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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2025） 

 

引言 

此課程框架1以表列形式展示科學科（小一至小六）的學習如何聯繫國家安全教育的相關學習元素。為配合學生的能力及學習

需要，本課程框架分為兩個學習階段，讓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亦方便學校規劃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內容。學校須以「有機

結合」、「自然連繫」、「多元策略」、「互相配合」、「課堂內外」及「全校參與」的方式，把國家安全教育融入本科的課程規劃

和學與教中。除本課程框架外，學校亦應參考《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2025）和其他相關課程文件，以更好地落實國

家安全教育。 

 

1. 整體教學重點 

1.1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課程的四個主要範疇包括「生命與環境」、「物質、能量和變化」、「地球與太空」和「科學、科技、

工程與社會」，當中不少課題能夠與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內容有機結合、自然連繫，特別是與生態安全、資源安全、生物

安全、科技安全和太空安全相關的一些基礎概念。 

1.2 在初小階段，教師可以從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帶出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例如在教授正確使用

電子科技產品的課題時，可以運用日常生活的情境（例如︰在公眾場所大聲播放音樂），讓學生思考不遵守規則對他人所

造成的影響，從而帶出遵守規則的重要性；或通過與中國古代科學和技術相關的有趣故事，讓學生學習科學家精神，同

                                                           
1 本框架的內容以舉隅形式列出，學校應根據學生的學習需要和能力採用或調適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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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了解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培養其國民身份認同；而在教授「生命與環境」範疇相關的課題時，教師可以通過戶外學習

和觀察，引導學生欣賞生物的多樣性，培養他們尊重和愛護大自然的價值觀和態度，從而聯繫生態安全和資源安全。 

1.3 在高小階段，配合學生的認知發展，教師可以通過資料蒐集、小組討論、專題學習等不同方式，引領學生進一步思考與科

學科相關的國家安全教育學習元素，例如在教授傳染病與非傳染病的課題時，加強學生對生物安全的認識；或在全球增

溫相關的課題中，讓學生了解其對全球環境和氣候變化的影響，同時了解國家在減緩全球暖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透過

航天科技相關課題，亦可以讓學生了解航天科技在日常生活的廣泛應用，初步認識太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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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習重點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第一學習階段（初小）］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學習範疇（舉隅） 學習元素（舉隅） 
相關學習元素／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舉隅） 

• 生物的多樣性及分類 • 欣賞生物的多樣性 [3LB7] 

➢ 教師可帶領學生進行戶外考察，認識不同類別

動物的特徵，欣賞生物的多樣性，培養愛護動

物和環境的態度，讓學生初步了解生物的多樣

性與生態安全息息相關 
 

• 1.7 認識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的一

些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 1.20 熱愛國家、香港和社區，願

意為香港的安全而努力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生態

安全 

• 人類行為對自然環境

的影響 

 

• 認識人類行為對環境的影響（例如：產生空氣污染和

水污染）[2LD1] 

➢ 教師可讓學生觀看短片或圖片，了解空氣污染

和水污染對環境帶來的影響，初步了解生態環

境與市民的生活和健康息息相關 

• 表現對保護環境與改善環境的關注，並付諸行動

[2LD3] 

• 1.7 認識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的一

些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 1.20 熱愛國家、香港和社區，願

意為香港的安全而努力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生態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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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第一學習階段（初小）］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學習範疇（舉隅） 學習元素（舉隅） 
相關學習元素／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舉隅） 

➢ 教師可帶領學生討論，提出一些可以付諸實行

保護環境的好習慣（例如：不亂拋垃圾、乘坐

集體運輸交通工具），使學生明白每個人都可

以為保護環境作出貢獻 

• 著名科學家的研究和

貢獻 

 

• 知道歷史上一些著名的科學家及其事跡 [2SA1] 

➢ 教師可安排學生閱讀有關中國歷史上一些著名的

科學家（例如：張衡、沈括）的傳記，從中學習

探新求知的精神，欣賞其對中國科學發展作出的

貢獻 

• 1.3 初步認識中華文化源遠流長、

博大精深，並知道愛護和傳承中

華文化是國民應有的責任，建立

文化自信 

• 1.7 認識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的

一些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文化

安全 

• 日常生活中的科技 • 知道正確使用電子科技產品的重要 [1SB1] 

• 知道使用電子科技產品時應有的禮儀 [1SB3] 

• 1.7 認識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的

一些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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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第一學習階段（初小）］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學習範疇（舉隅） 學習元素（舉隅） 
相關學習元素／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舉隅） 

➢ 教師可設計一些日常使用電子科技產品的情

境，與學生進行角色扮演，讓學生了解誤用電

子科技產品所帶來的後果，養成遵守法律和規

則的良好習慣 

• 1.19 初步認識使用科技產品時的

正確態度和行為（例如：避免過

於依賴電子設備和網絡、尊重知

識產權），並知道保護個人私隱

的重要性，遵守網絡規範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網絡

安全、數據安全 

• 創新科技發展 • 知道創新科技在日常生活應用的一些例子（例如︰

智能家居、電子支付、新能源汽車、自動駕駛） 

[3SB3] 

➢ 教師可讓學生進行討論活動，檢視自己在一天

之中使用過哪些創新科技產品，帶出創新科技

的發展能便利人民的生活 

 

• 1.7 認識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的

一些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 1.9 初步認識國家和香港常見的

創新科技（例如：電子支付、

新能源汽車）及其在日常生活

的應用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科技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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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第一學習階段（初小）］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學習範疇（舉隅） 學習元素（舉隅） 
相關學習元素／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舉隅） 

• 工程、設計循環和應

用 

• 列舉中國古代技術與工程方面的一些例子（例如︰

趙州橋、榫卯） [3SC3] 

➢ 教師可安排學生嘗試運用榫卯的技術製作工程

模型，從中發現中華傳統建築的精巧奧妙之

處，欣賞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 1.3 初步認識中華文化源遠流

長、博大精深，並知道愛護和傳

承中華文化是國民應有的責任，

建立文化自信 

• 1.7 認識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的

一些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文化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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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第二學習階段（高小 ）］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學習範疇（舉隅） 
學習元素 

（舉隅） 

相關學習元素／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舉隅） 

• 健康的生活方式 • 認識處理輕微身體受傷或不適的簡單急救方法  

[6LA1] 

• 認識應對家居意外（例如：火警、漏電、氣體洩漏）

的方法 [6LA2] 

➢ 教師可安排學生進行模擬活動，演示在不同情

境下進行簡單急救或應對家居意外的方法，提

高學生應對一些突發和危機事件的能力 

• 知道吸煙、酗酒、濫用藥物和吸食毒品對身體造成的

不良影響 [6LA3] 

➢ 教師可安排學生設計海報和標語，指出吸煙、

酗酒、濫用藥物和吸食毒品的禍害，並宣揚健

康生活的訊息 

• 2.8 能夠識別、預防和應對一些突

發事件和潛在的危機事件，進一步

建立安全意識，防患未然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社會安

全 

 

• 傳染病與非傳染病 • 認識傳染病的傳播途徑（例如︰飛沫傳播、病媒傳

播、接觸傳播、食物傳播、血液傳播）及其預防方法 

[4LA2] 

• 2.5 認識國家新近發展、成就和貢

獻（例如：基礎建設、創新科技、

航天科技、醫療衞生、生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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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第二學習階段（高小 ）］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學習範疇（舉隅） 
學習元素 

（舉隅） 

相關學習元素／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舉隅） 

• 意識到科學的進步有助應對大規模的傳染病（例如︰

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促

進生物安全 [4LA4] 

➢ 教師可安排學生進行資料蒐集，了解國家在應

對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期間所採取的措施

（包括研發和捐贈疫苗），有效控制了疫情，

在醫療衞生方面作出貢獻 

育），並為此感到自豪 

• 2.8 能夠識別、預防和應對一些突

發事件和潛在的危機事件，進一步

建立安全意識，防患未然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生物安

全 

• 人類行為對自然環境

的影響 

• 認識一些瀕危物種 [6LD1] 

• 解釋瀕危物種瀕臨絕種的原因 [6LD2] 

• 認識一些保護瀕危物種的方法 [6LD3] 

• 尊重和愛護生命，並關注瀕危物種 [6LD4] 

➢ 教師可帶領學生進行戶外考察，深入了解國家

和香港為保育大熊貓所作出的努力，使其受威

脅級別從「瀕危」下調為「易危」，從中了解

國家對生態安全的重視 

• 2.20 關愛自己、家人、社會、國家

及大自然等，為國家安全奉獻力量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生態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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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第二學習階段（高小 ）］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學習範疇（舉隅） 
學習元素 

（舉隅） 

相關學習元素／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舉隅） 

• 常見的微生物 • 認識常見的微生物類型（包括：細菌、真菌、病毒）

[5LF1] 

• 認識抗生素的用途，以及不當使用抗生素帶來的影響

[5LF2] 

➢ 教師可安排學生分享生病時看醫生的經歷，討

論為何抗生素需要醫生處方才能使用，以及使

用抗生素時必須完成整個療程的原因，聯繫生

物安全的概念 

• 認識微生物對人類的好處（例如：益生菌抑制有害菌

生長、降解污染物）和壞處（例如：引起疾病）

[5LF3] 

• 2.8 能夠識別、預防和應對一些突

發事件和潛在的危機事件，進一步

建立安全意識，防患未然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生物安

全 

• 能量的來源和使用 • 辨識能源的來源（例如︰太陽、流動的水、風、煤、

石油、天然氣）[4MB1] 

• 知道在運輸、製造、照明和電子設備供電等都需要能

源 [4MB2] 

• 2.19 知道應用科學與資訊科技時的

個人責任，以及需要依循的守則和

道德規範 

• 2.20 關愛自己、家人、社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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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第二學習階段（高小 ）］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學習範疇（舉隅） 
學習元素 

（舉隅） 

相關學習元素／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舉隅） 

➢ 教師可安排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指出日常生活

中需要使用能源的情境，從而了解資源安全對

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性 

• 明白節約能源的重要性 [4MB3] 

➢ 教師可安排學生蒐集住所的電費單，分析自己

和家人的用電習慣，製訂個人的節約能源計

劃，並付諸實行，培養節約能源的良好習慣 

及大自然等，為國家安全奉獻力量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資源安

全 

 

• 氣候與季節的轉變 • 關注全球增溫現象及其帶來的影響（例如︰冰川融

化、海平面升高、沙漠化） [4EB3] 

• 認識減緩全球增溫的一些方法 [4EB4] 

• 關注環境及氣候的變化 [4EB5] 

➢ 教師可安排學生進行與冰川融化相關的科學探

究活動，了解冰川融化對海平面高度的影響，

並探討其對全球的環境及氣候所帶來的變化 

• 2.19 知道應用科學與資訊科技時的

個人責任，以及需要依循的守則和

道德規範 

• 2.20 關愛自己、家人、社會、國家

及大自然等，為國家安全奉獻力量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生態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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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第二學習階段（高小 ）］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學習範疇（舉隅） 
學習元素 

（舉隅） 

相關學習元素／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舉隅） 

➢ 教師可安排學生進行資料蒐集，了解國家在減

緩全球增溫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 創新科技發展 • 認識一些創新科技（例如︰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

網）的發展及其在社會的應用 [5SB1] 

➢ 教師可安排學生進行資料蒐集，了解一些創新

科技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初步了解創新科技能

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對維持國家和香港的競

爭力十分重要 

• 2.5 認識國家新近發展、成就和貢

獻（例如：基礎建設、創新科技、

航天科技、醫療衞生、生態保

育），並為此感到自豪 

• 2.9 知道國家發展科技和科技創新

的重要性，以及這些科技如何保障

國家安全 

• 2.19 知道應用科學與資訊科技時的

個人責任，以及需要依循的守則和

道德規範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科技安

全、人工智能安全、數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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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第二學習階段（高小 ）］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學習範疇（舉隅） 
學習元素 

（舉隅） 

相關學習元素／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舉隅） 

• 國家和世界的航天科

技發展 

• 知道古人與現今科學家進行天文觀測和太空探索的方

法 [6SB2] 

➢ 教師可帶領學生進行專題式學習，探討中國古

人如何通過長時間觀測天文、季節和物候規

律，歸納出二十四節氣的曆法，並欣賞中華文

化的傳統智慧 

• 2.2 認識和欣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和傳統智慧，建立文化自信和傳承

意識，並以身為中國人自豪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文化安

全 

• 國家和世界的航天科

技發展 

• 認識人造衞星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及影響（例如︰衞星

定位、氣象觀測） [4SB1] 

• 關注國家在太空探索（例如︰月球和深空探測）和航

天科技（例如︰天宮空間站、北斗衞星導航系統）的

重要成就 [6SB4] 

• 意識到航天科技發展對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6SB5] 

• 2.5 認識國家新近發展、成就和貢

獻（例如：基礎建設、創新科技、

航天科技、醫療衞生、生態保

育），並為此感到自豪 

• 2.9 知道國家發展科技和科技創新

的重要性，以及這些科技如何保障

國家安全 

• 相關的國家安全重點領域：太空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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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 科學科（小一至小六） 

［第二學習階段（高小 ）］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學習範疇（舉隅） 
學習元素 

（舉隅） 

相關學習元素／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舉隅） 

➢ 教師可安排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了解航天科技

在日常生活的廣泛應用，初步了解善用空間資

源、保護空間環境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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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舉隅）（初小／高小） 

以下僅屬舉隅，教師可因應校情及科本特色設計適合的活動，以推展國家安全教育。 

 

 專題式學習 

• 【人類行為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進行有關「改善校園環境」的專題研習，蒐集和分析校園污染的數據，研究校園污染

問題的主要來源，並提出改善方案，明白每個人都可以為保護環境作出貢獻 

 

 科學探究活動 

• 【工程、設計循環和應用】運用傳統中國技術，包括交叉搭置、榫卯等，製作木拱橋模型，從中發現中華傳統建築的

精巧奧妙之處，欣賞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戶外考察 

• 【在地球上可觀察到的一些由太陽、地球和月球運動所引起的現象和規律】參觀天文公園，學習中國古天文儀器的運

作，以及古人的天文觀測方法，欣賞中華文化的傳統智慧，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 【人類行為對自然環境的影響】考察大熊貓的生活習性，了解國家和香港為保育大熊貓所作出的努力，使其受威脅級

別從「瀕危」下調為「易危」，從中了解國家對生態安全的重視 

 

 參觀活動 

• 【地球的資源】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或濾水廠，了解本港集水設施的集水量不足以應付本港的食水需求，且波幅極

大，須引入東江水以確保食水供應，初步認識資源安全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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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和世界的航天科技發展】參觀香港科學館、香港太空館、香港航天科普教育基地等展出的航天科技展覽，了解

國家在太空探索和航天科技的重要成就，以及其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從而意識到航天科技發展對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並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