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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历史科(中一至中三) 

1. 整体教学重点 
 
1.1. 透过学习国家在世界历史不同阶段的发展，以及与香港发展相关的课题，使学生从历史与文化角度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

性，进而认同维护政治安全及文化安全的必要性。 
 
1.2. 初中历史科包括了「早期香港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传承」、「香港直至 19 世纪末的成长与发展」、「20 世纪香港的成长与

蜕变」等课题，让学生从历史的视角理解「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的历史事实，以及香港的发展与国家历史和

文化的紧密关连。 
 
1.3. 透过研习历史科，能让学生认识到国家从被列强侵略，以致英国占领香港，及后国家克服困难，并恢复对本港行使主权

的奋进历程，培养学生的国民意识及国家观念，从而强化学生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以及配合课程中其他关于

世界不同文化和地域的历史，最终帮助他们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及具备世界视野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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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重点

历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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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 4：早期香港地

区的历史、文化与传

承 

• 主要民系与姓族 

• 个案研习︰透过

非物质文化遗产

认识本地居民的

生活 
 

• 认识香港地区早期居民的不同生活模式 

 透过引导学生认识早期在香港地区生活

和定居人口的特点（例如本地姓族来自内

地不同省份；福佬人来自福建、粤东，并

移居香港）及生活模式，让学生明白「香

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 从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解本地居民

的传统 

 从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个案研习

认识早期本地居民的生活及传统习俗（例

如透过运用由课程发展处制作的《历史科

考察易：长洲太平清醮》流动应用程式，

让学生了解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长洲太平清醮的文化价值），从而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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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了解国家优秀的文化传统（例如物质、制度、精

神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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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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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民族认同感，并了解香港与国家在历

史和文化上的渊源和连系。  

课题 6：欧洲国家的

殖民扩张 

• 欧洲国家在不同

地区的殖民扩张

与影响 
 

• 认识欧洲国家殖民扩张带来的影响 

 利用不同的历史资料（如相片、画作等）

与学生探讨欧洲国家在殖民扩张时所进

行的剥削，并让学生了解欧洲殖民扩张对

不同地区（包括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从而建立学生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

意识及明了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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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备对国家和世界历史和议题（殖民扩张）的基

本认识，从而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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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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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 8：香港直至 19 

世纪末的成长与发

展 

• 英国殖民管治的

建立 

• 不同民间团体对

香港的贡献 
 

• 认识英国在香港的管治措施 

 透过教授鸦片战争（1840-1842），以及战

后英国割占香港并实施殖民管治的历史

（例如透过对香港早期年报、宪报进行专

题研习，让学生了解港督拥有极大权力，

政府高层官员亦全由英人出任、华人受到

不平等对待等），让学生明白维护国家主

权、领土完整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 认识本地华人团体（例如东华三院、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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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备对国家和世界历史和议题（殖民扩张）的基

本认识，从而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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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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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对香港的贡献 

 透过学习本地不同华人团体的成立背景

及其在香港发展所担演的角色，包括这些

团体所提供的慈惠服务及贡献（例如到东

华三院文物馆作实地考察，在课堂观看讲

述东华三院历史的电影「东风破」，了解

东华三院赠医施药、并协助去世的海外华

人原籍安葬等），培养学生欣赏中国传统

文化中救济、慈惠的美德，加强民族和文

化认同感，并明白香港虽在英国殖民管治

下仍然与内地关系密切。 
 

七 • 了解国家优秀的文化传统（例如物质、制度、精

神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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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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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 10：20 世纪的

国际纷争及危机 (II) 

— 冷战及后冷战时

代 

• 冷战的结束及后

冷战时期的国际

形势 

• 认识冷战的结束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

发展 

 透过引导学生讨论后冷战时期国际形势

的主要发展（例如区域冲突与危机、恐怖

主义的威胁等），让学生明白居安思危的

重要性，并培养其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一 • 具备对国家和世界历史和议题（局部战争、恐怖

主义等）的基本认识，从而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

性 

课题 11：20 世纪以

来的国际合作 

• 国际合作的背

景：20 世纪以来

人类共同面对的

挑战 

• 联合国的成立及

其工作 

• 认识 20 世纪国际合作的背景，以及联合国

的成立和工作 

 透过学习 20 世纪国际社会面对的问题，

以及国际合作等内容，（例如浏览联合国

及国家外交部网页，进行网上学习活动以

了解二战后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合作上的

努力，以及国家的参与），从而了解国家

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与重要性与日俱增，

并成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并让学生明白

一 • 具备对国家和世界历史和议题（殖民扩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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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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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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时国家的政治安全来之不易，应加以珍

惜及守护。 

课题 12：20 世纪香

港的成长与蜕变 

• 日占时期的香港 

• 二战后香港的蜕

变与回归祖国 
 

• 认识日本侵占香港的经过 

 透过让学生认识香港各界对内地抗战所

作的支援及其重要性，从而体会及明白国

家与本港血脉相连，唇齿相依的关系。另

外，透过进行实地考察（例如参观香港海

防博物馆或考察黄泥涌峡军事史迹径

等），让学生明白本港一直以来跟国家忧

戚与共，并建立学生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意

识。 
 
• 认识战后香港的发展及回归祖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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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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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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进行专题研习(如以「东江水供港」为

题等)，教师可让学生了解战后香港的发展

与内地紧密连系；教师亦可在课堂上播放

香港回归的新闻片段及报道，重温回归祖

国的历程，让学生明白「中国恢复对香港

行使主权」的历史意义，从而了解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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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的学与教活动 (举隅)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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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香港与内地血浓于水的关系，例如： 

【连结初中课题 4：早期香港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传承】本港早期居民的生活与文化 

【连结初中课题 8：香港直至 19 世纪末的成长】东华义庄与原籍安葬 

【连结初中课题 12：20 世纪香港的成长与蜕变】本港于内地抗战/国家改革开放期间的贡献  
 

 内地考察交流活动 

 就课程中与国家及香港相关的课题，安排学生到内地进行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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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考察活动举隅： 

【连结初中课题 8：香港直至 19 世纪末的成长与发展及课题 12：20 世纪香港的成长与蜕变】到访粤港澳大湾区的

著名历史地标，例如广州陈家祠、鸦片战争博物馆、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在实际场景学习历史，从而建立学生国

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并培养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跨科协作／课后活动 

 可配合「延伸课题」，安排跨科协作／课后活动，让学生了解国家与香港在历史及文化方面的连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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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协作/课后活动举隅： 

【连结初中课题 4：早期香港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传承】与视觉艺术科协作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承传」活动，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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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会和学习制作与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相关的艺术品，例如面塑技艺（面粉公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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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物事迹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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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结初中课题 4：早期香港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传承及课题 8：香港直至 19 世纪末的成长】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

从而让学生明白本港早期居民无论从文化或生活上都与内地有着紧密的连系；亦让学生了解香港被英国管治的来龙

去脉，透过深化学生对该段历史的了解，培养学生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 

【连结课题 12：20 世纪香港的成长与蜕变】参观香港海防博物馆，让学生明白日本侵华期间，本港民众与祖国同

胞血脉相连，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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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考察活动举隅： 

【连结初中课题 4：早期香港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传承】考察粉岭龙跃头文物径，认识和了解早期在本港地区定居

和生活的民众在历史上和文化上与国家的渊源和连结 / 运用由教育局课程发展处开发的流动应用程式《历史科考察

易：长洲太平清醮》，参观和考察长洲太平清醮，从传统节庆了解中华文化如何在本港承传。 

【连结初中课题 8：香港直至 19 世纪末的成长】参观与东华三院历史有关的地方（例如东华三院文物馆、上环文武

庙、广福义祠等），了解该本地华人慈善组织的历史和贡献，以及它如何承传和发扬中国传统的慈善救济精神。 

【连结课题 12：20 世纪香港的成长与蜕变】考察黄泥涌峡军事史迹径/赤柱军人坟场，让学生认识当年守卫香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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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军入侵的军民的英勇事迹。 
 
 网上及自主学习活动 

 配合网上资源及历史科电子阅读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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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结初中课题 4：早期香港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传承及课题 8：香港直至 19 世纪末的成长】安排学生浏览古物

古迹办事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等网站，让学生从本港地区的历史建筑、传统节庆和文化艺术等方面，了解香

港与国家在历史上和文化上的渊源和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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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承传其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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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1. 整体教学重点 
 
1.1. 透过学习国家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与香港发展相关的课题，使学生从历史与文化角度了解国家安全中政治安

全及文化安全领域的主要内容，进而认同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 
 
1.2. 高中历史科包含了「（一）香港的现代化与蜕变」及「（二）中国的现代化与蜕变」等课题，让学生从历史的视角理解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的事实，以及香港的发展与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紧密关连，有助培养学生的国民意识及

国家观念，强化学生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1.3. 透过研习历史科，学生亦明了百年以来国家奋进的艰苦历程：从被列强侵略，到后来纵使面对重重困难依然坚持现代化

努力，改革开放更取得瞩目的成就，并在 20 世纪末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发展成为今日国际社会重要成员的历史。配

合课程中其他关于世界不同文化和地域的历史，最终希望帮助学生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及具备世界视野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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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重点

历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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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香港的现代化

与蜕变 

• 政治及行政转变 

• 作为国际城市的

发展，包括中、

外文化的共存与

相互影响 

• 认识香港在政治及制度上的主要特色 

 透过指导学生运用历史档案等一手资料，

教师可让学生从多角度了解香港于鸦片战

争（1840-1842）后被英国管治期间，在政

治及制度上的主要特色，包括政府一直以

来皆委任英国人出任主要官员、本地华人

直到香港回归祖国前才有机会参与管治

等，从而明白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意义，

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国家安全

的重要性。 
 

• 认识本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发展及与内地关系 

 透过带领学生对本地的中国传统节日作专

题研习，例如端午节、中秋节等，让学生

从中学习本地文化承传的例子，了解香港

与国家在文化上的渊源和连系，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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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了解国家优秀的文化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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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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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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中华传统文化，建立其对维护文化安

全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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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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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的现代化

与蜕变 

• 早期的现代化努

力 

• 毛泽东时代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努

力，以及 1978 年

以后的改革开放 

• 认识中国在 20 世纪上半叶所面对的挑战及

所作的现代化努力 

 透过了解 20 世纪以来中国面对的外来侵

略，例如八国联军之役、日占山东、抗日

战争等及所作的回应，教师可以运用多元

化的教学方法（例如带领学生到内地重要

历史地标考察，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在课堂观看历史纪录片等），让学生

明了国家曾经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并学习

欣赏国人为保家卫国所作的付出和牺牲，

以及明白现在享受的和平及福祉得来不

易，应努力在各方面维护国家安全。 
 

• 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在现代化上所作的努力 

 透过运用不同历史资料 (如照片、海

报、电影) ，指导学生从中认识新中国

成立的历史及国家在面对不同困难中

一 • 通过举例明白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面对的机遇与

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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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 
 

16 
 

历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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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辛探索，取得发展的历程，明白维护

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之本。 

 透过带领学生到粤港澳大湾区进行考

察，教师可让学生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国

家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让学生

了解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艰苦历程，从而

明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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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的学与教活动 (举隅) (高中) 

 专题研习 

 教师可以因应课程设计相关的专题研习课业，让学生透过自主学习，认识本港与内地血浓于水的关系，例如： 

【连结高中课题（一） 香港的现代化与蜕变】内地的发展与本港华人地位提升的关系 

【连结高中课题（二）中国的现代化与蜕变】从人民生活的改善看国家改革开放的成就 
 

 内地考察交流活动 

 安排学生到内地进行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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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考察

活动举隅： 

【连结高中课题（二）中国的现代化与蜕变】到访首都北京的著名历史地标，例如北京大学、芦沟桥、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首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了解祖国百年发展，从而建立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并培养

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跨科协作／课后活动 

 可配合「延伸课题」，安排跨科协作／课后活动，让学生了解国家与香港在历史及文化方面的连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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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活动举隅： 

【连结高中课题（一）香港的现代化与蜕变】与中文科协作举办「认识中式传统建筑物」活动，让学生进行实地考

察，认识本地中式传统建筑物的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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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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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物事迹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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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结高中课题（一）香港的现代化与蜕变】参观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位于三栋屋博物馆），参与由中心提

供的讲座、承传人示范和工作坊等，增进和深化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了解香港与国家在文化上的渊源和

连系，并欣赏国家优秀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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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考察活动举隅： 

【连结高中课题（一）香港的现代化与蜕变】参观与东华三院历史有关的地方（例如东华三院文物馆、上环文武庙、

广福义祠等），了解该本地华人慈善组织的历史和贡献，以及如何承传和发扬中国传统的慈善救济精神。 
 

 网上及自主学习活动 

 配合相关的网上资源及学习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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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结课题高中课题（二）中国的现代化与蜕变】安排学生浏览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发展相关的网站，例如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等，让学生从史料研习二

十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了解国家所经历的困难与取得的成就，从而培养学生国民身份认同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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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承传其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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