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育局
2023年6月14日

加強國民教育的措施



（i）整體觀察
學校普遍能按照指引的要求及因應學校情況，在不同工作範疇
制定與維護國家安全和推展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措施

4. 學生
訓輔及
支援

1.學校
行政

5. 家校
合作

3.
學與教

2.人事管
理及教職
員培訓

（一）2021/22學年年度報告及2022/23學年工作計劃
(「報告及計劃」)



（ii）個別範疇表現

1. 學校行政

 設立工作小組或委任專責人員統籌相關工作

 持續優化校本機制，包括：
 恰當使用校舍，例如租借校舍
 校園範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字句或物件的處理，包括建築
物、課室、壁報板及書本（包括圖書館藏書、刊物、單張）

 以學校名義舉辦的活動／於校舍進行活動的安排
 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的安排
 應變措施／策略（例如優化危機處理機制），以應付涉及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A) 報告及計劃涵蓋的措施



2. 人事管理及教職員培訓

 透過不同渠道，例如內部通告／指引、會議等，讓學校
人員認識和了解《香港國安法》

 促進專業發展及培訓，支援教師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透過校本機制，確保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人員（包括
專責人員、校外導師）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校方的要求，
及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制定／優化校本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向學校人員說明
學校對其職責及操守的要求和期望，並跟進教職員的工
作表現及操守

（ii）個別範疇表現



3. 學與教

 透過學校課程及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例如安排
學生參觀本地設施、參加內地交流計劃及姊妹學校計
劃），加強學生對國家安全、歷史和發展的認識和理
解，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設立／強化監察機制，定期檢視學與教的內容和質素
（包括課堂教學和學與教資源）

 就《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的校本學與
教資源設立存檔年期不少於兩個學年的規定

（ii）個別範疇表現



4. 學生訓輔及支援

 透過校本訓輔機制，處理及跟進學生的不當行為，包
括於校園內有損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強化訓輔工作，如獎勵計劃和領袖訓練等，幫助學生
建立責任感、承擔和守法精神，以預防學生的行為問
題

（ii）個別範疇表現



5. 家校合作

 與家長保持溝通，讓他們明白和支持學校推行國安
教育

 舉辦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動，加強培養學生正確
的價值觀及成為守法守規的良好公民

（ii）個別範疇表現



 能全面、客觀及深入檢討上學年的工作計劃，並因應檢視結
果和學校的需要，制定合適的措施，並能提出多項優化／增
潤措施

 能清楚列出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並有清晰
目標，並能具體展示措施的推行策略，包括推行時間表、人
手安排、所需資源、監督機制等，有系統地開展各項工作

 能配合學校的發展方向，把國家安全教育納入關注事項，以
自然連繫、有機結合的方式把國家安全教育的相關學習元素
融入課程及學習活動中

 能善用辦學團體／校外資源，透過跨校／界別專業協作推行
國家安全教育，並推動家校合作加強學生及家長對國家安全
的認識

表現較好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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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 示例二

示例三

示例四



示例一：全面客觀及深入檢討上學年的工作計劃
反思中，學校具體地加入需要改善的地方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生訓輔及
支援

• 透過校本訓輔活動，培
育學生首要價值觀，特
別是「責任感」、「承
擔精神」及「守法」

• 校本訓輔活動已於2021/22學年開始有策略推展
• 2021/22年主題 -「守法」
• 2022/23年主題 - 「承擔精神」
• 2023/24年主題 - 「責任感」

• 舉辦參觀、邀請校外機構及法律專家演講，從不同角
度向學生闡述「守法」的必要及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

• 配合校本主題推行德育獎勵計劃及校本閲讀，並在其
中加入中國民間故事的元素，以培養學生良好品德，
讓學生學懂知法守規。

• 從學生問卷得悉，大部分學生喜愛參與
校本訓輔活動

• 校本成長課須加入更多活動和生活化例
子，吸引學生參與課堂

• 加強學生對香港國安法的認識
• 下年度報名參與《憲法》和《基本法》

學生校園大使培訓計劃

• 檢視校本訓輔機制，包
括修訂校規以符合最新
的要求

• 訓輔組於2022/23學年開始前，根據最新要求、校本
情況及持份者意見，重新檢視校規及獎懲方法，並於
校務會議討論

• 級訓導統籌老師於學期初向各級學生清晰說明學校對
學生日常行為的基本要求

• 學校提醒學生時刻以自身安全為重，為自己和關心他
們的家人著想，切勿參加危險或違法的活動，在校內
亦不應發起或參與違規的活動，妨礙自己及其他同學
學習，甚或影響學校的日常運作

• 校規經重新檢視後，已符合最新的法例
要求。

• 訓輔組及危機處理小組已按有關要求，
更新學生不當行為的處理方法及獎懲方
法。

• 校方已向學生闡述日常行為的基本要求，
可加強學生了解設立校規背後的精神

• 學生明白自身安全的重要，承諾不會參
加任何危險或違法的活動。

• 處理及跟進學生不當行
為

• 定期檢視學生的違規情況，適時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
• 設立訓輔計劃，加強學生違規後的輔導工作及透過服

務他人，協助學生改過並建立正面價值觀
• 與家長保持溝通，讓學生明辨是非、改過遷善。

• 學生的違規數字比對去年下降30%，透
過訓輔計劃，學生的行為已有明顯改善。

• 訓輔計劃須更多教師協助和參與，以收
更佳效果。



示例二：因應檢視結果和學校的需要，制定合適的措施

年度
報告

措施 成效及反思
• 設立「國

家安全教
育」小
組……

• 工作小組運作暢順，就著學校不同範疇的工
作，制定與國家安全教育有關的指引，持續
檢視校內各項行政及教學工作，並已提醒及
監督各科組落實措施。

• 由於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範圍廣泛，
學校需要專責教師負責統籌校內有關與國家
安全教育的活動及措施。而工作小組成員亦
需增加，以能有效推展國家安全教育。

• 完善校舍
管理機制
(定期檢視
租借校園
設施及圖
書館藏書)

• 巡視各樓層後，未有發現校園範圍內展示的
字句、塗鴉或物件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 除工作小組巡視外，學校須訂立有效機制，
讓教職員及學生在日常有效通報校園內有關
危害國家安全的展示內容。

• 所有圖書館藏已檢查，新購入書籍已按新制
定圖書館館藏審閱機制處理，由校方行政人
員先行檢查。

• 由於疫情關係，學校只兩次借出學校禮堂，
已嚴格依照租借校園設施指引處理。

措施

工
作
計
劃

• 優化「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小組及有關機制
• 於2022/23學年增設「國家安全教育統籌主任」，負

責統籌及協調校內有關與國家安全教育的活動及措施，
• 將「國家安全教育統籌主任」、「課程統籌主任」及

「常識科科主任」加入「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小組，
加強學生品德培養及相關訓育輔導工作。

• 透過定期校務會議及教員室的展示，將有關香港國安
法的資訊及文件讓教職員了解及知悉。

• 安排所有中層管理人員及工作小組成員接受有關國家
安全教育的培訓。

• 持續檢視校舍管理機制(包括租借校園設施及圖書館藏書)
• 訂立通報機制並加入「學校行政手冊」，提醒教職員

在日常多留意校園情況。通報機制由負責學生事務的
副校長統籌主理。

• 除定期檢查校內圖書館館藏之外，由2022/23學年起，
亦需檢查所有課室圖書櫃中的藏書是否涉及危害國家
安全的內容。上述檢查工作將於上學期完結前完成。
下學年將再檢視網上學習課程的內容。

• 繼續優化圖書館館藏審閱機制及租借校園場地設施指
引，工作小組定期抽查有關行政工作是否按照指引執
行。

因應年度報告結果作出檢視，以提出針對性的改善措施



示例三：具體描述措施內容
範疇 具體措施

學校行政 •持續檢視校舍管理機制(包括租借校園設施及圖書館藏書)
•圖書組所有新購入的圖書須繼續先由行政人員及工作小組成員審
閱才購入。訂購圖書繼續按既定機制處理

•持續完善租借校園場地設施指引，有關租借場地須經校務組及行
政小組審批

•持續檢視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序/政策
•持續檢視「活動指引」及監察活動的推行，外聘導師的課堂必須
有學校教師在場

•請各科組注意在舉辦活動時、其演講嘉賓及導師等，須確保課程
內容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示例三：具體描述措施內容(續)
範疇 具體措施

學與教 •將有關國家安全教育及中華文化滲入課程內，例如: 對國情
及《憲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的認識，從而
讓學生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並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及守
法精神，如於小六常識科重點講解國家《憲法》的由來。

•於音樂科、常識科、德育課教授有關國旗、國徽、國歌的
知識，並從中培養學生尊重國旗、國徽、國歌的態度。

•副校長、課程主任及科主任每半年定期檢視課堂教材及學
材的內容及質素，以確保符合課程宗旨及目標。



示例四：能善用辦學團體／校外資源，透過跨校／界別專
業協作推行國家安全教育，並推動家校合作加強學生及家
長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範疇 措施

工作
計劃

• 家校合作 • 學校與家長緊密聯繫，透過校訊讓家長了解學校在國家安全教育方面的工
作及活動，並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分享觀察子女言行的重要性。

• 舉辦與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有關的不同家長教育活動，如工作坊及講
座等，透過從家庭入手，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以及讓家長了解他
們在支援學校國民教育工作上應擔當的角色。

• 舉辦中一家長工作坊，讓家長與學生認識資訊素養，以應對新興的資訊及
通訊科技所帶來的挑戰，並能分辨資訊的真確性。

• 家教會活動加入不同的中華文化元素，如認識國家的飲食文化。

• 教職員培訓 • 與三間友校共同聯辦《憲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研討會，邀
請學者及資深大律師與教職員講解《憲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
的由來及當中細節。

• 研討會後舉行工作坊，由三間學校的代表分別介紹及講解學校在推行國家
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方面的校本情況。

• 學生訓輔及
支援

• 配合「守法」的主題，學校邀請警務人員來校主持講座，按高低年級所需
訂定主題，讓學生明白守法守規的重要性。



其他事項：升掛國旗和區旗及舉行升國旗儀式
的更新安排

經修訂的《國旗及國徽條例》已於 2021 年 10 月 8
日正式刊憲生效

根據教育局通告第11/2021號，由 2022 年 1 月 1 日
開始，全港中小學必須於每個上課日及指定日子[例
如：元旦日（1 月 1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
日（7 月 1 日）和國慶日（10 月 1 日）]升掛國旗，
以及每週舉行一次升國旗儀式，並於期間奏唱國歌



其他事項：個別學校要求所有校外人士簽署
聲明的安排

學校須因應校本情況制定相關措施，確保在校園內進
行的活動（包括透過外間機構提供的支援服務）不會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就個別學校要求所有提供服務的校外機構／人士簽署
聲明，學校應審慎考慮不同的情況和需要，靈活安
排，並與相關人士充分溝通，確保適切和合理地落實
有關措施。



（二）教育局通告第9/2023號
國家安全：維護安全學習環境 培育良好公民

取代2021年2月4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3/2021號

由2022/23學年起，學校須全面落實與維護國家安全
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行政及教育措施

持續檢視不同範圍的工作，優化各項已落實的措施及
作適當跟進。

已更新《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的內容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二）《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
(2023年6月增強版)

委派專責統籌人員，領導學校以全校參與的模式有策
略地規劃國民教育（包括國家安全教育），以加強全
校層面的課程統籌與策劃，在各學習階段推行國家安
全教育。

宜委派熟悉學校情況及能領導學校的管理層人員，例如
校長或副校長，擔任專責統籌人員

定期檢視學與教資源（包括圖書館實體和電子版藏
書、由校本設計／從外間訂購／為學生代訂的印刷和
電子版本教科書、教學材料、網上閱讀平台及其他電
子和網上學習資源，以及測考試卷等的內容和質
素）。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二）《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
(2023年6月增強版)

學校進行採購時，應在報價／招標文件中加入具體條
款，列明基於國家安全而容許學校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
終止相關合約。詳情可參考已更新的「資助學校採購程
序指引」。

更新了工作計劃及年度報告範本

簡報者
簡報註解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fin-management/procurement-procedures-in-aided-schools/procurement_procedures_in_aided_schs.html


（二）《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
(2023年6月增強版)

因應教育局發出的通告、指引、信函等，作出修訂

學校升掛國旗及舉行升旗儀式的安排（教育局通告第
11/2021號《國旗、國徽、國歌和區旗》）

新聘任教師《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要求（教育局通
告第 13/2022 號）

教育局、學校以及社會對教師專業及操守的要求和期望
（2022年12月制定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要求（2023年2月致學校信件「新入
職教師核心培訓課程最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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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國民教育：績效指標及學校自評清單
《2022年施政報告》宣布多項加強國民教育的措施，並訂立績
效指標，以便檢視進度和成效
 在2022/23學年，所有公帑資助學校1須委派專責統籌人員，領導
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有策略地規劃國民教育（包括國家安全教育）；

 由2022/23學年起，所有公帑資助學校須每年舉辦具質素的全校性
國民教育活動，以及安排學生參與校際、全港性或全國性的國民教
育活動；及

 由2022/23學年起，所有公帑資助學校須為家長舉辦至少一項與國
民教育相關的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公帑資助學校包括官立、資助、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績效指標（一）： 委派專責統籌人員，領導學校以全校參
與模式有策略地規劃國民教育（包括國家安全教育）

1. 學校委派專責統籌人員領導學校規劃國民教育（包括國家安全教育）。
2. 專責統籌人員領導各行政組別及科組，規劃涵蓋學校不同範疇（如學校行政
人事管理、教職員培訓、學與教、學生訓輔及支援、家校合作等）的國民教
育工作。

3. 學校以全校參與的模式，讓全校的教職員及相關持份者共同推動國民教育。
4. 學校按不同年級的學生的能力和程度訂定有關工作計劃及推行策略。
5. 學校為國民教育工作制訂明確具體的工作目標及計劃。
6. 學校透過多元化的方法及學習活動把國民教育的概念融入學習中，提升學生
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和國民身份認同。

7. 學校透過觀察、問卷或活動檢討等方法評估各項工作計劃和措施。
8. 經檢視後，學校認為在2022/23學年整體規劃和推行的國民教育工作能達到預
期目標及成效。



績效指標（二）： 每年舉辦具質素的全校性國民教育活動，
以及安排學生參與校際、全港性或全國性的國民教育活動

10. 學校於2022/23學年舉辦全校性國民教育活動。
11. 有關全校性國民教育活動是配合學校的發展計劃、關注事項或學校課程

而設計。
12. 有關全校性國民教育活動是配合學生的多樣性、發展需要和能力而設計
13. 學校透過觀察、工作紙、問卷或活動檢討等方法評估有關全校性的教育

活動。
14. 學校安排學生參與校際、全港性或全國性的國民教育活動（可選擇多於

一項）
15. 經檢視後，學校認為在2022/23學年推行的國民教育活動能達到預期目標

及成效。



績效指標（三）： 為家長舉辦至少一項與國民教育相關的
活動

17. 學校於2022/23學年舉辦與國民教育相關的家長活動。
18. 有關家長國民教育活動是配合家長的需要而設計，以加深家長對國家安

全的認識、協助子女以理性和正面的態度了解國民教育，以及讓家長了
解他們在支援學校國民教育工作上應擔當的角色。

19. 學校透過觀察、問卷或活動檢討等方法評估該活動。
20. 經檢視後，學校認為在2022/23學年為家長舉辦與國民教育相關的活動能

達到預期目標及成效。



24

（四）工作時間表
2022/23學年起
全面落實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行政及教育
措施，加強全校層面的課程統籌與策劃，在各學習階段推行
國家安全教育

持續檢視，按需要優化各項已落實的措施
每年11月底前提交上一學年的年度報告及該學年的工作計
劃，有關文件須經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審
閱及通過
提交時間 文件

2023年7月21日 加強國民教育：學校自評清單
2023年11月底前 2022/23學年的年度報告 及 2023/24學年的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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