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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地理科(中一至中三) 

1. 整体教学重点 

 

1.1. 透过学习不同议题，让学生先了解中国及其他不同国家/地方的地理环境作为研习基础，从而明白人类活动与环境的相

互关系，使他们了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认同维护国土安全、新型领域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及核安全的必要性。 

 

1.2. 初中的地理课程有约 1/3 的课程内容，是关于中国地理的研习，例如河流及荒漠。在研习国家的地理课题和例子前，学

生必须先学习有关国家的地理知识，例如区位、国土与国界、地势及资源等，作为学习有关课题和例子的基础。 

 

1.3. 透过研习中国议题，让学生全面地认识国家，为他们提供一个有系统和深入地研究国家的机会，有助培养学生对国家产

生归属感，并愿意成为积极和负责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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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重点

地理科(中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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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单元：粮食问题 

–  我们能养活自己

吗？ 

 中国的农地在哪

里？ 

 我们能出产足够

的粮食来满足我

们不断增长的人

口吗？ 

 如何解决这些问

题？ 

 认识中国面对的农业问题如何影响它的粮食供应，以

及认识国家如何解决农业问题以确保粮食供应的稳

定性 

 讨论国家面对的农业问题如何影响它的粮食供应，

从而明白粮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源，因此要确保

粮食供应稳定以保障资源安全，否则将会出现粮食

(资源)短缺的危机。 

 透过探讨科学化耕作及其他解决方法，让学生了解

国家改善农业生产及保障粮食供应稳定的方法，认

识保障资源安全的重要策略。 

一 
 认识国家安全的定义和涉及国家安

全的十三个领域 (如：资源安全) 

核心单元：水的烦恼 

– 太多与太少 

 了解中国主要河流的分布形态，以及旱灾和水污染如

何加剧国家的缺水问题，并认识国家如何解决水问题

以确保水资源供应的稳定性 

一 

 认识国家安全的定义和涉及国家安

全的十三个领域 (如：资源安全、生

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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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中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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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主要河流

在哪里？ 

 中国的水循环在

过去数十年间出

现了甚么问题？ 

 我们可如何解决

各种水问题？ 

 展示国家主要河流及水资源的分布图，让学生了解

国家水资源分布不平均的问题；进而让学生了解旱

灾和水污染问题是加剧国家水资源短缺的原因之

一，了解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即资源安全)的重要

性。 

 让学生讨论妥善管理与运用水资源的各种方法，从

而明白保障、妥善管理与运用国家水资源是关乎国

家安全（如：资源安全）的重要一环。 

 

 认识水污染对生态所造成的影响及中国如何解决水

污染问题以保护环境 

 展示水污染的照片及片段，让学生讨论水污染对河

流和海洋生态环境(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以及对学

生日常生活的影响，让他们体会生态安全的重要

性。进而让学生提议各种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方法，

并通过实例让他们认识国家为缓解水污染问题所

七 

 研习与生态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相

关的课题 (例如生物多样性、保育、

深海和极地的探索和保护等)，明白人

类活动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了解维

护生态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的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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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中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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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的应对方法，令他们明白国家在维护生态安全

上的努力。如水污染的问题未能合宜地处理，对生

态环境的危害及对人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核心单元：争夺能源 

 核能是否一个可

行的方案？ 

 认识使用核能的利弊和其在未来能源供应中日益重

要的角色 

 利用大亚湾核电厂及苏联的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事

故作为对比例子，分别讨论妥善使用核能所带来的

好处，以及处理核能不当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及生

态灾难，因此要让学生明白要确保核能被安全地利

用，以达致核安全。 

一 
 认识国家安全的定义和涉及国家安

全的十三个领域 (如：核安全) 

七 

 透过认识国家的地理特征，明白国土

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对国家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选修单元：变化中的

气候、变化中的环境 

 了解气候变化对中国(包括香港)的影响，并认识中国

和其他国家所采取对抗气候变化的措施 

 透过卫星的影像，了解气候变化对极地冰及生态环

一 

 认识国家安全的定义和涉及国家安

全的十三个领域 (如：新型领域安全、

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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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中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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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对世界

各 地 有 甚 么 影

响？ 

 我们已做了些甚

么来应付气候变

化？ 

境所造成的影响，让学生明白人类活动如何对极地

安全(新型领域安全)及生态安全构成危机。 

 学生通过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措施，了解达至

极地安全及生态安全的各种方法，从中明白保障极

地安全及生态安全的重要性。 

七 

 研习与生态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相

关的课题 (例如生物多样性、保育、

深海和极地的探索和保护等)，明白人

类活动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了解维

护生态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的必要

性 

选修单元：控制沙尘 

– 对抗荒漠化和沙尘

暴的持久战 

 自然因素与人文

活动如何导致中

国这些地区出现

荒漠化现象？ 

 有甚么措施可纾

缓中国荒漠化及

 认识人类活动如何导致荒漠化，以及荒漠化对自然环

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影响中国的土地资源)。认识国

家采取了那些措施来纾缓荒漠化对土地资源及生态

的影响 

 通过照片与录像片段，描述及解释荒漠化与沙尘暴

如何破坏土地资源及影响国家的生态环境，以致影

响国家的资源及生态安全。 

 与学生讨论国家所采取纾缓荒漠化及沙尘暴的各

种措施，说明国家如何致力保护土地资源及生态环

一 

 认识国家安全的定义和涉及国家安

全的十三个领域 (如：资源安全、生

态安全) 

七 

 研习与生态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相

关的课题 (例如生物多样性、保育、

深海和极地的探索和保护等)，明白人

类活动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了解维

护生态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的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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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中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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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尘暴的负面影

响？ 

境，以确保资源及生态安全。 

选修单元：海洋有难 

 主要的大洋和大

海在哪里？ 

 有哪些主要的海

洋资源？它们在

哪里？ 

 我们的海洋受甚

么问题影响？ 

 有甚么办法可拯

救海洋？ 

 认识中国的领海及主要的海洋资源种类(包括粮食、

能源及矿物)，以及它们的分布形态 

 展示中国领土及领海图，让学生认识中国国土的范

围。同时让学生认识自古以来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

(在断续线或称南海九段线以内)是中国国土的一

部分，历史有二千多年。中国在有关海域拥有领土

主权及海洋权益。该领域海洋资源十分丰富，近年

涉及南海国土及海域的争议，学生可粗略了解当中

既涉及保障国土完整，亦关乎资源安全问题。 

 

 认识过度捕鱼及海洋污染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及

减低这些负面影响的措施，明白可持续地开发和管理

海洋资源的重要性 

一 

 认识国家安全的定义和涉及国家安

全的十三个领域 (如：国土安全、资

源安全、生态安全) 

七 

 研习与生态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相

关的课题 (例如生物多样性、保育、

深海和极地的探索和保护等)，明白人

类活动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了解维

护生态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的必要

性 

 透过认识国家的地理特征，明白国土

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对国家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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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中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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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一些过度捕鱼及海洋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影

响的录像片段，让学生描述及解释这些人类活动如

何影响生态环境，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从而明白维

护生态安全的重要性。 

 认识中国所采取保育海洋的措施(例如实施休渔

期)，明白可以如何可持续地开发和管理海洋资源，

以保障生态安全。 

选修单元：从地理角

度看疾病  –  面对一

个正在蔓延的危机 

 被选作研习的疾

病，它的全球爆发

和导致人命伤亡

的 模 式 是 怎 样

的？ 

 认识传染病的特性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并了解

香港、内地及其他地方对传染病所采取的疾控措施 

 选取一种疾病作为研习例子，了解它的特性及它如

何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影响，让学生了解新型领域安

全（如：生物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

如果新型领域安全（如：生物安全）不被重视，人

类健康及社会发展将面对严重的威胁。 

 透过认识香港、内地和世界其他地方对传染病所采

一 
 认识国家安全的定义和涉及国家安

全的十三个领域 (如：新型领域安全) 

七 

 研习与生态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相

关的课题 (例如生物多样性、保育、

深海和极地的探索和保护等)，明白人

类活动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了解维

护生态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的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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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中一至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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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如何防

止传染病蔓延至

香港及在本地散

播？ 

取的疾控措施，明白研究、开发及应用生物技术在

控制疫情上的重要性，认同保障国家安全（如：新

型领域 - 生物安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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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的学与教活动(举隅)(初中)  

 安排学生进行专题研习 

 教师可以因应课程而设计相关的专题研习课业，让学生透过自主学习，对该课题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 

 【连结初中课题：粮食问题 – 我们能养活自己吗？】国家所采用的科学化农耕方法如何改善农业生产及保障粮食

供应 

 【连结初中课题：水的烦恼 – 太多与太少】国家在保障水资源及维护生态安全工作上的推行情况 

 

 安排学生进行内地考察活动 

 【连结初中课题：水的烦恼 – 太多与太少】到长江三峡考察以认识三峡大坝如何维持水资源的稳定性。 

 【连结初中课题：控制沙尘 – 对抗荒漠化和沙尘暴的持久战】到宁夏考察以了解国家在纾缓荒漠化上的工作，从而明

白国家如何保育土地资源，以确保资源及生态安全。 

 

 进行跨科协作活动 

 与中文科及中国历史科合作举办中国文化及史地周，可安排相关的展览或摊位游戏 

 

 学校举行中国地理常识问答比赛 

 学校可以班际或社际进行有关中国地理的常识问答比赛，让学生主动地认识国家的地理区位、国土、地势、资源等的地

理常识，使他们对国家有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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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学生进行网上学习活动 

 教师可利用教育局编制有关中国地理的网上资源 (例如简报、电子书、动画及网上游戏)，让学生自主学习，加深他们

对国家的认识；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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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

等议题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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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中四至中六) 

1. 整体教学重点 

 

1.1. 透过研习地理，可帮助学生认识不同国家的地理环境及区域差异，从而明白国土安全及新型领域安全对一个国家的重要

性。学生会认识到自然灾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如何为中国及全球带来巨大的挑战，也让他们体会各种生物的

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态环境脆弱之处，并明白维护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的重要性。 

 

1.2. 高中的地理课程有约 1/3 的课程内容，是关于中国地理的研习，例如河流及工业发展。在研习国家的地理课题和例子

前，学生必须先学习有关国家的地理知识，例如区位、国土与国界、地势及资源等，作为学习有关课题和例子的基础。 

 

1.3. 学生在课程中学习有关中国的例子，令他们对国家有更深入的认识，培养他们对国家产生归属感，并愿意成为一位积极

和负责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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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重点

地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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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部分：管理河流

和海岸环境：一个持

续的挑战 

 人类活动如何影响

河流和海岸环境并

引起了哪些后果？ 

 河流和海岸管理如

何为人类带来持续

的挑战？ 

 认识人类活动如何导致河流和海岸污染及其对生态环

境所造成的破坏，从而明白自然环境是需要可持续管

理 

 展示一些因人类活动导致河流和海岸污染的照片，

让学生讨论如不透过维护生态安全去处理污染问

题，是会破坏生态环境的，从而让他们明白保障生

态安全的重要性。 

 引导学生讨论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方法，并向他们介

绍香港和内地管理河流及海岸的措施，最后由教师

总结透过可持续管理河流和海岸是保障生态安全的

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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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部分：转变中的

工业区位 - 它如何及

为何随时间和空间的

 认识中国钢铁工业中心的区位分布及其原因 

 在教授工业区位的课题时，展示国家的国土地图及

钢铁工业的区位分布地图，让学生了解国家国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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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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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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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而改变？ 

 中国的主要钢铁工

业中心在哪里？ 

 为何它们会在哪

里？ 

 中国钢铁工业的区

位如何随着时间而

转变？ 

范围，以及中国钢铁工业(包括煤和铁矿等资源)的

区位、空间分布及区位转变，认识国土安全的重要

性。如国土安全得不到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生

存和发展亦会受到威胁。 

 同时让学生了解煤和铁矿是钢铁工业及其他工业的

重要燃料和原料，是国家重要的资源之一。善用这

些资源才能使国家安全（如：资源安全）得到保障。 

新型领域安全的必要性 

必修部分：消失中的

绿色树冠 – 谁应为大

规模砍伐雨林付出代

价？ 

 在热带雨林区内大

规模滥伐林木会带

来甚么后果？ 

 认识在热带雨林大规模滥伐林木对当地和全球的气

候、生物圈和岩石圈的影响，及认识保育热带雨林的

重要性；了解如何在发展与保育之间妥协以达致可持

续发展 

 透过展示一些由热带雨林出产的物品或相关照片，

认识热带雨林对人类的用途，从而体会它是珍贵的

资源，明白大规模滥伐林木是会危害资源安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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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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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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如何影响本地

和全球的环境？ 

 如何防止热带雨林

消失？ 

资源安全得不到保障，将会导致资源短缺，影响人

类的生活及生存。 

 展示一些破坏热带雨林的人类活动的照片，描述及

解释这些活动如何影响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令生

态安全受到威胁。 

 向学生指出中国云贵地区和海南省都有热带雨林，

让学生讨论保育这些雨林的方法，以保障国家资源

及生态安全。最后由教师介绍国家在保育雨林所采

取的措施。 

必修部分：气候变化 

— 长期波动还是不可

逆转趋势？ 

 认识气候变化的成因和所带来的影响，并了解香港和

内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各种措施 

 了解气候变化对极地冰及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让学生明白人类活动如何对极地安全(新型领域安

一 

 通过举例 (例如「一带一路」倡议、

中美贸易冲突、气候变化议题) 明白

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面对的机遇与挑

战 



2021年 4月 
 

15 
 

地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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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暖化的成因是

甚么？全球暖化是

全球气候的自然变

化还是人为改变？ 

 气候变化将会带来

甚么影响？它会怎

样影响我们的生

活？ 

 人们对此可以做些

甚么？ 

 为甚么难以就应对

气候变化达致全球

共识？ 

全)及生态安全构成危机。并认识本地、国家和全球

在减缓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 

 明白如何透过减缓气候变化，保护极地的资源，以

达致新型领域（如：极地）安全及生态安全。如新

型领域（如：极地）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会影响极

地的生态环境、航道自由、科学考察及研究。 

 

 了解达致全球共识的复杂程度，特别是主要成员的不

同观点和角色 

 认识中国在气候变化国际会议所扮演的角色，并审

视达致全球共识的复杂程度，明白国家参与国际事

务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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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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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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修部分：珠江三角

洲区域研习 

 转变、发展与自然

环境 

 认识珠三角环境污染的成因和影响，及认识中国所采

取的环境管理策略 

 了解珠三角的污染问题如何影响国家的生态安全。 

 透过讨论国家所采取缓解环境污染问题的管理策略

及措施，明白国家在保障生态安全上所作出的努力

和决心，以及了解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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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安排学生进行专题研习 

 教师可以因应课程而设计相关的专题研习课业，让学生透过自主学习，对该课题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 

 【连结高中课题：消失中的绿色树冠 – 谁应为大规模砍伐雨林付出代价？】国家近年在保育工作上的推行情况 

 【连结高中课题：气候变化 – 长期波动还是不可逆转趋势？】国家在控制气候变化中扮演的角色 

 

 安排学生进行内地考察活动 

 【连结高中课题：转变中的工业区位 - 它如何及为何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到上海的钢铁厂考察及参观，了

解钢铁工业的区位，认识资源安全的重要性。 

 【连结高中课题：珠江三角洲区域研习】到珠江三角洲考察以了解国家在污染控制上的工作，从而明白生态安全的重要

性。 

 

 进行跨科协作活动 

 与中国历史科及经济科合作举办中国历史、经济及地理考察团 

 

 学校举行中国地理常识问答比赛 

 学校可以班际或社际进行有关中国地理的常识问答比赛，让学生主动地认识国家的地理区位、国土、地势、资源等的地

理常识，使他们对国家有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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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学生进行网上学习活动 

 教师可利用教育局编制有关中国地理的网上资源 (例如简报、电子书、动画及网上游戏)，让学生自主学习，加深他们

对国家的认识；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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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

等议题的关注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