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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3-25 年度；2025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項目 內容 

1. 課程名稱 

 

動物護理 

2. 課程提供機構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3. 學習範疇／課程組別 

 

應用科學／ 

醫療科學及健康護理 

4. 教學語言 

 

英文 

 

5. 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程後，學生應能： 

 

(1) 描述動物在社會上的不同角色； 

(2) 運用動物福利原則及科學知識，按動物的需要，為牠們提供

日常的護理； 

(3) 討論與動物護理員的責任、操守及安全預防措施相關的議

題； 

(4) 按個別動物的需要制訂基本的護理計劃； 

(5) 透過經驗的反思，促進動物護理的學習及實踐； 

(6) 在動物護理的範疇內，展示溝通及人際技巧；及 

(7) 提升相關範疇之升學及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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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課程圖 – 組織與結構 

  融會貫通 

4. 香港的動物 (27 小時) 

1 在不同環境下的動物 

2 實地考察：評估實際情況下動物護理的需求 

3 動物相關的職業選擇及發展 

1. 動物與社會 (21 小時) 

1  動物護理概述 

2  動物種類及群組  

o 生物學分類 

o 社會學分類  

（包括野生和馴化） 

3  人類與動物的互動 

o 動物在社會上的角色 

o 人類與動物的關係 

o 影響互動和關係的因素 

o 人類與動物互動的最新議題 

5. 動物護理需求與飼養 (75 小時) 

1 動物工作間的健康與安全 

2 傳染病控制 

3 寵物選擇與領養 

4 動物護理計劃 

5 飼養動物的知識與技巧 

o 種類識別 

o 動物成長階段 

o 動物訓練（透過基本狗隻「服從訓
練」，學習「主人與寵物犬」之間
的關係） 

o 居住環境 

o 清潔及消毒 

 

 

 

 

 

o 提供豐富環境 

o 營養及餵飼 

o 基本動物美容與牙齒護理（梳理及洗澡） 

o 疾病及人畜共患病的防預 

o 基礎動物急救 

o 健康監測和紀錄保存 

o 寵物主人盡責計劃 

 

3. 應用科學知識 (36 小時)  

1 基礎應用動物解剖學及生理學 

2 基礎動物學習及行為 

     （實習觀察家犬） 

  融會貫通 

2. 動物福利 (21 小時) 

1 動物福利的原則  

o 主要考慮因素 

o 五項自由及需求  

o 科學調查 

o 動物福利評估 

2 基礎動物福利的道德觀念 

o 何謂道德？ 

o 如何作出合乎道德的決定？ 

3 保護動物守則、規例及法例 

 

應用知識、原理與理解 

應用知識、原理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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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情境 
• 有關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的資訊有助提升學生對應用學習課程相關行業及發展機會的了解。在升學及就業方面，成功

完成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仍須符合有關機構的入學或入職要求。 

• 應用學習課程在升學及就業的資歷認可，由個別院校及機構自行決定。 

 

 
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 

 
升學 

 例如：獸醫、獸醫護理、生物科學／生命科學、環境科學、食物科學、生物醫藥科學 
 
職業發展 
 例如：可按學歷從事不同階級的動物護理／健康護理工作，如獸醫、獸醫護士、獸醫助理、

動物護理助理、動物管理員、獸醫實驗室人員 

 

 

     

與核心科目及其他選修科目的關係 
 

提升及增益，例如： 

 學習應用動物解剖學及生理

學，學生可透過比較，加強及

增加他們於生物科中對人體

的認識 
 倫理與宗教科的道德概念及

理論，可應用於動物福利上 
 
開拓空間，例如： 

 修讀人文科目的學生，可透過

實地考察和參觀動物護理機

構擴闊視野及獲取多元化的

學習經歷 

 

 

 

  
與應用學習其他學習範疇／ 

課程的關係 
 

例如： 

商業、管理及法律  

 本課程可啟發有關動物護理行

業的營商意念及機會 

 

服務 

 有效溝通、團隊精神、顧客服務

及售後支援均適用於健康護理

行業 

 

動物護理 

 

   

     

 在初中教育發展的基礎知識 

 
本課程建基於學生在下列學習領域所獲得的基礎知識上，例如︰ 

 數學教育 － 計算及數據處理 

 英國語文教育 － 寫作、聆聽及說話的能力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 互相尊重、社會責任、社區生活 

 科學教育 － 基本科學概念及生物流程 

 科技教育 － 資料搜尋、文字及數據處理、製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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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3-25 年度；2025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與教 

 

課程名稱 ： 動物護理 

學習範疇 ： 應用科學 

課程提供機構 ：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動物護理課程學與教活動的設計以學生為本，讓學生認識有關的基礎理論和概念，從而培養

他們的共通能力，並建立他們對動物護理的就業期望。 

 

學生在不同形式的活動有系統地認識不同的情境（例如：透過課堂、研討會、小組討論、學

生專題硏習匯報，增加學生對動物和動物護理的認識）及體驗情境的複雜性以拓闊視野（例

如：參觀不同的動物機構；專業人士分享，如動物飼養員、動物訓練師、動物園園長、獸醫

護士及獸醫）。 

 

學生從實踐中學習，在真實或模擬的工作環境中認識相關的要求，掌握基礎知識和技能，以

便日後在相關的範疇內繼續升學（例如：透過不同的模擬情境和實務練習，評估動物在不同

環境的福利需要，以發展日常照顧寵物和基本的動物護理技能，包括解釋動物的行為、準備

動物住所和安全地照顧動物）。 

 

學與教活動亦鼓勵學生培養正確的概念、應用及反思能力，並透過實踐，表現出企業家精神

與創新精神。學生有機會整合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並鞏固他們的學習（例如：制定飼養及

護理的時候，學生須運用所學的知識和概念識別動物的需要，並為牠們提供適當和全方位的

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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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3-25 年度；2025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應用學習課程支柱的情境化描述–動物護理 

透過與課程相關的特定情境，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機會（舉例如下）：  

1.  與職業相關的能力 

- 檢視動物在社會上的角色及人類與動物的各種關係； 

- 列出動物福利的原則及不同動物族群的相關守則及法則； 

- 評價現有動物設施及福利計劃； 

- 運用科學資料和探究，對個別動物護理作出明智決定； 

- 識別及討論動物護理工作所需的實務技巧；及 

- 透過反思個人及學習經驗，培養反思方法，以提出改善動物護理實務的方案。 

 

2.  基礎技能 

- 以個人及團體形式與同儕交流意見及有效地進行互動； 
- 透過匯報有效地與會眾溝通及傳達意見和觀點； 
- 透過檢視材料的不同來源及種類，根據條例或大綱，以書面形式表達具邏輯性的資
料； 

- 運用適當的科技進行動物護理；及 
- 運用數學能力分析及詮釋動物相關數據及統計資料，並使用基準數據來監察動物護
理的變化。 

 

3.  思考能力 

- 討論動物、人類與環境的相互關係； 
- 比較及對比動物、人類與環境的各種關係，以及其對動物及人類福祉所帶來的影響； 

- 反思個人及學習經驗，以加強解難的能力，提出建議或改善方案； 
- 審視有關動物的需求，並分辨有關資料性質，是否有科學理據，或建基於個人感受、
偏愛或意見；及 

- 運用適當資料判斷動物的需求。 
 

4.  人際關係 

- 於課堂及分組活動中學習尊重不同觀點； 
- 當討論具爭議及敏感課題或觀點受質疑時，了解並管理個人及他人情緒；及 
- 對他人的感受和情境，發展敏銳觸覺和同理心。 

 

5.  價值觀和態度 

- 於進行組別活動時，為同儕提供支援； 
- 發展與人類及動物相處正面和關懷的態度； 

- 接觸動物時，保持尊重態度及經過道德考慮對待所有動物； 
- 對自身的學習負責任，以反思方法對將來升學作深遠考慮；及 
- 如完成習作時所用字眼或意見並非源自學生本身，必須如實提供有關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