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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引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

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教育局草擬了「香港國家安全教育

課程框架」，讓中小學在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可有所依循。 

 
課程框架的重點 

 本框架列舉香港學校課程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元素，當中包括國家觀念、國民身份認同、一國兩制、法治觀念、權利與

義務、責任感、承擔精神、尊重他人及自律等概念。 

 本框架以表列形式展示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內容。有關內容蘊含在不同學習領域/科目和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以及在

中小學不同階段(初小、高小、初中及高中)的學習進程。 

 基於學生程度和配合科目課程，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內容在不同階段的涉獵部分及深淺會有不同。學校可以透過不同階

段的學習經歷，幫助學生整全地學習國家安全的內容。 

 學校可以透過課堂教學和全方位學習活動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加強學生認識法治和國情，明白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並提

升國民身份認同感。除國家安全外，相關內容亦有助學生學習國情，加強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最新發展，深化對憲法和基

本法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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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教育》 

範疇 
相關學習元素 

學習領域/ 

科目舉隅 

範疇一  

國家安全的概念和

重要意義 

 國家觀念 

 國家安全概念 

 維護國家安全的

重要性 

 總體國家安全觀 

 威脅和風險 

初小 

• 認識國家象徵(包括：國旗、國徽和國歌)和代表國家的事物(例如大熊貓、長城) 

• 懂得唱國歌和遵守升國旗和奏國歌的禮儀 

• 認識保護我們的人(例如警察、醫護和解放軍) 

常識、音樂、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高小 

• 以校園安全作類比，明白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 認識國家的版圖和地理特徵，明白國土安全、資源安全的重要 

• 認識國家的歷史與文化，以及了解一些對今日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例

如鴉片戰爭、國家改革開放 

常識、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初中 

•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及國家安全的十三個領域 # 

• 了解國家重要的歷史事件、政治演變、人物事蹟、民族發展概況及社會文化面

貌 

• 認識國家重要機構的職權和功能，了解國家政治制度的特點 

• 具備對國家及世界歷史和議題(殖民擴張、局部戰爭、恐怖主義)的基本認識，從

而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中文、中史、

歷史、地理、

生活與社會、

科學、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  十三個領域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

利益安全及新型領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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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教育》 

範疇 
相關學習元素 

學習領域/ 

科目舉隅 

高中 

• 通過舉例(例如「一帶一路」倡議、中美貿易衝突、氣候變化議題)明白國家參與

國際事務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 研習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當代議題(例如領土爭端、經濟危機等)，認同維護國家安

全對保障國民安全的重要性 

• 分析國家現今面對的發展和危機，自覺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通識教育、中

史、歷史、地

理、經濟、企

會財、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範疇二 

《憲法》、《基本

法》與國家安全 
 《憲法》與國家

安全 

 國家安全屬中央

事權 

 《基本法》和香

港本地法律對於

國家安全的規定 

 香港國家安全立

法是對「一國兩

初小 
• 知道「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由來 

• 知道香港的防務和外交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常識、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高小 
• 認識《基本法》的憲制背景和「一國兩制」的意義 

• 初步了解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常識、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初中 

• 認識《憲法》的地位及其與《基本法》的關係，明白《香港國安法》無損香港

居民的權利和自由 

• 了解「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中有關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當中包括

生活與社會、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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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教育》 

範疇 
相關學習元素 

學習領域/ 

科目舉隅 

制」制度體系的

完善和補充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規定 

• 明白國家安全屬中央事權，根據《憲法》和《基本法》，中央有權直接處理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的事務，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仍然有憲制責任就《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 

高中 

• 深入了解「一國兩制」方針和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並以此為原則展開對課

題的研習 

• 了解《香港國安法》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一國兩制」的重要性 

通識教育、德

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範疇三  

香港國家安全立法

的目的和原則 
 香港國安立法的

目的 

 立法模式：決定

和立法 

初小 • 知道甚麼是《香港國安法》，和其對香港的重要性 

常識、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高小 • 認識訂立《香港國安法》的背景和目的，以及立法過程所涉及的中央國家機構  

常識、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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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教育》 

範疇 
相關學習元素 

學習領域/ 

科目舉隅 

 香港國安法的效

力範圍 

 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工作的原則 

初中 

• 了解中央政府在不同領域的角色，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維護國家安全 

• 比較不同國家有關國家安全的法例，明白《香港國安法》所體現的現代法治原

則和重要性 

生活與社會、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高中 

• 分析《香港國安法》的效力範圍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並

以此為基礎研習相關議題 

• 透過《香港國安法》的立法模式，了解《憲法》和《基本法》所規定的中央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通識教育、德

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範疇四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職責及機構

設置 
 香港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憲制責

任 

初小 
• 認識香港特區政府執行和維護法治的部門(例如警務處和法庭)，明白維護法紀

是政府應有的責任 

常識、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高小 • 認識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的職能和運作，及其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常識、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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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教育》 

範疇 
相關學習元素 

學習領域/ 

科目舉隅 

 香港特區各機關

的責任 

 香港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機構的設

置 

初中 
• 了解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及其職能，明白政府和市民均有維護國家安

全的憲制責任 

生活與社會、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高中 
• 了解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決策過程 

• 了解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機構的運作 

通識教育、德

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範疇五 
中央維護國家安全

的根本責任 
 中央維護國家安

全的責任 

 中央駐港機構 

初小 • 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負責香港的防務 常識 

高小 • 認識中央駐港機構的角色和重要性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初中 

• 了解國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和中央政府的角色，明白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責

任 

• 了解國家機構和中央駐港機構(例如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等)的職權 

生活與社會、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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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教育》 

範疇 
相關學習元素 

學習領域/ 

科目舉隅 

高中 
• 充分了解國家機構和中央駐港機構的角色和重要性 

• 充分了解中央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擔當的角色，並以此為基礎研習相關的課題 

通識教育、德

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範疇六  
危害國家安全的犯

罪行為 
 分裂國家罪 

 顛覆國家政權罪 

 恐怖活動罪 

 勾結外國或者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 

初小 • 知道《香港國安法》所規範的四項犯罪行為的名稱 

常識、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高小 
• 認識「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基本含意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初中 

• 明白有關「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具體規定，以及有關規範對維護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 

生活與社會、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高中 
• 了解如何構成《香港國安法》所規範的四項犯罪行為 

• 了解其他國家的類似規定 

通識教育、德

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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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教育》 

範疇 
相關學習元素 

學習領域/ 

科目舉隅 

範疇七  
國家安全的重點領

域 
 國家安全重點領

域的基本內涵和

重要性 

 國家當前面臨的

威脅與挑戰 

 維護國家安全的

途徑與方法 

初小 

• 透過歷史故事(例如建築萬里長城)、語言文字的學習，初步認識中華文化  

• 知道如何有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資訊(例如使用互聯網) 

• 認識生活在不同環境的生物及生物互相依存的關係，明白保障生態平衡的重要

性 

• 知道自然資源是有限的，明白節約資源的重要性 

中文、常識、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高小 

• 加深對中華文化(例如傳統節日、習俗、禮儀)的認識，並明白愛護承傳中華文

化是國民應有的責任 

• 認識傳媒和社交媒體對個人及社會的影響，了解安全地及正確地使用資訊科技

和社交媒體的重要性(例如小心保障個人資料，避免私隱外洩、拒絕轉發未經證

實和不正確的資訊)，從而明白有需要保障國家的資訊和信息安全 

• 明白生物與環境互相依存的關係，了解人們對保育環境，珍惜和善用地球資源

的方法，並樂於在生活中實踐 

• 了解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對社會文化的影響，認識使用科學與科技時的安全措施  

中文、常識、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初中 •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例如物質、制度、精神等層面) 
中文、科學、

科技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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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教育》 

範疇 
相關學習元素 

學習領域/ 

科目舉隅 

• 通過不同的渠道接收、編寫或轉發資訊時，能夠慎思明辨，以理性、持平及採

取多角度去解讀媒體信息 

• 透過認識國家的地理特徵，明白國土安全、資源安全和核安全對國家社會經濟

發展的重要性 

• 研習與生態安全和新型領域安全相關的課題(例如生物多樣性、保育、深海和極

地的探索和保護等)，明白人類活動對生態和環境的影響，了解維護生態安全和

新型領域安全的必要性 

• 認識國家如何參與國際事務，以及當今的世界秩序，明白政治安全、軍事安全

和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性 

史、歷史、生

活與社會、地

理、德育、公

民及國民教育 

高中 

•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認同維護文化安全是維繫國家、民族團結和國家穩

定的重要基礎 

• 分析不同媒體對社會和國際事件的解讀，並了解背後的深層意義，以理性、多

角度和慎思明辨的態度，分析資訊的可信性和真確性，提高維護國家安全與守

法的意識 

中文、通識教

育、生物、化

學、物理、健

康管理與社會

關懷、資訊及

通訊科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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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教育》 

範疇 
相關學習元素 

學習領域/ 

科目舉隅 

• 了解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和責任，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認同維護生

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和新型領域安全的必要性 

• 研習與經濟安全相關的課題(例如經濟危機、貿易爭端等)，認同維護經濟安全

的重要性 

• 分析國家參與國際事務怎樣影響本身的整體發展，認同政治安全、國土安全、

社會安全、軍事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性 

史、歷史、地

理、經濟、德

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範疇八 
國家安全與人權、

自由、法治的關係 
 人權和自由 

 國家安全的法治

保障 

 憲法與國家安全 

 威脅和風險 

初小 
• 懂得遵守規則(例如校規、交通規則)，愛護校園 

• 知道法律對保障個人、社會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常識、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高小 

• 分擔家務，樂於承擔作為家庭成員的責任 

• 懂得尊重法規，持守「遵規守法」的態度 

• 根據《憲法》和《基本法》，了解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 

常識、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

育 

初中 

• 了解主要法治原則，明白《憲法》和《基本法》如何保障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規

範他們要遵守的義務 

• 了解所有的權利和自由並非全無限制，享用權利和自由亦同時附有責任 

生活與社會、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2021 年 5 月 
 

11 

 

《國家安全教育》 

範疇 
相關學習元素 

學習領域/ 

科目舉隅 

• 認識《憲法》和《基本法》如何規範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高中 

• 掌握有關法治的概念、原則及基礎知識，進而探討和反思法治對國家、社會和

個人的重要性 

• 明白在行使個人權利時，必須尊重和保障其他人的權利，推動他人守法和尊重

法治 

• 明白立法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了解每名香港居民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

任，及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障權利及自由 

通識教育、德

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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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學習活動 

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相關學習元素，除會透過不同學習領域/科目課程和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課於課堂上施教外，學校也會

透過各類課堂內外的學習活動推行國家安全教育。以下為部分活動的舉隅： 

 

 遊戲活動：舉辦各類遊戲活動，例如布偶劇場、棋盤遊戲、繪本創作等，由學生自行設計及運用，透過全校學生參與的

方式，在校園建立良好的氛圍，提升學生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專題研習：學生蒐集不同國家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以及其推廣國家安全教育的措施。透過比較這些國家的相關法例和

措施，了解訂立法例以維護國家安全，正是國際社會的常見做法，從而認識《香港國安法》對保障香港居民的安全、促

進國家及地區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性 

 比賽活動：舉辦比賽(例如書簽／郵票／賀卡／壁報／標語／海報／文件套／風衣設計、寫作、漫畫、短劇、舊曲新詞、

廣告／短片／微電影攝製等)，並配合相關主題(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基本法》頒布、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等周

年紀念)，在校園建立學習氛圍，推動《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例如舉辦班際壁報設計比賽，以文字和圖

像方式，展示《憲法》和《基本法》條文與精神 

 參觀活動：安排學生參訪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加深他們認識國家的外交歷程、外交背後的故事，以及國家對香港居

民的領事保護等；安排學生參觀博物館(例如香港歷史博物館、孫中山紀念館)的常設及專題展覽，加深學生對中國重要

的歷史事件、人物事蹟、民族發展概況及社會文化面貌的認識，並了解香港的發展歷程及其與國家發展的關係，提升學

生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認同感、歸屬感及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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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交流：安排學生到訪大灣區的著名歷史地標(例如廣州陳家祠、鴉片戰爭博物館、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在實際場

景學習歷史，從而建立學生的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並培養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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