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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中国历史科(中一至中三) 

1. 整体教学重点 
 

1.1. 初中中国历史科将国家历史分为九个历史时期，使学生能整全地了解中国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发展概况及

社会文化面貌。教师可因应学生所学，协助学生分别从历史及文化角度了解国家政治安全及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1.2. 在各个历史时期中，以「政治演变」为经、以「文化特色」及「香港发展」为纬。「政治演变」内容（例如秦朝的统一及

其统治措施与影响、清朝的外力冲击等）使学生能了解国家政治演变及重要的历史事件；「文化特色」内容（例如魏晋

南北朝时期石窟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明代的国防建设与都城建筑等）显示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面貌；「香港发

展」内容（例如宋末皇室与中原人士的南来概况、香港的沦陷及抗日活动等）让学生理解香港在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发

展概况，并与国家的互动情况，从而认识香港与国家历来的紧密关系。三者内容相辅相成，从历史及文化角度加强学生

对政治安全及文化安全概念的理解，并提升学生的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 
 

1.3. 通过对不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的研习，让学生认识到国家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先辈奋发图强的事迹，从

而珍视及承传中华文化的宝贵资产。课程亦让学生清楚理解国家从被列强侵略，以致英国占领香港，及后国家克服困难，

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奋进历程，从而强化学生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注：初中及高中中国历史科的课程宗旨都是让学生认识中国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发展概况及社会文化，培养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

及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课程内容适与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自然连系。学校可因应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进度及校本情况，按照

初中及高中中国历史课程的宗旨与目标，和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的理念与原则，选取下述「学习重点」中「重要相关课题」（页 2-6）以外合适的

课题，教授与国家安全教育相关的学习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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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重点

中国历史科(中一至中三)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重要相关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秦汉时期 

课题 1：秦朝的统一、

统治措施及衰亡 

 秦朝的统一及其

统治措施与影响 

 

• 认识秦朝大一统措施（例如建立中央及地方政制、对外用

兵、国防和经济建设等）及影响。 

 教师可透过地图阅读让学生认识秦始皇所建立的版图范

围（包括香港成为中国版图一部分），并分析不同的建设

（例如长城、驰道、灵渠等）如何确立国家规模，维护

政权和领土的统治与及发展经济文化，从而促进及保障

人民福祉和国家安全。 

一 • 了解国家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

演变、人物事迹、民族发展概况

及社会文化面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期 

课题 3：魏晋南北朝

的社会文化发展 

 石窟艺术（如壁

画、雕塑）与中

外文化交流 
 

•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艺术认识中外文化交流概况。 

 教师可利用不同石窟的虚拟实景影片及图片，让学生明

白如何从古物遗迹之中了解中外文化交流概况，从而欣

赏中华文化的兼容并包和开拓创新的精神。 

 教师亦可藉敦煌莫高窟被发现的历史，或敦煌研究院院

长及研究员终生献身于敦煌石窟保育工作的故事，让学

生明白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国家、

民族团结和加强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七 • 了解国家的优秀文化传统（例如

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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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中一至中三)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重要相关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宋元时期 

课题 2：两宋政治及

经济的发展 

 宋室南迁后南方

经济与海外贸易 

• 认识宋末皇室与中原人士的南来、香港经济发展的概况。 

 教师可透过地图或实地考察活动，让学生认识宋末皇室

与中原人士南来，了解其与香港地区生活和定居人口的

关系，并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影响。学生能理解宋元时期

香港与国家的互动情况及紧密的关系，让学生明白香港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而提升学生的国家观念。 

一 • 了解国家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

演变、人物事迹、民族发展概况

及社会文化面貌 

明时期 

课题 2：明代国势的

张弛 

 明代的都城建筑 

• 认识明代都城的建筑特色及其与明代国势张弛的关系。 

 教师透过《立体故宫》/北京城地图认识故宫的不同组成

部分及建筑特色，例如故宫中轴线与北京城的中轴线重

合，城市以宫殿为中心，体现宫殿为国家政治（皇权）

一 • 了解国家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

演变、人物事迹、民族发展概况

及社会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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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中一至中三)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重要相关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核心的地位，让学生认识都城对巩固国家统治及安全的

重要性。学生亦能从这个重要文化遗产探索中国传统思

想的底蕴与内涵，从而欣赏、体会及明白先辈的智慧，

并培养对国家文化保护及承传的意识。 

七 • 了解国家的优秀文化传统（例如

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 

清时期 

课题 2：外力冲击与

内忧 

 两次鸦片战争、

甲午战争及八国

联军 

• 认识清中叶以来列强入侵中国的历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教师可利用多元的一手史料（例如照片、漫画、文献等）

及短片，让学生认识不同战役及相关条约如何危害国家

政权、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学生能从历史维度了解政治

安全对保障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教师亦可藉不同历史人物（例如林则徐、邓世昌等）的

事迹，让学生体会前人为保障国家持续安全发展的决心

及贡献。 

一 • 了解国家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

演变、人物事迹、民族发展概况

及社会文化面貌 

• 具备对国家和世界议题（殖民扩

张、局部战争等）的基本认识，

从而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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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中一至中三)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重要相关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中华民国时期 

课题 3：日本侵华与

抗日战争 

 香港的沦陷及抗

日活动 

• 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及香港沦陷的概况，从而认识香港的抗

日活动。 

 而在教授香港的抗日活动内容时，教师可透过当时的报

章、广告等一手史料，让学生认识香港各界在内地抗战

期间所作的支援及其重要性。学生能体会及明白到国家

与本港一衣带水、共为唇齿的关系，并从民族、国家被

侵凌的危难中明白国家安全对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一 • 了解国家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

演变、人物事迹、民族发展概况

及社会文化面貌 

• 具备对国家和世界议题（殖民扩

张、局部战争等）的基本认识，

从而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期 

课题 1：建国至 1978

年间的内政与外交 

 1950 至 70 年代

中国外交政策的

演变 

课题 2：改革开放政

策 

• 认识 1950-1970 年代的外交政策的演变及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及地位。 

 在教授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课题时，教师可采取跨课题

学习策略，选取不同时期的重要外交事件（例如万隆会

议、中国与英国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等），以拼图式合作

学习（Jigsaw Learning）策略，让学生分成小组，分别搜

集及整理相关事件的资料，然后在组内汇报，并讨论新

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学生能认识独立自主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交的根本方针，并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

一 • 了解国家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

演变、人物事迹、民族发展概况

及社会文化面貌 

• 具备对国家和世界议题（局部战

争、恐怖主义）的基本认识，从

而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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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中一至中三)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重要相关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在国际上的角

色及地位 

 中国与英国就香

港前途问题谈判

的历程 

社会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进而成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

从而珍视今天国家所建立的政治安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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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的学与教活动 (举隅) (初中) 

 专题研习 

 可配合课程的「延伸部分」，安排学生进行专题研习，从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培育学生对中华民族及文化的情感，并

对国家、民族及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及责任感。研习题目举隅： 

【连结宋元时期课题 3：元朝的统治】探讨中国重要发明西传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连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课题 2：改革开放政策】比较改革开放前后人民生活的转变。 
 
 内地考察交流活动 

 就课程涵盖的不同历史时期，安排配合学习主题的内地考察学习活动，加强学生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民族交往、中外

文化交流的认识，了解、欣赏及承传中华文化兼容并包、开拓创新的精神，培育学生对中华民族及文化的情感，并对国

家、民族及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及责任感。考察主题举隅： 

【连结史前至夏商周时期课题 1：中华民族与早期国家的起源、隋唐时期课题 2：隋代大运河的开通与作用】到访杭州、

苏州、扬州地区的著名历史地标，例如良渚古城遗址及良渚博物馆、苏州大运河及盘门三景、京杭大运河等； 

【连结明朝时期课题 1：明代的君主集权政治、课题 2：明代国势的张弛】到访北京著名地标长城（八达岭、居庸关、

慕田峪、司马台等）、北京故宫博物院、明十三陵、天坛； 

【连结中华民国时期课题 3：日本侵华与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课题 1：建国至 1978年间的内政与外交】到访

东三省地区著名地标张氏帅府、「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伪满皇宫博物院、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断桥和斯大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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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科协作／课后活动 

 可配合「文化特色」课题，安排跨科协作／课后活动，让学生体会中华文化丰富、创新的内蕴，提升学生对中华民族及

文化的情感，并能尊重及关怀中华文化的承传与发展。活动举隅： 

【连结秦汉时期课题 1：秦朝的统一、统治措施及衰亡】与视觉艺术科协作举办「兵马俑风采再现」，让学生为不同的

仿兵马俑加上颜色，激发创意之余，亦可进一步认识秦代的军事实力； 

【连结隋唐时期课题 5：开放的唐朝社会】与中国语文科、视觉艺术科、科技与生活科协作举办「唐代妇女生活多面睇」

活动，让学生从唐诗认识唐朝妇女生活面貌，并透过化唐妆、穿唐服体验活动，亲身感受唐人生活，并体会中华文化的

创新与兼容性； 

【连结中华民国时期课题 3：日本侵华与抗日战争】与历史科协作安排学生专访东江纵队老战士，进行口述历史访谈。 
 
 参观本地博物馆 

 安排学生参观博物馆的常设及专题展览，加深学生对中国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发展概况及社会文化面貌的

认识，并了解香港的发展历程及其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提升学生对国家、民族及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及责任感。参观

活动举隅： 

【连结中华民国时期课题 1：辛亥革命与民初政局】到访孙中山纪念馆，认识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以及香港在十九

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维新与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等； 

【连结清时期课题 2：外力冲击与内忧、中华民国时期课题 3：日本侵华与抗日战争】到访香港海防博物馆，认识清中

叶以来外力入侵的历史（例如鸦片战争等）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日本侵华期间，香港民众与祖国同胞血脉相连，

一致抗日，体现民族团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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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历史考察活动 

 安排学生在本地进行考察，认识香港的发展历程及其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提升学生对国家、民族及社会的认同感、归属

感及责任感。考察活动举隅： 

【连结隋唐时期课题 5：开放的唐朝社会】考察屯门青山湾一带，了解唐朝屯门镇的设置及其对国防和交通的重要性； 

【连结宋元时期课题 2：两宋政治及经济的发展】考察锦田邓氏宗祠／屏山文物径／龙跃头文物径，认识宋末皇室与中

原人士的南来及其后在香港的生活，认识香港与内地密不可分的关系； 

【连结中华民国时期课题 3：日本侵华与抗日战争】考察香港不同地区的抗战遗址（例如城门棱堡／醉酒湾防线等），

让学生感受战争对人民福祉的祸害，并明白确保国家安全的意义。 
 
 网上及自主学习活动 

 配合「想。创。中国历史」学生自学平台，学生可以透过阅读篇章、动画、网上游戏、多媒体片段，认识中国重要的历

史事件、人物事迹及言行，丰富与拓展他们的见识与眼界，提升其对国家、民族及社会的认同感及归属感。 

 配合课程宗旨和目标，设计适切的自主学习活动，让学生了解其他国家对保护和承传其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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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1. 整体教学重点 

1.1. 高中中国历史科教授自上古至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历史发展，学生透过建构历史知识，了解中国政治历史的面貌与治乱因

由，社会和民族的发展状况与演进关键，并掌握历史与文化的承传变化，培养其对国家观念、国民身份和文化承传与变

化等政治安全及文化安全等国家安全概念的认同。 
 

1.2. 课程必修部分（历代发展）的乙部内容涵盖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末的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及民族交往等课题，透过认

识近代以来中国面对列强入侵，历经艰辛，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经历，帮助学生建立整全的国家观念。相关课题如列强

的入侵、抗日战争、改革开放及对外关系等。 
 

1.3. 课程选修单元部分，涵盖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的发展、重要制度的实施，及主要宗教的传播与文化交流等；教导学

生欣赏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各种制度的演进，以至包容不同的宗教，都是维系国家、民族团结和国家赖以稳定和发展

的重要基础。相关课题如单元一：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承传与转变；单元四：制度与政治演变；单元五：宗

教传播与文化交流等。 
 

1.4. 高中中国历史科重视培养学生积极的态度和价值观。在研习民族融和的过程、国家发展的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正面言

行时，在思考的过程中，提高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优良的品德和公民意识，进而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

及文化认同。 
注：初中及高中中国历史科的课程宗旨都是让学生认识中国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发展概况及社会文化，培养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

及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课程内容适与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自然连系。学校可因应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进度及校本情况，按照

初中及高中中国历史课程的宗旨与目标，和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的理念与原则，选取下述「学习重点」中「重要相关课题」（页 11-16）以外合适

的课题，教授国安教育相关的学习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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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重点

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重要相关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

命 

 列强的入侵 

• 认识晚清列强入侵中国的历程和中国面对的危机。 

 在教授「列强的入侵」的课题时，从多元的历史材料（文

献、漫画、照片等）研习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

日甲午战争、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及八国联军之役这些侵

略行为如何威胁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从

历史维度了解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一 • 研习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当代议题

（例如领土争端、经济危机等），

认同维护国家安全对保障国民安

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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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重要相关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辛亥革命至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抗日战争 

• 认识日本侵华的概况及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在教授「抗日战争」的课题时，运用漫画、日记、书信、

回忆录等历史资料，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如美国、欧洲诸

国的报刊报道，从多角度分析日本侵华带来的祸害，从

而明白政治安全对于保障人民福祉的重大意义；而中国

战后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陆续废除各

项不平等条约，国际地位得以提升。学生能明白保障国

土完整及安全的必要性，以及体会国民团结一致，是成

功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 

一 • 研习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当代议题

（例如领土争端、经济危机等），

认同维护国家安全对保障国民安

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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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重要相关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至二十世纪末 

 改革开放 

 对外关系 

• 认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概况。 

 在教授「改革开放」课题时，安排学生就不同的改革开

放政策，分组搜集不同性质的史料（报刊、相片、油画、

海报等），并作汇报；亦可安排学生到内地考察，特别

是经济特区的开发及建设，让学生能从不同角度理解及

亲身体会改革开放的成就及挑战，了解到国家经济实力

的提升，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 认识香港回归祖国，并制定《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的历

程。 

 在教授「内地与港澳台三地的关系」时，播放香港回归

的新闻片段及报道，重温中英谈判、中国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经过，明白香港属于中国

不可分离的部分；运用「宪法与《基本法》」教材「单

元一：『一国两制』的历史背景、《基本法》的宪制地位、

制定和公布过程」，解释《基本法》的由来。学生从中

一 • 研习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当代议题

（例如领土争端、经济危机等），

认同维护国家安全对保障国民安

全的重要性 

七 • 分析国家参与国际事务怎样影响

本身的整体发展，认同政治安全、

国土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和

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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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重要相关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明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仍然有维系

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角色及责任。 
 
• 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外交的发展和成就。 

 在教授「对外关系」时，可安排学生参观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的「中国外交图

片展」，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学生从中明白数十

年间，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政治、

经济及文化各方面举足轻重，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一

员，有效维护了政治安全。 

选修部分 

 单元一：二十世

纪中国传统文化

的发展：承传与

转变 

 单元四：制度与

• 单元一：认识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检讨、承

传与创新。 

 在教授单元一时，以「五四运动」为切入点，让学生探

讨中国文化与传统在备受挑战的情况下，仍然历久不

衰，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的依据，增进他们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明白文化安全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

七 • 了解国家的优秀文化传统，认同

维护文化安全是维系国家、民族

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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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重要相关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政治演变 

 单元五：宗教传

播与文化交流 

重要基础。 

• 单元四：认识田制、兵制与科举制的发展与政治演变和国

势强弱的关系。 

 在教授单元四时，让学生探讨：1) 北魏至唐中叶土地

兼并与政权稳定的关系，明白田制失效容易酿成动乱，

影响国家安全；2) 唐、明两代征兵制的失效，未能平定

内乱及外患，令国家元气大伤；以及 3) 明代科举制凝

聚臣民、促进社会流动、普及文化以至促使社会有统一

的价值观，与国家安全关系密切；从而能总结制度的有

效运作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 单元五：认识不同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传播，并

和中国文化的调适与融和。 

 在教授单元五时，让学生探讨汉唐时期的佛教、宋元时

期的伊斯兰教及明清时期的基督宗教如何适应中国的

社会和文化环境，发展其传教策略，与中国传统的思想



2021 年 5 月 
 

16 
 

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重要相关课题 学习元素 范畴 学习元素 

减少歧异趋向融和，成为丰富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学

生能从中认识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认同自己文

化的同时，也抱持「开放」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的优

秀传统，尊重不同文化的内涵与承传，维护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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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的学与教活动 (举隅) (高中) 

 专题研习 

 【列强的入侵课题】分组研习清中叶以后对列强入侵而战败，例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日甲午战争、列强划

分势力范围及八国联军之役，如何威胁中国主权、治权及人民福祉，突显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课题】研习《基本法》的制订背景及条文内容与香港有效实施「一国两制」的关系。 
 
 内地考察交流活动 

 【列强的入侵课题】安排学生参观内地的虎门炮台、林则徐销烟池及相关博物馆，认识英军侵华的经过及当时国防的

弊病。 

 【列强的入侵、抗日战争课题】安排学生到南京进行交流活动，参观与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相关的古迹，认识近

代历史上列强入侵所带来的祸害；到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实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情景，

并访问及聆听日军侵华受害者后人的故事，了解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 
 

 跨科协作／课后活动 

 【抗日战争课题】与音乐科合作，举办「抗日歌曲欣赏会」，了解国民同心抵抗外侮的情形。 

 【抗日战争课题】与视觉艺术科合作，举办「抗日海报创作比赛」，并与当时的艺术作品比较，认识文宣对国防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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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历史考察活动 

 【列强的入侵、抗日战争课题】安排学生参观香港不同博物馆的展览，例如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故事」有关十九世

纪英军侵华，以及上世纪日军侵华的展厅；香港海防博物馆有关防卫香港历史的展览。 

 【抗日战争课题】安排学生参观香港抗日战争的战地遗址，例如城门棱堡、醉酒湾防线、摩星岭炮台、黄泥涌峡道

等，认识防卫香港的设施及战争概况。 

 【对外关系课题】安排学生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的「中国外交图片展」，以认识

国家自建国后的外交历程、成就，以及各个外交背后的故事，以了解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日趋重要的角色。 
 
 自主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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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承传其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注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