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4月 
 

1 

 

化学科(中四至中六)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1. 整体教学重点 

 

1.1. 透过学习「金属」#、「化石燃料」#、「工业化学」和「绿色化学」相关课题，增强学生对善用资源及环境保护的关注

及意识，让他们明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认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的必要性。 

 

1.2. 化学科的课题三「金属」讨论金属的存在和提取，让学生明白金属蕴藏量有限，并意识到保存和善用资源的重要性，以

及认识金属再循环对社会、经济及环境的正面及负面影响。 

 

1.3. 化学科的课题五「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讨论石油馏分作为燃料和碳氢化合物的来源，让学生认识使用化石燃料给我们

带来的好处和方便的同时，亦让学生认识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空气污染、酸雨、全球暖化等环境问题。 

 

1.4. 化学科的课题十三「工业化学」帮助学生学习从不同角度来评估化学在社会上担当的角色，以及建立有关绿色化学的概

念和理解，并认识绿色化学如何帮助管理及控制工业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1.5. 化学课程涉及不少化学与科技、社会和环境互相连系的课题和议题，例如矿物和化石燃料的开发及使用、绿色工业的应

用、空气质素管理等。在研习相关课题时，可引用本港及国家的例子，让学生明白人类的活动为环境带来重要的影响，

并为本港、国家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学生共同承担的责任感。 

注：本课程框架中，以“#”标记的课题，亦适用于组合科学（化学部分）课程（组合科学课程由 2021/22 学年起停止在中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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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重点

化学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章节 / 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课题三「金属」# 

 金属的存在和

提取 

 认识金属在自然界中以自由态和化合态形式存在，以及其

提取的方法 

 认识金属蕴藏量有限的问题，从而明白保存和善用金属资

源的重要性 

 描述金属资源有限故有需要将金属再循环 

 关注金属资源蕴藏量有限的问题，并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培养共同承担的责任感 

 在教授「金属的存在和提取」时，简单介绍国家和其他

地区的金属资源蕴藏量，然后安排学生透过资料搜集、

分组讨论和汇报等学习活动，进一步认识更多有关国家

和其他地区在金属资源提取及再循环的现况。另外，学

生亦可运用化学知识了解化学对社会、经济、环境和科

技的影响，从而认同维护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的必要性。 

七 

 了解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和责任，明白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认同维护生态安全、资源安

全、核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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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章节/ 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课题五「化石燃

料和碳化合物」# 

 各石油馏分的

主要用途 

 使用化石燃料

的后果 

 认识各石油馏分的主要用途及由燃烧化石燃料所引起的污

染 

 认识减少从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空气污染的措施 

 关注环境保护，并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共同承担的责

任感 

 在教授「各石油馏分的主要用途」及「使用化石燃料的

后果」时，可让学生透过资料搜集、分组讨论和汇报等

学习活动，认识国家及其他地区的能源结构和相关的环

境污染议题及政策，从而让学生运用化学知识了解化学

对社会、经济、环境和科技的影响，以及认同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的必要性。 

 透过安排学生参观本港或内地与能源科技相关的设施及

展览（例如「中华电力低碳能源教育中心」），让他们认

识不同能源科技及环境保护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的连系，

以及认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的必要性。 

七 

 了解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和责任，明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认同维护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

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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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章节/ 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课题十三「工业化

学」 

 工业过程的重

要性 

 绿色化学 

 从社会、经济及环境角度，讨论使用工业过程生产制品所

带来的好处及弊端 

 明白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化学的关系 

 在教授「绿色化学」时，以国家或其他地区一些绿色化

工技术为例子，讲解绿色化学于化工业的应用，学生亦

可透过资料搜集、分组讨论和汇报等学习活动，认识国

家及其他地区如何运用绿色化学解决化工业对环境带来

的影响，让学生对国家加深认识的同时，亦认同维护生

态安全的必要性。 

七 

 了解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和责任，明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认同维护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

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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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的学与教活动(举隅) 

 专题研习 

 【金属的存在和提取课题】搜集有关国家及其他地区金属资源蕴藏量、提取及再循环的资料，并进行分组讨论和汇报等

学习活动，促进学生了解资源安全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使用化石燃料的后果课题】搜集有关国家及其他地区的能源结构和相关的环境污染议题及政策，进行专题研习让学

生运用化学知识了解化学对社会、经济、环境和科技的影响。 

 【使用化石燃料的后果课题】搜集有关本港及国家在近年改善空气质素方面的研究及策略的资料，进行专题研习让学

生认识本港及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及最新发展。 

 【工业化学及绿色化学课题】以绿色化学于化工业中的应用为题，搜集国家及其他地区有关绿色化工技术的资料，进行

专题研习让学生认识绿色化学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配合课程宗旨和目标，设计适切的自学活动，让学生了解其他国家对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等议题的关注和重视。 

 

 内地交流活动 

 【使用化石燃料的后果课题】安排学生到粤港澳大湾区考察，让他们认识和了解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及相关设施的最

新发展情况。 

 

 跨科协作活动 

 【使用化石燃料的后果课题】与设计与科技科协作，设计及制作空气质素监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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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活动 

 【使用化石燃料的后果课题】安排学生参观「中华电力低碳能源教育中心」，让他们了解如何运用低碳能源来应对气候

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