、〈親情

傘〉、〈水調歌頭‧明月幾時

有〉、〈世說新語〉等 

(4) 學習中華文化品德情意：

〈論四端〉、〈曾子殺

豬〉、〈愛蓮說〉、〈論語

八則〉、〈論仁論孝論君

子〉、〈魚我所欲也〉、

〈勸學〉、〈逍遙遊〉等 

(5) 欣賞作者的愛國情懷：〈滿

江紅〉、〈岳飛之少年時

代〉、〈青玉案〉、〈出師

表〉、〈廉頗藺相如列

傳〉、〈六國論〉、〈登

樓〉。 

 

二、文學學習 

(1) 詩詞：〈燕詩〉、〈送友

人〉、〈親情傘〉、〈水調

歌頭‧明月幾時有〉、〈涉江

采芙蓉〉、〈從軍行〉、

〈天淨沙‧秋思〉、〈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水仙

子‧尋梅〉等 

(2) 戲劇：〈人間有情〉 

(3) 小說：〈孔乙己〉、〈孔明

借箭〉 

(4) 經典範文：〈背影〉、〈賣

油翁〉、〈世說新語〉、

〈桃花源記〉、〈賣柑者

言〉、〈始得西山宴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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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三、中華文化活動 

通過活動及比賽，推動同學認識

及欣賞傳統中華文化。 

(1) 參加不同類型的徵文比賽，

例如「中國中學生作文大

賽」，讓同學以中華文化為

題，表達所感。 

(2) 周會舉行中華文化相關講座

活動，例如作家講座、中國

藝術、民間小吃及玩意等。 

(3) 配合中國文化學會，舉行全

校性活動，例如元宵燈謎

等，讓同學加深對傳統節日

的認識。 

 

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六) 

●  本科課程內容與香港國家安

全教育課程框架自然聯繫。 

●  學生藉本科認識國家重要的

歷史事件、人物事蹟、民族

發展概況及社會文化，培養

他們對國家、民族、社會及

文化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責

任感。 

●  並認識《基本法》的立法背

景及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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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科(中四至中六) 

●  初中級課程內容涵蓋日佔時

期的香港，二戰時期日本侵

華的歷史，從而增加學生對

保護國家的觀念。 

●  高中級課程內容涵蓋新中國

成立，並國家重要機構的職

權和功能，以及改革開放為

新中國帶來的機遇，讓學生

了解國家政治制度的特點，

以及經濟、社會、外交各方

面的發展，從而建立學生正

確的國家觀念。 

 
初中地理科(中一至中三) 

●  重新編排課程，把國家安全

概念融入中一至中三課程：

由中一香港社會安全，到中

二國家資源安全安全，到中

三全球生態安全，從本地到

國家到全球，延伸學生對國

家安全重點領域的認識。 

●  重新選擇課本，確保所選課

本均符合國家安全教育的相

關要求。 

 

高中地理科(中四至中六) 

●  在課程中加入國家地理個案

研究，透過認識國家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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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明白國土安全和資源

安全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綜合科學科(中一至中二) 

中一（綜合科學） 

主題2. 5節約用水：學生將分組

討論香港水資源的來源、節約用

水的重要性，以及水資源短缺對

社會和環境的負面影響。這有助

於學生認識到維護水資源對於本

港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非常重

要。 

 
主題3.3生物多樣性可持續發展：

學生將收集網上資料，並在分組

討論和研究生態和物種保護方

法。這有助於學生了解國家對生

態環境的重視，認識維護生態安

全的必要性，並明白生物多樣性

對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對人

類的益處的重要性。 

 
主題5.3能源：學生分組討論使用

化石燃料所引起的問題，包括再

生能源的需求及其進一步發展。

這有助於學生探討本港和國家使

用能源的可行性和可持續發展。 

 

中二（綜合科學） 

主題7.6 二氧化碳和氧在自然界

中的平衡：學生將分組討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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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和善用自然資源的重要性，

並明白愛護大自然和維持生態平

衡的責任。 

 

主題9.4酸的腐蝕性：學生將分組

討論空氣污染的問題，包括二氧

化碳和氧在自然界中的平衡，以

及社區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問題。

這有助於學生了解本港和國家的

可行和可持續發展方向。 

 

主題11.7太空航行：學生將透過

觀看影片了解中國航天科技的發

展歷程，並通過解釋火箭運載和

航行的原理學習力學的基礎知

識。這有助於學生了解自主發展

航天科技的歷程和航天科技人員

的科學探究精神，以實現當代國

家航天科技的成就。 

 

物理科(中三至中六) 

中五（物理） 

資料搜集及分組討論： 

●  在教授 VIII 能量和能源部分

時，讓學生透過資料搜集及

分組討論，探討有關能源的

提取、轉移、分配及關注其

資源蘊藏量有限的問題，從

而明白善用資源的重要性，

並培養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

共同承擔責任感，使他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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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維護資源安全的必要

性，並探討香港及中國未來

的能源使用及發展方向。 

 

中五（物理） 

分組專題研究： 

●  在教授 VI 放射現象部分時，

教導學生認識放射現象和三

種核輻射的特質，並在課後

分組進行專題研究，透過網

絡資料搜集探討核輻射的本

質和應用。 

 

中六（物理） 

觀看影片及分組專題研習： 

●  在教授 V(II) 核裂變與核聚變

時，學生將觀看影片，認識

核電的應用、核電廠運作原

理，並討論其替代化石燃料

以提供能源的可行性及潛在

風險，藉此認識國家安全所

涉及的科技發展及核安全的

相關情況。課後，學生將分

組進行專題研習，以探討使

用核能所帶來的好處和潛在

風險，並透過網絡資料搜集

分析核災難事件對生態和環

境所產生的影響及長遠禍

害。 

 

化學科(中三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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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課題三「金屬」、課題

五「化石燃料和碳化合

物」、課題十三「工業化

學」，讓學生了解人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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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排學生透過資料搜集、分

組討論和匯報等學習活動，

進一步認識上述課題及國家

安全的必要性。 

 

生物科(中三至中六) 

●  教授章節II. 遺傳與進化、章

節III. 生物與環境、IV. 健康

與疾病、VI. 應用生態學、

VII. 微生物與人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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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的必要性。 

●  例如在教授「傳染病」和

「疾病的預防」時，讓學生

從可靠的網站（如衞生署衞

生防護中心、中國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和世界衞生組織）

搜集有關預防傳染病的資

料，認識傳染病的傳播途



13 
 

徑，了解預防傳染的方法

（例如保持個人衞生和接種

疫苗），認識本港和內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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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管理」時，讓

學生搜尋有關「南海休漁

期」的資料，以明白可持續

發展和資源管理的重要性，

認識國家對保護生態環境和

資源的工作，並認同維護生

態安全和資源安全的必要

性。 

 

經濟科(中四至中六) 

●  藉教授課題：香港作為金融

中心、國際貿易和金融、自

由貿易及貿易，讓學生明白

維護經濟安全對經濟發展和

國計民生的重要性，並認識

到香港與國家相互依存，國

家對維護香港繁榮安定的重

視和支持，香港也有責任維

護國家的經濟安全。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中四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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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教授必修部分《香港的營

商環境》時，讓學生掌握有

關香港營商環境的知識，瞭

解內地與香港在經濟上的緊

密關係。 

●  透過學習《內地與香港關於

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內容，讓學生了解特區

政府在維護經濟安全中扮演

的角色，明白內地與香港的

經濟唇齒相依，不可分割。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中六) 

課題：Ch27-28網上威脅及保安 

【網上資訊的真偽】 

【傳播假資訊的後果】 

●  藉教授課題讓學生了解網絡

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假資訊

對個人、社會以至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以至國家安全的

影響。 

●  課題內容提高學生的資訊素

養，讓他們以慎思明辨的態

度分析資訊的真偽，以幫助

培養學生成為一位積極和負

責任的公民。 

 
電腦與資訊科技科(中二) 

課題：人工智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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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及資訊素養 - A.I.深度偽造

技術】 

●  讓學生更全面地明白深度偽

造的正確應用性，旨在造福

大眾，有關技術一旦被誤

用，散播誤導的資訊，威脅

社會秩序及國家安全。 

 

設計與科技科(中一至中二) 

(1) 全面講解工場安全內容 

●  學生在學習「工具及儀器」

及「製造過程」相關課題

時， 透過課堂學習及模型製

作活動，學習安全使用工具

及儀器。 

 

(2) 設計課灌輸正確的價值 

●  了解在設計、生產和銷售產

品時所面對的限制和考慮，

並須確保工序符合法律、道

德、安全要求，從而了解科

技安全的重要性。 

 

(3) 提醒使用互聯網潛在的威脅 

●  教授通訊科技科有關資訊處

理和互聯網應用的課題時，

學生了解正確使用互聯網對

社會正常運作的重要性，以

及正常運作的網絡對社會有

序運作亦息息相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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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購物、金融服務等）。

讓學生認識各種網路犯罪和

不當使用而引致對社會大眾

的影響。 

 

(4) 介紹可持續發展物料 

●  教導學生選擇物料時，介紹

使用可再生材料的重要性和

好處，使用材料是要保持節

約、適量的原則，減少浪

費。 

學與教 

加強多元化的教

學策略 

 

(2) 加強多元化的教學策略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四至中六) 

●  教授課程主題一「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及主題二「改革

開放以來的國家」時，運用

多元化的教學策略 (如：問答

遊戲、達人挑戰、角色扮

演、時事論壇等)，讓學生清

楚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背

景、內容和意義等。 

●  藉此鞏固學生對國情、中華

文化，以及《憲法》和《基

本法》的認識，從而提升他

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精

神，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

的意識。 

 

●  觀察／教學檢討 

●  學生習作 

 

2023/24全學年 各科科主任（包

括 

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中國歷史科

科、世界歷史

科、地理科、綜

合科學科） 

支援推行高中公

民與社會發展科

的一筆過津貼 

(CS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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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 

中一（中史） 

人物報告： 

●  學生每人選取一位歷史人物

（孔子、張騫、張衡、蔡

倫、玄奘等），撰寫報告一

則。 

●  通過研習這些人物的歷史背

景、生平事蹟及貢獻，認識

到國家民族的歷史源遠流

長，先輩奮發圖強的事蹟，

從而珍視及承傳中華文化的

寶貴資產。 

 

中三（中史） 

閱讀報告： 

●  閱讀《西潮》並撰寫閱讀報

告一則。 

●  藉此深入認識晚清至民初期

間，國人面對政局混亂及外

力衝擊，如何探索前路，振

興國家，從而明白國力與國

家安全的重要。 

 

中三（中史） 

歌曲欣賞： 

●  在課堂上聆聽抗戰歌曲「松

花江上」，感受東北人民在

日本入侵下的國仇家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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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史） 

●  代入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

撰寫家書一則，感受國人因

為日本侵華而家散人亡的悲

痛。 

●  設計抗戰海報，代入同仇敵

愾的情緒。 

●  藉以上兩項習作，讓學生代

入國難當前的歷史場景，讓

學生從民族、國家被侵凌的

危難中明白國家安全對人民

福祉的重要性。 

 

世界歷史科(中一至中六) 

電影播放： 

●  初中級：播放香港電台《南

京說》，藉此讓同學更深了

解二戰時期日本侵華所犯下

的戰爭罪行，從而明白國力

與國家安全的重要。 

互動遊戲： 

●  高中級：在課堂上透過互動

遊戲《中國與我：十五十

六、唔玩唔舒服》，讓同學

了解國旗與區旗的關係，以

及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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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科(中四至中六) 

地理考察活動： 

●  安排地理考察活動，研習與

生態安全相關的議題，明白

人類活動對生態和環境的影

響，了解維護生態安全的必

要性。 

●  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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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科學科(中一至中二) 

購置圖書： 

為提升學生對學習科學的興趣和

閱讀習慣，並推動學生認識國家

科學發展概況及中國科學家的偉

大貢獻及成就，建議購置以下有

關科學原理和國家科學發展的書

籍，以鼓勵初中同學借閱： 

1. 科學原理圖解 

2.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發展史 

3. 科技之巔 

4. 科技史話 

學與教 

推動學生進行網

上學習 

 

(3) 推動學生進行網上學習 

 

公民、經濟與社會科(中一至中

二) 

生活與社會科(中三)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四至中六) 

●  鼓勵學生以教育城戶口瀏覽

●  觀察／教學檢討 
2023/24全學年 各科科主任（包

括 

公民、經濟與社

會科、生活與社

會科、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中國

歷史科、企業會

 



20 
 

教育局提供的「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網上資源平台」，使

用學生網上自學資源。 

●  考慮購置其它機構或出版社

的學習平台，以在學術周及

本科教學上應用，以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 

●  學生在課後作鞏固或延伸學

習之用，以幫助學生建構知

識、發展技能，及建立正面

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

度，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

家和世界有認識和負責任的

公民。 

 

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 

●  參與全港性活動或比賽，如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全

港初中中國歷史文化問答比

賽、「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

劃」。 

●  以提高學生對國家的歷史、

文化、地理、歷史人物、故

事等方面的認識及興趣，從

而加強對國家的歸屬感。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中六) 

●  安排學生瀏覽「一帶一路」

倡議的香港專網，讓學生了

計與財務概論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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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倡議實施的背景及內容，

了解香港在中國的重要發展

策略的角色，以及香港作爲

「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節

點和首選平台，能有助聯繫

內地與其他「一帶一路」國

家和地區，學生更能明白內

地與香港的緊密關係，以及

共同維護兩地經濟安全的重

要。 

學與教 

參與基本法網上

問答比賽 

 

(4) 參與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 

 

公民、經濟與社會科(中一至中

二) 

生活與社會科(中三)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四至中六) 

●  推動不同年級學生參與由教

育局或不同機構舉辦的「憲

法與基本法」問答比賽； 

●  在高中公民科及初中公經社

科課堂內，老師可先跟學生

一同觀看有關憲法和基本法

的影片，或閱讀相關資料，

藉以加強對有關方面的認

識，然後在課堂內讓學生完

成比賽。 

●  透過全校學生參與的方式，

在校園建立良好的氛圍，提

升學生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  觀察／活動檢討 

●  學生參與率 

2023年12月 

「國家憲法日」 

或2024年4月 

「國家安全日」 

公民教育組代

表、 

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科主任、公

民、經濟與社會

科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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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參與不同比賽 

(5) 參與不同比賽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四至中六) 

●  資助一至兩隊中四學生參加

「香港學界模擬辯護及模擬

法庭比賽」，為中學生提供

學習體驗平台，透過模擬審

訊等方式，讓學生親身體

驗，宣揚香港的法治精神。 

●  觀察／活動檢討 
2023年11月 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科主任、公民

學會導師 

YHW, NWY 

支援推行高中公

民與社會發展科

的一筆過津貼 

(CS Grant) 

學與教 

安排參觀活動 

 

(6) 安排參觀活動 

 

學習日(中一至中三) 

●  安排學生參觀博物館 (例如：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

物館、大館、歷史博物館、

孫中山紀念館、海防博物

館、海事博物館) 的常設及專

題展覽。 

●  藉活動加深學生對中國重要

的歷史事件、人物事蹟、民

族發展概況及社會文化面貌

的認識，並了解香港的發展

歷程及其與國家發展的關

係，提升學生對國家、民族

及社會的認同感、歸屬感及

責任。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四至中六) 

●  可安排學生參觀以下：終審

法院導賞團、「電車導

●  觀察／活動檢討 

●  活動後學生問卷 

2024年3月 

「學習日」 

教務處、中國歷

史科科主任、公

民與社會發展科

科主任、公民學

會導師 

 

全方位學習津貼

Life-wide Learning 

Grant (LWLG) 

 

支援推行高中公

民與社會發展科

的一筆過津貼 

(CS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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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叮叮一趟香港百年之

旅、立法會導賞團等活動。

藉活動加深學生了解香港的

發展歷程及其與國家發展的

關係，提升學生對國家、民

族及社會的認同感、歸屬感

及責任。 

 

中國歷史科(中二) 

●  學生需參觀博物館（例如孫

中山紀念館、香港海防博物

館、香港歷史博物館、李鄭

屋博物館等）並撰寫報告，

從而認識香港歷史與國家的

關係，建立守土護國的意識

等。  

學與教 

內地考察活動 

 

(7) 內地考察活動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五) 

●  按公民科的課程要求，為全

級中五學生安排內地考察，

及與之相關的專題研習，提

供機會讓學生實地認識國

情，並學習成為自主的學習

者。 

●  出發考察前的學習活動：為

學生安排簡介會，介紹考察

行程的各處參訪點和相關學

習活動，設計相關考察工作

紙等，此部分包括於10學時

●  學生回饋和反思，

如：相關考察工作

紙／研習報告／成

果分享 

●  觀察／活動檢討 

●  活動後學生問卷 

2024年3月 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科主任、跨境

學習小組主任 

 

支援推行高中公

民與社會發展科

的一筆過津貼 

(CS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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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  內地考察活動 （兩日一夜） 

●  完成考察後的學習活動：學

生需完成研習報告、舉辦考

察成果分享會等，此部分包

括於10學時內。 

學與教 

與姊妹學校交流 

 

(8) 與姊妹學校交流 

 

對外交流組／表演藝術科 

●  本校對外交流組安排與姊妹

學校—佛山第四中學（佛四）

進行教育交流活動。 

●  本年度將會安排佛四學生到

訪光中（三日兩夜）以及光

中學生到訪佛四 （兩日一

夜）。 

●  交流活動包括：兩地學生共

同上課、綜藝或戲劇表演、

接待參觀當地名勝、社區體

驗等。 

●  到訪佛四的學生須出席行程

前戲劇排練及籌辦會議，並

須完成行程後交流報告。 

●  藉交流活動，讓學生增強了

解與溝通，加深認識兩地文

化，提升國民身分認同。兩

地教師亦有經驗分享及專業

交流。 

●  學生回饋和反思，

如：交流報告 

●  觀察／活動檢討 

●  活動後學生問卷 

2023年12月 

（佛四到訪光

中） 

2024年4月 

（光中到訪佛

四） 

 

對外交流組（姊

妺校工作組）、

表演藝術科科主

任、學生會負責

老師 

全方位學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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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訓輔及支援 訓育處領袖生團隊  

●  舉辦活動，讚賞及肯定領袖

生合力維持校園秩序，以身

作則，成為同學榜樣。 

●  舉辦工作坊，提升他們的責

任感, 自信心，正面道德價值

觀和態度，領導能力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 

●  問卷調查／觀察 
2023/24全學年 訓育主任 與活動機構合作 

締造及維持平和有序的校園環境

和氣氛  

●  課堂上遇有學生違規，為教

師提供支援。 

●  管理學生在校園內的行為表

現。 

●  教導集會禮儀。 

●  加強培養學生守法、校園保

安、友愛等意識。 

●  觀察 
2023/24全學年 訓育主任  

融合教育  

●  優化社會服務團隊活動，增

加學生接觸不同階層或行

業，使學生了解社會不同崗

位的困難，增加對別人的同

理心，鼓勵接納和而不同的

觀念。 

●  問卷調查／觀察 
2023/24全學年 輔導主任  

訓、輔緊密合作 

●  加強訓輔合作。  

●  召開個案及訓導會議，為個

●  觀察 
2023/24全學年 訓育主任 

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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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行為問題的學生按需要

提供訓輔跟進及支援，制定

策略 

●  定期檢視成效及評估。 

●  協助學生解決學行的問題。 

執行常規，管教學生 

●  檢視校規和常規。 

●  定期檢視學生違規情況。 

●  保持與警方溝通，聯繫。 

●   
2023/24全學年 訓育主任 學校聯絡主任 

品德教育 

●  策劃初中品德教育課，培養

學生互相尊重，同建和諧社

會的能力。 

●  計劃老師分享、周會、訓導

日的活動內容等。 

●  檢視推展的內容對建立同學

的德性及操守的果效。 

●  檢視活動給予學生生活處事

的指引果效。 

●  問卷調查／觀察 
2023/24全學年 輔導主任 

訓育主任 

社工機構 

衛生署 

設立獎懲制度 

●  定期檢視成效。 

●  檢視制度內容。 

●  問卷調查／觀察 
2023/24全學年 訓育主任  

推行獎勵計劃及比賽，培養群育 

●  定期檢視計劃內容。 

●  加強宣傳及肯定表現良好的

學生。 

●  問卷調查／觀察 
2023/24全學年 訓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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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  在家長教師會會議上，撥出

最少兩段時間，讓家長能就

培育子女成長的方法作交

流，亦以增強國民身份的認

知為議題。 

●  校方會發放與國家安全教育

相關的資訊予家長。 

●  校方會鼓勵家長參與與國家

安全教育相關的講座或其他

活動。 

●  觀察 
2023/24全學年 統籌家長教師會

工作的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