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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1123-2010-8070-9015-00001-P001  

 

教育局通函第 94/2025 號  

分發名單：   提供本地高中課程的資助（包括

特殊學校）、官立、按位津貼、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校長／校監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  

2025/26 學年安排  

摘要  

 本通函旨在公布 2025/26 學年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內地考察

的安排。  

 

背景  

2.  公民科內地考察屬於該科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讓所有修讀本地課

程的高中學生通過實地考察活動，親身了解國情和國家的最新發展，增進他們對

中華文化的認識和欣賞，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3.  公民科內地考察於 2023 年 4 月開展，過去三個學年累計已安排超過十四

萬名高中學生參與。師生對公民科內地考察評價正面，普遍認為有助延展課堂所

學，加深了解國家在不同方面的發展，能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  

 

詳情  

行程  

4.  2025/26學年公民科內地考察合共提供 28個行程，當中 18個為一至三天廣

東省內行程， 10個為四至五天廣東省外行程。教育局繼續安排部分行程在當地

「綜合實踐活動基地」或其他參訪點進行體驗式學習活動。此外，配合愛國主義

教育的推行，公民科內地考察亦已進一步增加相關的參訪點，以加強學生對國家

的歷史文化、國情、成就等方面的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和歸屬感。有關 2025/26

學年公民科內地考察行程的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網上報名及申請細則  

5.  所有修讀本地課程的高中學生會獲全額資助，參與一次由教育局籌辦的

公民科內地考察。學校須安排所有高中學生參加，如學生有實際困難及具備充分

理據而未能參與內地考察，應在事前向學校申請，校方須按個別學生的實際情況

及提出的理據審慎處理，並向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校董會匯報。學校

亦須呈報教育局，並妥善處理有關資料及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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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便利安排學習活動（包括考察前、考察期間及考察後的學習活動），學

校應安排同級學生參加同一個內地考察團。如學校計劃於同一學年安排兩個級

別的學生（如中四及中五級）參加內地考察，須向教育局提供每一級別的學生人

數、擬出發月份及行程排序等資料，本局將視為兩個不同的申請；由於修讀公民

科的學生人數龐大，如名額不足，本局將優先安排較高年級的學生前往內地考

察。遇有個別特殊情況，學校可與本局聯絡。  

 

7.  在選擇行程及月份時，學校應盡量避免選擇於內地的出行高峰期出發（例

如春節、勞動節和國慶節），亦應考慮目的地的天氣情況。為照顧特殊學校學生

的需要，本局提供具彈性安排或參訪點設有較多無障礙設施的行程，包括行程 1

至 7，學校可因應校本情況和學生需要作出選擇。為讓學生於內地考察期間參與

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本局強烈建議學校申請兩天或以上的行程，並會因應行程

的名額安排有實際需要的學校（如特殊學校）參與一天行程。有關內地考察行程

申請細則，請參閱附件二。  

 

8.  學校可於 2025 年 7 月 7 日下午 5 時開始登入本局「統一登入

系 統 」 並 完 成 公 民 科 內 地 考 察 網 上 申 請 步 驟 （ 網 址 ：

https://cstour.edb.gov.hk）。所有學校須於 2025 年 7 月 18 日下午 11 時 59

分或之前完成申請。本局將分別於 2025 年 8 月 22 日（適用於 2025

年 10 月至 12 月出發的考察團）及 2025 年 10 月 10 日或以前（適用於 2026 年

1 月至 8 月出發的考察團），透過「統一登入系統」通知學校申請結果。學校於

遞交網上申請後，原則上不能更改。有關遞交網上申請步驟，請參閱附件三。  

 

網上學與教資源  

9.  為支援學校指導學生進行公民科內地考察相關的學與教活動，

本局持續製作包括工作紙、簡報與視訊片段等多元化學與教資源，並

分階段上載至公民科網上資源平台的內地考察專頁（內地考察專頁）

（ https://cs.edb.edcity.hk/tc/mst_lt_resources.php），以供參考與使用。學校可

運用相關資源，指導學生進行考察前、考察期間及考察後的學習活動，以深化學

習。  

 

專題研習  

10.  學校應在學生出發前讓他們了解內地考察行程和參訪點的特色，鼓勵他

們從不同途徑蒐集相關的參考資料，以配合和充實考察的所見所聞和反思。學生

在完成內地考察後，必須進行專題研習，並以個人習作形式向學校呈交報告。除

文字報告外，學生亦可以其他模式，如製作模型、影音短片、網頁，完成研習報

告。學校須按照公民科課程宗旨，制訂校本要求和評分準則，自行評核學生在專

題研習當中的表現，並採取適當的方式，例如學生學習概覽、學校成績表，予以

反映。有關專題研習的詳情，請參閱《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

至中六）》 (2021) 第二章 2.5 段。  

 

 

https://cstour.edb.gov.hk/
https://cs.edb.edcity.hk/tc/mst_lt_resourc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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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果分享  

11.  為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本局將繼續向學校蒐集與內地考察相關的學生

作品（包括照片、短片及學生感言）。學校須於考察結束後六星期內透過電郵傳

送附件四所列載的學生作品予本局。本局將以多元化方式整合及展示學生學習

成果，包括上載作品至內地考察專頁（ https://cs.edb.edcity.hk/tc/mst_sharing.php）或於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中展示。學校在遞交學生作品前，須得到相關人士（包括學生

及其家長／監護人）事前的同意，授權教育局使用、修改或公開發布所有或部分

學生作品的內容，作教育及推廣用途，相關同意書可於內地考察專頁下載

（ https://cs.edb.edcity.hk/file/public/mainland_study_tour/CS_MST_consent_form.docx）。  

 

簡介會  

12.  本局於 2025 年 7 月 4 日及 7 日舉行兩場內容相同的網上簡介

會，向學校講解公民科內地考察的安排、學與教資源、網上申請程序

等。教師及其他學校人員可透過教育局培訓行事曆報名參加（課程編

號：QA0020250054）。  

 

查詢  

13.  有關公民科內地考察的「常見問題」，請瀏覽內地考察專頁

https://cs.edb.edcity.hk/tc/mst_faq.php。如有其他查詢，請聯絡本局人員：  

網上報名、行程安排：  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1 

黎建勳先生（電話：2892 5824）或  

張詠珊女士（電話：2892 6494）  

公民科課程要求、專題研習、  

學與教資源：  

公民與社會發展組  

王婉怡女士（電話：2892 6420）或  

歐秀慧女士（電話：2892 5826）  

 

教育局局長  

（許承恩博士代行）  

 

二零二五年七月四日   

https://cs.edb.edcity.hk/tc/mst_sharing.php
https://cs.edb.edcity.hk/file/public/mainland_study_tour/CS_MST_consent_form.docx
https://cs.edb.edcity.hk/tc/mst_faq.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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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5/26 學年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  

 

I. 行程概覽  

日數  行程  行程名稱  

一天  
CS1  深圳歷史文化內地考察 #  

CS2  珠海航空科技內地考察 #  

兩天  

CS3  深圳創意文化內地考察 # &  

CS4  深圳、前海經濟發展內地考察 #  

CS5  廣州嶺南文化內地考察 # &  

CS6  珠海創新科技內地考察 #  

CS7  中山文化保育內地考察 # &  

CS8  南沙、虎門經濟發展及歷史文化內地考察 &*  

CS9  東莞經濟發展及歷史文化內地考察 ^ &*  

CS10  佛山嶺南文化內地考察 ^  

CS11  韶關自然地貌及經濟發展內地考察 &  

CS12  英德鄉村振興內地考察  

CS13  肇慶自然及文化保育內地考察  

三天  

CS14  惠州、深圳歷史文化及可持續發展內地考察 &*  

CS15  廣州創新科技及體驗式學習內地考察  

CS16  韶關丹霞文化及可持續發展內地考察 &  

CS17  江門、台山僑鄉文化內地考察  

CS18  潮汕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內地考察  

四天  

CS19  湖南歷史文化及傳承內地考察  

CS20  福建經濟發展及海上絲路內地考察  

CS21  江蘇歷史文化內地考察 &*  

CS22  上海文化保育及經濟發展內地考察 &  

五天  

CS23  江西「飲水思源」內地考察 &  

CS24  重慶三峽文化及城市發展內地考察 &*  

CS25  貴州自然地貌及創新科技內地考察 &  

CS26  浙江歷史文化及創新科技內地考察 &  

CS27  陝西古都歷史及現代文明內地考察  

CS28  山東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內地考察 &*  

註：  

1.  所有行程和參訪點會按實際情況調整，如參訪點開放日期、當地天氣，亦有

機會安排乘坐需要轉乘的航班或高鐵班次。  

2.  以「 #」標示的行程同時適合特殊學校參加，具體安排可按學生需要作出調整。 

3.  以「 ^」標示為 2025/26 學年的新增行程。  

4.  以「 &」標示的 15 個行程涵蓋相關「紅色資源」，包括革命歷史遺址、博物

館、專題紀念館等；以「 *」標示的 6 個行程與紀念抗戰勝利 80 周年相關。 

5.  參加者須出席有關內地考察的出發前簡介會。學校可安排參加學生及其家長

一同出席，以了解內地考察的學習目標及行程內容。  

6.  教育局會按需要安排人員出席出發前簡介會及／或隨團，以了解及監察內地

考察的落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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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局／承辦機構或會在內地考察進行期間拍攝及錄影，有關相片及錄影片

段日後亦可能於本局相關網頁／活動中展示，以及轉發予其他政府部門於不

同媒體／場合作展示之用。請學校通知相關持份者。  

 

II. 公民科內地考察行程學習重點  

• 以下行程的建議學習重點均配合《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

至中六）》（ 2021）的「『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

聯相依的當代世界」三個主題。內地考察的學習經驗有助學生達到下列目標：  

➢  學習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各個主題，提升學習成效；  

➢  配合與課程相關的各個範疇，進一步認識國家的成就，藉以提升國民身份
認同，並具備廣闊視野；   

➢  根據事實和證據，以客觀、持平、同理心的態度，清楚表達考察所得和個
人反思；  

➢  認識、欣賞與傳承中華文化，成為具責任感及承擔精神的公民；以及  

➢  實地認識國家發展的不同面貌，以及國家與香港的互動關係，從而了解兩
地的發展機遇及挑戰，有助個人生涯規劃，並思考如何貢獻國家和香港。 

 

• 另外，學校亦可加以配合《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 2021）、《香港
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等課程內容，鞏固學生在考察中的學習，例
如︰  

➢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 2021）第四學習階段：認同自己國民

身份，願意承擔改善國家和人民福祉的責任，愛國愛港；以及   

➢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國家概要」範疇 4.5：進一步認
識和關心國家在各方面（例如：社會、經濟、國防、環境、外交、科技、
醫療衞生、交通基建）的成就，並以國家的成就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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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公民科內地考察各行程的暫定日程及建議學習重點  

行程 1：深圳歷史文化內地考察（一天）  

 

（一）學習目標：  

1.  了解國家保育及傳承文化遺產的工作，探討維護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2.  認識深圳作為中國經濟特區的發展歷史、角色和貢獻，探討國家改革

開放的成就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上午  乘坐旅遊巴士前往深圳  

創意／文創項目（如華
僑城創意文化園）  

 

• 了解當地創意文化的發展，培養學生的
創意思維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下午  南山博物館  

 

• 認識南山的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在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優勢，以及國家改革

開放以來的成就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務的裨
益及貢獻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改革開放概略：發展歷程及相關策略  

•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 涉及香港的發展規劃和政策（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  

南頭古城  

 

• 親身體驗國家活化歷史建築，了解國家
保育及傳承文化遺產的工作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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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學校參訪、參訪深圳博物館、深圳華僑城國家濕地公園、甘
坑客家小鎮、二十四史書院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此行程適合特殊學校，具體安排可按學生需要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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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珠海航空科技內地考察（一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航空科技的發展和規劃，並了解國家在科技上的發展和成就  

2.  增加對大灣區城市發展的認識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上午  乘坐旅遊巴士前往珠海  

珠海大劇院及海韻城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 認識珠海的城巿發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下午  珠海太空中心  

 

 

 

 

 

 

 

 

• 通過導賞、參訪和體驗活動，認識國家科
技的最新發展  

• 認識並探討太空安全等新型領域安全對

國家發展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 了解珠海航空科技的發展和規劃，以及
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並感受國家在航
空科技的發展實力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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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參訪愛飛客航空科普基地、達芬奇航空研學教育基地、珠海
漁女、華發商都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此行程適合特殊學校，具體安排可按學生需要作出調整  

➢  如非特殊原因（如學校位置），此行程使用港珠澳大橋來往香港和珠海  

 

  



10 

 

行程 3：深圳創意文化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科學和創意文化的發展，培養開拓與創新精神  

2.  認識深圳作為中國經濟特區的角色和貢獻，探討國家改革開放的成就  

3.  了解當地青年工作的發展和設施，探索兩地青年人才交流和協作的優

勢和發展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旅遊巴士前往深圳  

深圳‧紅立方  

 

• 通過導賞、參訪和體驗活動，探索科學技
術領域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未來科
技的發展方向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下午  甘坑客家小鎮及  

二十四史書院 &  

 

• 認識國家活化歷史建築、保育及傳承文

化遺產的工作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11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二天  

上午  

深圳巿青少年活動中
心（如深港交流館、義
工天地及深圳巿青年
美術館）  

 

• 了解當地青年工作的發展和設施  

• 了解兩地青年人才交流和協作的優勢，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下午  深圳市當代藝術與城

市規劃館  

• 認識深圳市藝術和城市規劃的歷史和發

展，以及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和人
民生活素質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創意／文創項目（如
華僑城創意文化園）  

• 了解當地創意文化的發展，培養學生的
創意思維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參訪觀瀾版畫村、中國版畫博物館、深圳少年宮、深圳巿科
學技術館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此行程適合特殊學校，具體安排可按學生需要作出調整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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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4﹕深圳、前海經濟發展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增加對大灣區的認識，了解粵港經濟合作現況和發展，並探討年青人

在內地發展的空間和機會，反思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機遇和可擔

當的角色  

2.  了解國家保育及傳承文化遺產的工作，探討維護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3.  認識深圳作為中國經濟特區的角色和貢獻，探討國家改革開放的成就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旅遊巴士前往深圳  

南山博物館  • 認識南山的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在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優勢，以及國家改革
開放以來的成就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務的裨
益及貢獻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改革開放概略：發展歷程及相關策略  

•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 涉及香港的發展規劃和政策（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  

下午  南頭古城  

 

• 親身體驗國家活化歷史建築、保育及傳

承文化遺產的工作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第二天
上午  

深圳博物館及  

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  

• 通過導賞、參訪和體驗活動，認識深圳的
歷史及文化發展，了解深圳歷代市民生

活環境和城市生活風貌  

• 認識深圳近年經濟發展，以及國家改革
開放以來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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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改革開放概略：發展歷程及相關策略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下午  前海展示廳及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 認識前海規劃的概念、現況及發展，以及
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和成就  

• 認識夢工場創建的理念及基礎建設，探
討年青人在前海發展的機會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 涉及香港的發展規劃和政策（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  

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參訪華僑城創意文化園、深圳華僑城國家濕地公園、虹橋公
園、學校參訪、飛亞達計時文化中心、深圳科學技術館新館、寶安 1990、寶
安區城市規劃展覽館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此行程適合特殊學校，具體安排可按學生需要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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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5：廣州嶺南文化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近代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以及其對國家發展的深遠影響  

2.  認識當地農業發展，認同維護糧食安全的重要性  

3.  認識嶺南文化的特色，了解國家如何保育文物及傳承文化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增城／新塘  

當地一個農業 ／稻米
生產園區  

• 通過導賞、參訪和體驗活動，了解當地農
業的發展，認識農業科技對糧食供應和
生態的影響  

• 認識並探討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對國家
發展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下午  增城區規劃館  • 通過認識增城區的城巿規劃和發展，了
解增城區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所擔當的
角色  

• 認識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轉變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 涉及香港的發展規劃和政策（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與促進香
港發展的關係  

瓜嶺村  • 了解鄉村振興項目對當地文物的保育及
民生活動的影響和成效，以及運用鄉村
公共文化空間的成功示例  

• 通過體驗式學習活動，認識非物質文化
遺產和中華傳統文化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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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二天  

上午  

沙面建築群  • 參觀曾被劃為英法租界的沙面地區，明
白國土安全是維護國家安全不可缺少的
部分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
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
館  

或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 &  

 

• 了解國家近代重要歷史事件及人物，探
討他們對國家的影響，提升國民身份認
同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下午  廣州嶺南印象園  

 

• 認識嶺南水鄉文化及南方藝術的特色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參訪 1978 電影小鎮、廣東省博物館、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
廣州起義烈士陵園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  此行程適合特殊學校，具體安排可按學生需要作出調整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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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6：珠海創新科技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航天／航空科技的發展和規劃，並了解國家在科技上的發展

和成就   

2.  認識當地創新科技的現況和成就，並探討對國家長遠發展的影響  

3.  增加對大灣區城市發展的認識，探索內地升學和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旅遊巴士前往珠海  

珠海太空中心  • 通過導賞、參訪和體驗活動，認識國家科
技的最新發展  

• 認識並探討太空安全等新型領域安全對
國家發展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 了解珠海航空的發展和規劃，以及所面
對的機遇和挑戰，並感受國家在航天／
航空科技的發展實力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下午  當地一個農業園區（如

粵港澳現代農業示範
園）  

 

• 通過導賞、參訪和體驗活動，了解創新科

技發展，認識農業科技對糧食供應和生
態的影響  

• 認識並探討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對國家
發展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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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第二天  

上午  

當地一所大學  

 

 

 

 

 

 

 

 

 

 

 

 

 

 

或  

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
憲法與基本法教育館  

 

• 通過參訪、講座或交流活動，認識內地教
育政策、升學情況及學習環境，並探討年
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 參加體驗式學習活動／課程，認識國家
創新科技或人工智能或城巿最新發展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或  

• 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歷史和
制度，加強對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治體制的認識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
（主權治權在中國），「一國兩制」及
《基本法》的法律依據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下午  當地一所企業  

 

• 通過導賞和參訪活動，認識內地創新科
技或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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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愛飛客航空科普基地、達芬奇航空研
學教育基地、珠海大劇院及海韻城、珠海漁女、華發商都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此行程適合特殊學校，具體安排可按學生需要作出調整  

➢  如非特殊原因（如學校位置），此行程使用港珠澳大橋來往香港和珠海  

  



19 

 

行程 7：中山文化保育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文物保育與傳承的工作，探討維護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2.  認識嶺南文化的特色，了解國家文化傳承工作  

3.  增加對大灣區城市發展的認識，探索內地升學和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旅遊巴士或高速船前往中山  

中山五桂山客家莊土
樓群  

 

• 通過導賞和參訪活動，了解被譽為「東方
古城堡」客家土樓的建築工藝和風格，思
考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及傳承  

• 認識傳統家庭社會和諧相處的生活模
式，以及宗族血緣倫理觀念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中山市博物館  

 

• 通過導賞和參訪，了解中山的歷史文化
及經濟發展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孫文路騎樓街  • 認識具中西合璧建築特色的「南洋風格
建築」群，民族傳統建築風格與南洋建築
特色融為一體的建築特色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二天  

上午  

當地一所大學  

 

• 通過參訪、講座或交流活動，認識內地教
育政策、內地升學情況及學習環境，並探
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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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或  

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
憲法與基本法教育館  

 

• 參加體驗式學習活動／課程，認識和體
驗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及其傳承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或  

• 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歷史和
制度，加強對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治體制的認識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
（主權治權在中國），「一國兩制」及
《基本法》的法律依據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下午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孫中山故居、孫中山
紀念展示區、辛亥革

命紀念公園及翠亨村
&  

 

• 通過導賞和參訪活動，了解近代革命歷
史和事蹟，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乘坐旅遊巴士或高速船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中山詹園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此行程適合特殊學校，具體安排可按學生需要作出調整  

➢  如非特殊原因（如學校位置），此行程使用高速船或港珠澳大橋來往香港和中山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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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8：南沙、虎門經濟發展及歷史文化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增加對大灣區的認識，了解粵港經濟合作現況和發展，並探討年青人

在內地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2.  認識近代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以及其對國家發展的深遠影響  

3.  了解保家衛國、不屈不撓的精神，認同維護國土安全的重要性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虎門  

鴉片戰爭博物館 &  

或  

虎門海戰博物館及虎
門炮台（威遠炮台）&  

 

• 認識鴉片戰爭的歷史、林則徐虎門銷煙
和當時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重大歷史事
件，以及香港問題的由來  

• 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如國土安
全和軍事安全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

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下午  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
&*  

• 認識抗日戰爭的歷史，了解維護國家安
全的重要性，如國土安全和軍事安全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
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當 地 一 個 農 業 園 區
（如明珠現代都市農
業實驗園）  

 

 

 

或  

當地與航天或創新科
技相關的企業（如廣東
空天科技研究院或中
科宇航）  

• 通過導賞、參訪和體驗活動，了解創新科
技發展  

• 透過體驗式學習活動，認識農業科技對
糧食供應和生態的影響  

• 認識並探討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對國家
發展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或  

• 了解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經濟發展與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新情況  

• 認識國家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 

教育和最新發展（如數字科技、航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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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技）；探討資源安全、太空安全、科技安
全等對國家發展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第二天  

上午  

南沙規劃展覧館  

 

• 認識南沙規劃的概念、現況及發展，以及
大灣區發展規劃和政策  

• 了解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最新情況，探討年青人在大灣區發
展的機會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 涉及香港的發展規劃和政策（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  

下午  

 

當地一個能源或基建
項目（如華潤熱電、第
四資源熱力電廠、高
新沙水庫、廣汽科技
館）  

• 認識能源安全及科技安全是國家穩定發
展的重要基礎  

• 加深學生對處理固體廢物技術的認識，
提升學生對能源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意
識  

或  

• 了解國家最新汽車科技的發展和趨勢，
探討新能源汽車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 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素質的轉變
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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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學校參訪、參訪南沙明珠灣開發展覽中心、南沙天后宮、粵
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國情教育實踐基地、霍英東紀念館、星海故里歷史文化中
心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或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與紀念抗戰勝利 80 周年相關的
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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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9：東莞經濟發展及歷史文化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文物保育與傳承的工作，探討維護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2.  認識近代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以及其對國家發展的深遠影響  

3.  了解保家衛國、不屈不撓的精神，認同維護國土安全的重要性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虎門  

鴉片戰爭博物館 &  

或  

虎門海戰博物館及虎
門炮台（威遠炮台）&  

 

• 認識鴉片戰爭的歷史、林則徐虎門銷煙
和當時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重大歷史事
件，以及香港問題的由來  

• 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如國土安
全和軍事安全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
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下午  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
&*  

• 認識抗日戰爭的歷史，了解維護國家安
全的重要性，如國土安全和軍事安全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
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當地一所企業（如創
新科技、人工智能、基
礎建設）  

• 通過導賞和參訪活動，認識內地創新科
技、數字科技或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第二天  

上午  

松山湖生態景區  

 

• 認識松山湖生態景區和高科技園區規劃
的概念、現況及發展，以及大灣區發展規
劃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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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 認識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育平衡，可持續
發展對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 涉及香港的發展規劃和政策（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下午  

 

莞城區（中興路騎樓
街、莞城街道）及東莞
可園  

• 了解國家的文化保育現況和成效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 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素質的轉變
與提升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參訪東莞展覽館、東莞博物館、南社明清古村落或其他同類
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或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與紀念抗戰勝利 80 周年相關的
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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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0：佛山嶺南文化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了解嶺南文化的歷史、特色和發展  

2.  認識當地文物保育與傳承的工作，探討維護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3.  了解保家衛國、不屈不撓的精神，認同維護國土安全的重要性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佛山  

佛山鴻勝館  

 

• 認識中國武術的歷史、文化特色和發展  

• 思考傳承武術文化所面對的挑戰，並欣
賞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佛山嶺南天地  • 通過考察活化歷史建築物，探討可持續
保育政策的成效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燈湖西街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第二天  

上午  

南風古灶及製陶廳  

 

• 體會嶺南傳統陶藝的創作過程，並了解
嶺南文化及相關的歷史，探討國家文物
保育在可持續發展上的可行性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順德祠堂  • 認識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探討宗祠文
化對家庭觀念的影響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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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粵劇大觀園及  

順德粵劇博物館  

 

• 認識粵劇的歷史、文化特色和發展  

• 了解嶺南古建築的藝術風格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參訪粵劇藝術博物館、佛山廣東粵劇博物館或其他同類參
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或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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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1：韶關自然地貌及經濟發展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識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以及現代重工業的發展  

2.  認識國家近代歷史和革命事蹟及人物，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和了解維

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3.  了解丹霞山的地貌特徵，以及如何善用當地資源發展經濟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韶關  

北伐戰爭紀念館 &  

 

• 了解國家近代革命歷史和人物，培養愛
國情懷，並提升國家安全意識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下午  韶關鋼鐵廠  • 了解華南重工業基地代表韶關鋼鐵廠的
發展，參觀現代化重工業生產線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改革開放概略：發展歷程及相關策略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韶州府學宮、百年東
街及風采樓  

• 參訪韶關地標性建築，了解當地傳統文
化、文化保育和活化的的情況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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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二天  

上午  

丹霞山博物館、科普
生態講座／體驗式學
習 活 動 及 實 地 考 察
（科普一號線）  

 

 

• 認識丹霞山的地貌特徵  

• 了解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 體驗生態考察課程，了解丹霞山的地質
地貌、植物及昆蟲生態與多樣性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下午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參訪韶州歷史文化博物館、紅軍長征紀念館、粵港澳大灣區
資料中心、南華禪寺、曹溪文化小鎮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或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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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2﹕英德鄉村振興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識鄉村振興的背景和對當地歷史和文化傳承的重要性，以及了解國

家新型農村經濟，反思個人或香港在國家發展上的機遇和可擔當的角

色  

2.  了解自然資源保育的工作，認識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和生態安全的重要

性  

3.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英德  

寶晶宮  • 認識喀斯特地貌  

• 了解自然資源保育的工作，認識可持續

發展的概念和生態安全的重要性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下午  當地一所企業（如茶
園）  

 

• 認識當地企業發展和科技應用  

• 通過體驗式學習活動加深對企業和生態
的認識  

• 認識國家新型農村經濟，反思個人或香

港的機遇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鄉村振興項目（如龍華
村）  

• 認識鄉村振興的背景和探討對當地歷史
和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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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二天  

上午  

當地一所中學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
式等的異同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
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下午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英德巿博物館、連梓村、仙橋地下河、
徐家莊生態旅遊度假區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或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32 

 

行程 13：肇慶自然及文化保育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識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了解及思考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

要性  

2.  認識當地自然生態，探討開發自然地貌作為旅遊點對可持續發展的影

響  

3.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肇慶  

下午  七星岩  • 認識七星岩摩崖石刻的歷史文化與藝術
價值，以及文物保育工作的困難與成果  

• 探討開發自然地貌作為風景區對環境及
當地經濟和民生的影響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肇慶宋城牆  • 了解宋城牆的歷史與保育情況，認識文
物古蹟保育的困難和挑戰  

• 認識宋城牆對推動當地旅遊經濟發展的
貢獻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紫荊西堤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第二天  

上午  

黃岩洞景區  • 考察古人類遺址及出土文物，了解嶺南

史前文化，以及探討國家保育自然旅遊
資源的重要性  

 

 



33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下午  當地一所中學或高校  

 

• 通過參訪、講座或交流活動，認識內地教
育政策、升學情況及學習環境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
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中國端硯博物館、肇慶巿博物館或其
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或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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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4：惠州、深圳歷史文化及可持續發展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識當地歷史文化的保育與傳承，並深入了解香港回歸的歷程，提升  

國民身份認同  

2. 了解新型能源的最新發展，認識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和核安全的重要性  

3.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惠州  

東坡祠  • 認識當地歷史文化，探討國家文物保育
在可持續發展上的可行性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老城區西湖及古城牆  • 欣賞惠州西湖景色，認識當地的歷史文
化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水東街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第二天  

上午  

大亞灣核電基地  

 

• 了解國家核安全及國家核電發展，認識
能源安全及科技安全是國家穩定發展的
重要基礎  

• 提升學生對核安全的意識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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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務的裨
益及貢獻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下午  大鵬所城  

 

 

 

 

 

 

 

 

 

 

 

 

 

 

或  

深圳地質博物館  

• 體驗國家如何活化歷史建築，了解國家
保育及傳承文化遺產的工作  

• 透過考察大鵬所城遺蹟，認識國土安全

的意義與重要性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
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或  

• 認識大鵬半島的地質、地貌和生態資源  

• 認識保育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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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三天  

上午  

深圳市 3D 打印創新博
物館  

• 了解國家科技的最新發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下午  當地一所中學  

 

 

 

 

 

 

 

 

 

 

或  

深圳市坪山區東江縱
隊紀念館 &*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
式等的異同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
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或  

• 認識抗日戰爭的歷史，了解維護國家安
全的重要性，如國土安全和軍事安全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乘坐高鐵或旅遊巴士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深圳古生物博物館、深圳美術館新館、
龍華區規劃館、觀瀾版畫村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或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與紀念抗戰勝利 80 周年相關的

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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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5：廣州創新科技及體驗式學習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創新科技的科研設備及其對維護國家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的

重要性，培養開拓與創新精神，以及對科技的興趣  

2.  參與體驗式學習活動，認識不同領域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並認識傳統

中華文化  

3.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廣州  

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
心  

• 認識融合高性能計算、大數據處理、雲計
算的平台技術和服務  

• 探討創新科技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認
同維護科技安全的必要性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下午  廣東省博物館  • 認識廣東民俗文化特色、歷史文化變遷，
以及嶺南文化及特色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永慶坊  • 了解如何把國家優秀的傳統文化和現代
生活融為一體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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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二天  

上午  

下午  

廣州市中學生勞動技
術學校  

（參觀防震減災科普
館、安全教育樓禁毒
館、流動科普展館或
交通安全教育場館、
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
坊等）  

• 了解生態安全、資源安全，可持續發展理
念  

• 通過體驗不同事故的模擬場景，學習正
確的自救知識和提高自我保護能力  

• 參加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的體驗式學
習活動，了解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與當地學生交流，分享兩地文化的特色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三天  

上午  

 

沙面建築群及城市遊
覧（包括海心沙亞運
公園、珠江新城、花城
廣場和外觀廣州塔及
廣州美術館新館）  

 

• 參觀曾被劃為英法租界的沙面地區，明
白國土安全是維護國家安全不可缺少的
部分  

• 了解廣州城市規劃的歷史和發展，探討
可持續城市對人民生活素質的重要性  

• 參訪亞運會場地，了解綜合國力的轉變
與提升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
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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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下午  廣東科學中心  

 

• 了解國家科學、科技方面的發展和成就  

• 認識科技安全、人工智能安全是國家穩
定發展的重要基礎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廣州市城市規
劃展覽中心、廣州博物館、黃閣麥氏大宗祠、南越王博物院、廣州黃花崗公園
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或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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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6﹕韶關丹霞文化及可持續發展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參與體驗式學習活動，認識丹霞地貌特徵和客家傳統文化，探討保育

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2.  認識國家近代歷史和革命事蹟及人物，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3.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韶關  

南雄珠璣古巷  • 認識韶關歷史和文化的特色和傳統  

• 探討文物保育與傳承的重要性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梅關古道  • 認識嶺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的特色和傳統  

• 了解韶關在歷史、地理和文化發展上的

地位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韶州府學宮、百年東街
及風采樓  

• 參訪韶關地標性建築，了解當地傳統文
化、文化保育和活化的的情況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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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二天  

上午  

紅軍長征粵北紀念館 &  

及  

仁化城口鎮 &  

• 了解國家近代革命歷史和人物，培養愛
國情懷，並提升國家安全意識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下午  丹霞山博物館、科普生
態講座／體驗式學習
活動及實地考察（科普
一號線及長老峰索道） 

• 認識丹霞山的地貌特徵  

• 了解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 體驗生態考察課程，了解丹霞山的地質
地貌、植物及昆蟲生態與多樣性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第三天  

上午  

 

當地一所中學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
式等的異同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

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下午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韶關鋼鐵廠、北伐戰爭紀念館、南華禪
寺、曹溪文化小鎮、韶州歷史文化博物館、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大村）基地或
其他同類參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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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或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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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7：江門、台山僑鄉文化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了解當地僑鄉文化的歷史和僑胞對國家發展的貢獻  

2.  認識古代建築和村落的建築藝術特色及文化內涵  

3.  認識國家如何善用科技應對保育文化遺產所面對的挑戰，以及當中的

保育成果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開平  

下午  赤坎古鎮及赤坎歐陸
風情街  

 

• 了解赤坎古鎮的發展歷史與保育情況  

• 了解各種舊建築（如堤西路的騎樓）的建
築藝術特色及其蘊含的文化意義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第二天  

上午  

台山海口埠、浮月村、
台城街道  

• 認識僑胞艱苦拼搏的精神  

• 認識浮月村洋樓結合傳統雕樓及外國建
築風格，了解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  

下午  伍炳亮黃花梨藝博館  • 認識傳統傢具設計的發展，探討傳統藝
術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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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三天  

上午  

江門市潮連盧邊村、盧
氏宗祠與洪聖殿  

 

• 認識傳統村落發展的歷史背景及相關的
文化傳統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江門五邑華僑華人博
物館  

• 認識華僑實業救國的故事，了解僑胞對
國家的歸屬感和心繫祖國的情懷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新會陳皮村  • 了解陳皮的歷史起源及傳統製作工藝，
認識新會陳皮文化及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參訪開平市博物館、中國僑都華僑華人博物館或其他同類
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或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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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8：潮汕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與體驗潮汕地區傳統建築藝術和工藝的特色，其設計背後所反

映的歷史文化和思想，反思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的重要性  

2.  認識潮州的近代歷史和經濟發展  

3.  認識改革開放後人民生活的轉變對能源需求的影響，了解能源科技的

最新發展，探討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和能源安全的重要性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潮州／汕頭  

下午  海關關史博物館  • 認識汕頭經濟特區及其現今經濟發展  

• 認識潮汕文化的歷史及反思文化傳承的
重要性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改革開放概略：發展歷程及相關策略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潮汕歷史文化博覽中
心  

第二天  

上午  

百師園創意館及陶瓷
工作坊  

 

• 通過參訪展館及參與製作陶瓷，認識潮
州的陶瓷工藝及其文化背景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韓公祠  

 

• 認識潮汕祠堂的傳統建築、石刻、潮州木
雕、嵌瓷等特色  

• 認識中華文化懷抱祖德和慎終追遠的傳
統思想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廣濟橋  

 

• 通過參訪四大古橋之一的廣濟橋，探究

潮州市政府對文物保育的政策，以及所
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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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牌坊街及古城  

 

• 親身體驗古代潮州的城鎮建築及規劃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三天  

上午  

汕頭工業博物館  • 認識汕頭工業文化的發展及其保育和活
化工作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改革開放概略：發展歷程及相關策略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下午  海豐電廠  • 了解國家能源／火力發電發展，認識能
源安全及科技安全是國家穩定發展的重
要基礎  

• 認識改革開放後人民生活的轉變對能源
需求的影響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參訪當地企業、汕頭開埠文化陳列館、中國瓷都陳列館、饒
宗頤學術館、大吳泥塑博物館、陳慈黌故居、汕頭市潮宏基臻寶首飾博物館或
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或跨境旅遊巴士往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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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9：湖南歷史文化及傳承內地考察（四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湖南省的歷史和文化，以及探討當地傳統文化遺產保育的現況

和成就  

2.  認識湖南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3.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長沙  

下午  當地一所企業（如創
意工業／創新科技／
機電工程）  

• 認識國家最新企業的發展和成就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太平老街  • 參訪歷史建築，認識明清街巷格局及湖
湘文化風貌，了解國家如何保育非物質
文化遺產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二天  

上午  

當地一所中學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
式等的異同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
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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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下午  湖南博物院  • 通過認識馬王堆漢墓文物、商周青銅器、
楚文物、歷代陶瓷、書畫和近現代文物
等，探究歷史文物的保育與中華文化的
傳承，了解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必要性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三天  

上午  

長沙銅官窯國家考古

遺址  

• 通過文物展示與長沙銅官窯的歷史沿

革、製瓷工藝流程、文化堆積等內容，了
解歷史與文化價值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嶽麓書院及愛晚亭  • 認識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歷史和文化遺
蹟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天心閣  • 參訪歷史建築，認識天心閣作為長沙市
內重要建築的歷史，及了解國家保育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情況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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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四天  

上午  

長沙簡牘博物館  • 通過認識古代簡牘及金玉器、木漆器等
文物，探究歷史文物的保育與中華文化
的傳承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靖港古鎮、潮宗街、黃興路步行街或其
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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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0：福建經濟發展及海上絲路內地考察（四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福建省的歷史文化，以及現今廈門和泉州的城市發展，了解國

家對歷史文物的保育與中華文化的傳承  

2.  了解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人民生活素質的轉變與提升  

3.  認識福建省作為海上絲路起點的歷史  

4.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泉州  

下午  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 認識古代海外交通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歷
史與發展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洛陽橋  • 認識宋代古橋，古代「四大名橋」之一的
歷史，了解保育文物古蹟工作和成效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二天  

上午  

泉州府文廟  

 

• 認識國家古代科舉制度的歷史、價值與
傳承，以及儒家思想與孔子文化的特質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開元寺  • 認識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及歷史文化名
城泉州的重要地標  

• 欣賞福建省內最大寺廟的雄偉建築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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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下午  當地一所企業（如創新
科技、服裝業）  

或  

當地一所大學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或  

• 通過參訪、講座或交流活動，認識內地教
育政策、升學情況及學習環境  

•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第三天  

上午  

鼓浪嶼  

 

• 欣賞島上古典建築群，認識其建築特色  

• 認識近代歷史事件和人物——鄭成功，
以及其與當地海運發展的關係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集美學村  • 認識愛國華僑對國家的貢獻  

• 欣賞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中山路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第四天  

上午  

當地一所中學或高校  

 

• 通過參訪、講座或交流活動，認識內地和
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式等的異同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
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 認識內地升學情況及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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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下午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曾厝垵、廈門科技館、泉州博物館、世

茂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源和 1916 創意產業園、泉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館或其
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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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1：江蘇歷史文化內地考察（四天）  

 

（一）學習目標：  

1.  探索南京的歷史及文化，並認識當地的文物保育工作  

2.  認識抗日戰爭、近代史和革命事蹟，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和了解維護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3.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飛機前往南京  

下午  老門東、夫子廟及科舉
博物館  

• 認識當地傳統老城民居的風貌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 認識傳統江南文化和科舉歷史，以及孔

子的教育理念和對後世的影響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二天  

上午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 &*  

• 認識抗日戰爭和南京大屠殺歷史，提升
國民身份認同和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

要性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54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下午  當地一所中學  

 

 

 

 

或  

當地一所大學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
式等的異同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
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或  

• 通過參訪、講座或交流活動，認識內地教
育政策、升學情況及學習環境  

•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第三天  

上午  

中山陵  • 了解孫中山先生為國家作出的貢獻，認
識及欣賞糅合中西建築風格的中山陵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明孝陵  • 了解及欣賞明代初期的建築文化和石刻
藝術的成就，以及其對明清兩代帝王陵
寢形制的影響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南京明城牆  • 認識全國規模最大的明代城牆建築，了
解自古以來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和文物保
育的成效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四天  

上午  

雨花台烈士陵園 &*  • 認識近代歷史和革命事蹟，提升國民身
份認同  

• 參訪江蘇國家安全教育館，了解維護國
家安全對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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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下午  乘坐飛機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牛首山、南京博物院、寒山寺或其他同
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經深圳轉乘的航班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與紀念抗戰勝利 80 周年相關的
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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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2：上海文化保育及經濟發展內地考察（四天）  

 

（一）學習目標：  

1.  探索上海在國家歷史與文化中的地位和影響，以及文化保育及傳承

的實踐  

2.  認識上海最新的規劃及經濟發展，體驗經濟發展的成就  

3.  了解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的轉變，以及參與國際事務所擔當

的角色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飛機前往上海  

下午  當地一所企業（如汽
車製造、基礎建設、創
新科技）  

• 認識國家最新企業的發展和成就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第二天  

上午  

上海市智慧城市體驗
中心  

 了解上海城市整體規劃的理念及城市特
色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錢學森圖書館  • 認識錢學森醉心科學研究及建設國家的
精神  

• 認識國家航天事業的歷史與發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下午  朱家角  • 通過參訪水鄉古鎮，了解江南歷史文化

特色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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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三天  

上午  

上海世博會博物館  • 了解世博會的歷史和發展  

• 認識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的轉
變，以及參與國際事務所擔當的角色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 參與國際事務  

◼ 參與國際事務對於國家整體發展的
影響，以及香港在當中擔當的積極角
色  

下午  市內考察（如靜安寺、
城隍廟、豫園、南京路
步行街、外灘、新天
地）及浦江遊  

• 通過欣賞古典建築和體驗傳統文化，了
解上海歷史文化特色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認識上海經
濟發展成就和城巿發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第四天  

上午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
國代表大會紀念館 &  

或  

上海巿歷史博物館  

• 認識近代革命事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的歷史，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東方明珠塔  

 

• 了解上海的發展過程及改革開放前的風
貌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 改革開放概略：發展歷程及相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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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下午  乘坐飛機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行程將改為參訪徐家匯書院、世界技能博物館、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
館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經深圳轉乘的航班往返香港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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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3：江西「飲水思源」內地考察（五天）  

 

（一）學習目標：  

1.  參訪東江源頭，認識東江水供港歷史和兩地密切關係  

2.  認識及體驗客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了解文化遺產保育與傳承  

3.  認識近代歷史和革命事蹟，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和了解維護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  

4.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南昌  

下午  江西革命烈士紀念堂
及八一廣場 &  

• 了解國家近代革命歷史和人物，培養愛
國情懷，並提升國家安全意識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第二天  

上午  

當地一個現代農業示
範園區（如江西省現
代農業博覽園）  

• 通過導賞、參訪和體驗活動，了解現代農
業如何運用創新科技提高生產質量  

• 透過體驗式學習活動，認識農業科技對
糧食供應和生態的影響  

• 認識並探討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對國家
發展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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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下午  當地一所企業（如汽
車製造、基礎建設、鋼
鐵業）  

 

• 探討改革開放和科技發展如何帶動企業
持續發展和國家長遠發展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第三天  

上午  

當地一所中學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
式等的異同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

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下午  江南宋城歷史文化旅
遊區  

• 認識國家活化歷史建築、保育及傳承文
化遺產的工作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長征第一渡》舞台
劇 &  

• 認識長征歷史和革命事蹟，提升國民身
份認同，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如
國土安全和軍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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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第四天  

上午  

中央紅軍出發地歷史

紀念館 &  

• 認識長征歷史和革命事蹟，提升國民身

份認同，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如
國土安全和軍事安全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下午  三百山  

 

• 參訪東江源頭，認識東江水供港歷史和
兩地密切關係  

• 認識當地獨有火山地貌，探討內地自然
資源保育的成效，發展生態旅遊對可持
續發展的重要性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 不同持份者在推動環境保育方面的
角色和責任  

第五天  

上午  

世界客家民俗文化城  • 認識客家傳統文化和習俗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龍南關西圍  

 

• 認識客家圍村建築和傳統習俗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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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崇義博物館、古浮橋、通天岩、新四軍
軍部舊址陳列館、賀龍指揮部舊址、紅谷灘區元宇宙 VR 數字農業示範基地、
贛州福壽溝博物館、七鯉古鎮、滕王閣、南昌艦主題公園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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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4：重慶三峽文化及城市發展內地考察（五天）  

 

（一）學習目標：  

1.  探索重慶巴渝文化的歷史及文化遺蹟  

2.  認識重慶城市建設發展情況、國家工業發展的概況，以及企業在內

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3.  認識重慶於近代歷史和革命事蹟所擔當的角色和地位，了解維護不

同領域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4.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飛機前往重慶  

下午  洪崖洞民俗風貌區及
解放碑  

• 參觀重慶標誌性建築，認識重慶城市發
展和巴渝文化風貌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第二天  

上午  

當地一所中學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
式等的異同  

• 通過專題講座或課堂，加深對兩地歷史
文化及最新發展的認識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
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下午  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
&*  

• 認識抗戰歷史，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
要性，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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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黃桷埡老街  • 認識巴渝文化風貌和茶馬古道歷史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三天  

上午  

重慶市規劃展覽館  • 通過參觀和體驗活動，認識重慶城市發
展歷程和未來發展規劃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改革開放概略：發展歷程及相關策略  

下午  輕軌  • 通過體驗巿內公共交通，了解重慶人民
日常生活、城市風貌和城市建設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重慶 1949》舞台劇 &  • 通過觀看舞台劇，了解國家近代革命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第四天  

上午  

重慶工業博物館  

 

• 認識國家工業發展的策略和轉變  

• 了解活化工業遺產對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改革開放概略：發展歷程及相關策略  

下午  當地一所企業（如創
新科技、重工業）  

 

或  

當地一所高校或大學  

• 認識國家最新企業的發展和成就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或  

• 通過參訪、講座或交流活動，認識內地教
育政策、升學情況及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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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第五天  

上午  

重 慶 中 國 三 峽 博 物
館、人民大禮堂及中
山四路 &*  

• 認識對重慶發展影響深遠的巴渝文化、
三峽文化、移民文化及城市文化  

• 認識重慶近代革命歷史，了解維護國家
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下午  乘坐飛機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白鶴梁水下博物館、重慶科技館、湖廣
會館、中國民主黨派歷史陳列館、紅岩革命紀念館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經深圳轉乘的航班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與紀念抗戰勝利 80 周年相關的
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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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5：貴州自然地貌及創新科技內地考察（五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貴州的自然及人文風貌，以及認識鄉村振興的背景和對當地歷

史和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2.  了解當地在文物保育方面的工作，以及認識國家保育世界遺產和可

持續發展的情況  

3.  了解國家在天文科技的發展及維護國家新型領域安全的重要性  

4.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高鐵前往遵義  

下午  遵義會議會址 &  

 

 

 

 

 

 

 

 

 

 

• 了解紅軍和革命歷史，培養愛國情懷，並
提升國家安全意識  

• 探討歷史文物保育的重要性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第二天  

上午  

土城古鎮及四渡赤水
紀念館 &  

• 認識土城作為古代航運和經濟重鎮的歷
史，了解當地政府保育古鎮的成效  

• 了解紅軍和革命歷史，培養愛國情懷，並
提升國家安全意識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下午  鄉村振興項目（如遵
義希望小鎮）  

• 認識鄉村振興的背景和探討對當地經濟
發展、生態保育和生活素質的重要性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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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甲秀樓  

 

• 欣賞甲秀樓的獨特建築構造，了解甲秀
樓的保育情況，認識當地政府在文物保
育方面的工作  

• 認識甲秀樓對推動當地旅遊經濟發展的
貢獻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三天  

上午  

平塘國際天文體驗館  

 

• 認識國家在天文科技方面的發展和成
就，了解它對國防建設和維護國家新型
領域安全的重要性，培養學生總體國家
安全觀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下午  FAST 射電望遠鏡  

（「中國天眼」）  

• 認識世界最大的單口徑球面望遠鏡「中
國天眼」（ FAST）如何能探測銀河系以
外的脈衝星，打開探索宇宙的視窗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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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四天  

上午  

黃果樹瀑布  • 欣賞自然生態環境，並認識國家保育環
境的成就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
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下午  壩陵河橋樑博物館及
壩陵河大橋  

 

• 了解貴州交通基建的建設情況，例如興
建大型橋樑的成就，以及對經濟及旅遊
發展帶來的好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第五天  

上午  

當地一所中學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
式等的異同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

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下午  乘坐高鐵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西江千戶苗寨、陡坡塘瀑布、青雲市
集、國家大數據展示中心、貴州省博物館、貴州省地質博物館或其他同類參訪
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轉乘的高鐵班次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69 

 

行程 26：浙江歷史文化及創新科技內地考察（五天）  

 

（一）學習目標：  

1.  了解浙江歷史與文化，以及江南水鄉的特色  

2.  探索浙江文化傳承，了解當地保育文物的工作  

3.  認識浙江省創新科技的產業發展和機遇，以及其對維護國家科技安

全的重要性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4.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飛機前往杭州  

下午  西湖及雷峰塔  • 欣賞西湖景色，了解浙江的歷史與文化
傳承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南宋御街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第二天  

上午  

當地一所高校或大學  • 通過參訪、講座或交流活動，認識內地教
育政策、升學情況及學習環境  

• 加強自我裝備，追求個人或事業目標，發

揮潛能，以貢獻社會和國家  

• 認識浙江創意或媒體教育的情況，了解
和反思傳媒素養的重要性  

•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下午  良渚文化遺址及良渚
博物院  

• 通過參觀良渚古城的遺址及欣賞相關出
土文物，認識五千年前完整的制度系統、
社會組織能力、水利工程等  

• 了解文物保育工作的困難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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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三天  

上午  

當地一所企業（如創
新科技、數字企業、文
化創意產業）  

• 了解浙江高新企業及數字經濟發展  

• 了解內地與香港在企業文化方面的異
同，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和機
會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經濟全球化  

◼ 各國經濟體系的互相依存和國際經
濟組織合作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下午  當地一所中學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
式等的異同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
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第四天  

上午  

杭州亞運會會場及博
物館  

• 認識亞運會的歷史、發展和成就  

• 從國家舉辦亞運會，了解綜合國力的轉
變與提升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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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下午  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
&、南湖紅船 &、嘉興粽
子文化博物館  

• 了解國家的發展歷史，學習「敢為人先、
百折不撓」的精神  

• 了解嘉興粽子文化的起源及傳承脈絡，
體驗粽子的製作過程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五天  

上午  

烏鎮東柵景區及茅盾

故居  

• 了解浙江傳統歷史與文化，感受江南水

鄉魅力  

• 欣賞現代文學的重要人物，了解茅盾對
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並學習其愛國情
懷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乘坐飛機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杭州博物館、世界互聯網科技館、互聯
網之光博覽中心、國家版本館、靈隱寺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經深圳轉乘的航班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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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7：陝西古都歷史及現代文明內地考察（五天）  

 

（一）學習目標：  

1.  探索陝西的歷史古都及文化遺蹟，體驗盛唐的繁華景象和燦爛文明  

2.  感受國家五千年文化的歷史脈絡，並認識當地的文物保育工作  

3.  認識國家的航空科技發展，了解新時代國家發展巨大成就及維護國

家不同領域安全的重要性  

4.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飛機前往西安  

下午  明長安古城牆、西安鐘
樓、鼓樓  

• 認識全國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和唐代城牆
建築，了解自古以來國家安全的重要  

• 觀摩鼓樓和鐘樓兩座歷史建築特色，感
受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和古代文明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二天  

上午  

陝西歷史博物館及專
題講座  

• 通過導賞和參訪，認識不同朝代的珍品
文物，感受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歷史脈絡  

• 通過專題講座，了解不同朝代的歷史文
化和維護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當地一所大學  • 通過參訪、講座或交流活動，認識內地教
育政策、升學情況及學習環境，並探討年
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 參加國家航空工業發展講座，了解國家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 教育和
航空工業的發展  

• 加強自我裝備，追求個人或事業目標，發
揮潛能，以貢獻社會和國家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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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大唐不夜城  • 體驗盛唐的繁華景象和燦爛文明，感受
唐代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結合，了解文化
傳承的重要性  

• 了解當地經濟及民生活動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三天  

上午  

兵馬俑  • 通過導賞和參訪，了解秦始皇的歷史功
績，探索神秘王朝的歷史事實  

• 思考秦朝統一六國及兵馬俑之所以被稱
為「世界第八大奇蹟」的原因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華清宮  • 了解華清宮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體
會傳統建築的魅力和中國歷史文化的豐
盛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長恨歌》舞台劇  • 通過觀看舞台劇，了解古都歷史與文化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四天  

上午  

當地一所企業（如創新
科技、機械製造、航空
／航天科技）  

 

• 認識國家最新企業的發展和成就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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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下午  當地一所中學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
式等的異同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

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第五天  

上午  

漢景帝陽陵  

（包括「著漢服學漢
禮」主題活動）  

 

• 了解西漢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
認識「文景之治」的盛況  

• 了解漢服的歷史由來、變遷發展和傳承

意義，以及對尊者、長輩、平輩的揖禮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乘坐飛機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西安博物院、茂陵博物館、乾陵景區、
世博園、西安碑林博物館、華清池、《駝鈴傳奇》、《千古情》舞台劇或其他同
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經深圳轉乘的航班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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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8：山東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內地考察（五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山東近代歷史，培養學生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  

2.  參訪當地基礎建設或大型設施，了解綜合國力的轉變與提升  

3.  考察現代化產業，認識改革開放後國家的經濟發展  

4.  加強兩地學生的溝通交流，並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乘坐飛機前往青島  

下午  當地一所企業（如創新
科技、基礎建設、人工
智能）  

• 了解山東創新科技、基礎建設或軌道交
通車輛生產等現代化產業發展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第二天  

上午  

當地一所高校或大學  

 

 

 

 

 

 

 

 

 

或  

非遺體驗學習活動中

心  

• 通過參訪、講座或交流活動，認識內地教
育政策、升學情況及學習環境  

• 加強自我裝備，追求個人或事業目標，發

揮潛能，以貢獻社會和國家  

•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或  

• 通過體驗式學習活動，認識齊魯文化和

中華傳統工藝  

• 探討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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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下午  青島奧林匹克帆船中
心及奧帆博物館  

• 認識奧運會的歷史、發展和成就  

• 從國家舉辦第 29 屆奧運會，了解綜合國
力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模式、 
教育程度、醫療水準、人均預期壽命、 
脫貧等）的轉變與提升  

 

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 課題：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育與傳承  

第三天  

上午  

當地一所企業（如機
械製造、航空／航天

科技）  

 

• 認識國家最新企業的發展和成就  

• 認識企業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 課題：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全球新科技發展概略：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端儲存  

下午  東方航天港指控中心  

 

• 認識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與成就  

• 了解航天科技的最新發展，探討太空安
全、科技安全等對國家發展和人民福祉
的重要性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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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第四天  

上午  

煙台山景區 &（包括開
埠陳列館、抗日烈士
紀念碑 *、領事館建築
群）  

 

 

或  

張裕酒博物館  

 

• 認識鴉片戰爭後列強侵略國家的歷史、
林則徐虎門銷煙和當時人民反抗外來侵
略的重大歷史事件，以及香港問題的由
來  

• 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如國土安
全和軍事安全  

或  

• 通過參訪，了解民族企業的發展歷史，以
及華僑文化的影響  

• 認識博物館教育在文化保育和推廣的成
效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
其背景）和回歸歷程概略  

◼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家安

全觀」）  

下午  當地一所中學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模
式等的異同  

• 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  

• 與內地學生建立友誼，並探討年青人在
內地發展的空間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乘坐高鐵前往青島  • 體驗高鐵對人民生活和國家發展的影響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第五天  

上午  

社區參訪（如上流佳
苑）  

 

• 了解社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現況和當地市
民生活素質  

• 認識當地政府對社區治理工作的推行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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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部分（舉隅）  

或  

八大關  

 

或  

• 認識當地公園和庭院結合的城市風貌  

• 通過實地考察「萬國建築博物館」，欣賞
不同國家的建築風格，了解近現代重要
史跡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自然
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五四廣場 &  • 了解五四運動，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和愛
國精神  

 

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課題：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 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技、醫
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脫貧）
取得的成就  

◼ 當代國情概略：國家的政治體制；中
華民族的組成；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

的概念  

下午  乘坐飛機由青島返回香港  

 

備註  

➢  如因特別情況（如內地學校假期、考試、節慶），以致未能安排表內所列的參
訪點或學校參訪活動，行程將改為參訪嶗山、德國總督樓舊址博物館、棧橋、
岱廟、千佛山或其他同類參訪點  

➢  因應實際情況，可能改為乘坐需經深圳轉乘的航班往返香港  

➢  學校需於出發前向教育局／承辦機構了解參訪當地學校安排，如參訪流程、

觀摩的課堂科目／級別／類別、體驗活動，並作適切預備，如交流話題／課
題、分組安排，以促進兩地師生交流  

➢ 「紅色資源」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與紀念抗戰勝利 80 周年相關的
行程或學習活動以「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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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  

行程申請細則  

 

（一）  選擇出發月份及行程  

2025/26 學年公民科內地考察預計於 2025 年 10 月開展，在選擇出發月

份時，學校應盡量避免選擇於內地的出行高峰期出發（例如春節、勞動

節和國慶節），亦應考慮目的地的天氣情況。為照顧特殊學校學生的需

要，本局提供具彈性安排或參訪點設有較多無障礙設施的行程，包括行

程 1 至 7，學校可因應校本情況和學生需要作出選擇。為讓學生於內地

考察期間參與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教育局強烈建議學校申請兩天或以

上的行程，並會因應行程的名額安排有實際需要的學校（如特殊學校）

參與一天行程。本局會盡量按學校的意願安排，並會因應實際情況作適

當調整。  

 

（二）  注意事項  

1.  學校須於截止日期之前登入本局「統一登入系統」並完成

公民科內地考察網上申請步驟。  

（網址： https://cstour.edb.gov.hk）  

2.  學校應安排同級學生參加同一個內地考察團。  

3.  如學校計劃於同一學年安排兩個級別的學生（如中四及中五級）參

加內地考察，須向教育局提供每一級別的學生人數、擬出發月份及

行程排序等資料，本局將視為兩個不同的申請。  

4.  師生比例：  

• 每所學校的師生比例為 1： 10。假設參加考察團的學生人數為

113 名，隨團教師應為 12 位 1。教育局會按實際運作需要安排人

員隨團出發，以監察考察團的質素和提供支援。  

• 特殊學校請參考《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X《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童參加戶外活動的教職員／照顧者與學生比例》作適切安排。  

（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

guidelines/index.html）  

5.  如出發當天早上的天氣情況惡劣，學校應盡快聯絡承辦機構，了解

當天的出團安排。一般而言，教育局會因應天文台於上午 5 時 30 分

至 8 時前發出的相關公布而要求承辦機構延期出發，當中包括：  

• 天文台已發出紅色或黑色暴雨警告信號，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 

• 天文台已發出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只適用於肢體傷殘或智

力障礙學生）或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以

及  

• 政府已公布「極端情況」生效  

                                                 
1  學校可因應實際需要，委派助理教師或教學助理隨團，他們必須曾接受相關訓練、具備隨

團經驗，以有效促進學生學習和照顧學生需要，並最多只可佔全體由學校委派的獲資助隨
團教學人員數目的 20%（以四捨五入為準）。假設參加考察團的學生人數為 113 名，隨團
教師應為 12 名，在新安排下，學校可以在當中安排最多兩名助理教師或教學助理（ 12 X 

20% = 2.4）參加。在符合人手比例要求後，學校亦可在嚴格遵守相關指引的前提下自費安
排額外學校人員參加。上述安排將有助學校更順利執行計劃，令學生進一步了解國家發展，
達到計劃目的。  

 

 

https://cstour.edb.gov.hk/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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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助細則  

1.  師生可獲教育局資助全額團費。上述費用包括參訪活動、膳食、住

宿、交通，以及基本的團體綜合旅遊保險，詳情見下述第（四）段

所列開支。  

2.  若出發前有學生要求退出，退出的學生須支付因退團而產生的額外

費用，教育局亦可能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該學生因而須支付相關

團費及額外的退團費用。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如學生患病（須具醫

生證明書）或因其他重要事故而不能如期隨隊出發，教育局才會考

慮不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  

3.  由於公民科內地考察各個行程涉及內地不同單位的協調及準備工

作，所有行程的改動必須經教育局事前批准。出發前，如學校基於

合理原因需取消或延期出發，須於事前通知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

委員會／校董會，隨即向教育局提出申請。獲得本局書面批准後，

學校方可聯絡承辦機構，協商在毋需額外財政負擔的情況下，調整

出發日期。學校須妥善處理有關資料及存檔備查。如學校未經本局

同意而臨時取消行程，或需承擔因臨時取消或延期所衍生的額外費

用，如已繳付和不可退還的交通、膳食、住宿等費用。  

 

（四）  保險  

教育局已要求承辦機構為隨團教師及學生購買團體綜合旅遊保險，保障

項目包括：  

1.  醫療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300,000）  

2.  全球緊急救援服務   （包括撤離及運返）  

3.  意外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300,000）  

4.  個人責任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500,000）  

5.  個人財物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1,000）  

6.  取消行程      （最高保障額為該團團費）  

學校、隨團教師及學生家長可在行程確實後向承辦機構了解各項保障項

目的詳情及承保範圍。  

上述保險的承保範圍涵蓋參加者的基本需要，學校應提醒隨團教師及學

生，可因應個人需要購買額外的個人綜合旅遊保險，以應對突發事件，

如行李及個人物品損失等。  

 

（五）  內地學校交流活動  

若內地考察的參訪日期適逢內地學校假期或考試，有關的學校參訪活動

會以其他學習活動代替。現場學習和交流活動多以普通話進行。  

 

（六）  學校證明信  

為便利非華語學生申請中國簽證，以參加公民科內地考察，本局已擬備

《學校證明信範本》，學校可於公民科網上資源平台網站下載使用。  

     （https://cs.edb.edcity.hk/tc/mst_lt_resources.php） 

  

https://cs.edb.edcity.hk/tc/mst_lt_resourc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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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  

網上遞交申請步驟  

 

（一）  學校可於 2025 年 7 月 7 日下午 5 時開始登入教育局「統一登入系統」

並完成公民科內地考察網上申請步驟（網址： https://cstour.edb.gov.hk）。學

校須於 2025 年 7 月 18 日下午 11 時 59 分或之前完成申請。  

 

（二）  學校需輸入學校編號、擬出發月份及行程排序、學生級別及人數、隨團

教師人數等資料。  

 

（三）  網上申請（包括重新遞交的網上申請）必須於報名截止日期前完成所有

程序並成功遞交。遞交網上申請後，原則上不能更改。如學校於遞交網

上申請後，因特殊情況需更改網上申請 已輸入的資料，請電郵至  

cstour@edb.gov.hk（標題為「更改網上申請資料 _[學校中文名稱 ]」）提出有

關要求，以及提供負責教師姓名（中文全名）和聯絡電話，本局人員會

於電郵發出後三個工作天內與學校聯繫及核實有關要求，再安排學校重

新遞交網上申請。   

 

（四）  網上申請步驟如下：  

 

(1)  以密碼登入教育局「統一登入系統」。  

（網址： https://cstour.edb.gov.hk）  

 

(2)  按指示輸入相關資料。  

 

(3)  如學校計劃於同一學年安排兩個級別的學生（如中四及中五級）參

加內地考察，須向本局提供每一級別的學生人數、擬出發月份及行

程排序等資料，本局將視為兩個不同的申請。由於修讀公民科的學

生人數龐大，如名額不足，本局將優先安排較高年級的學生前往內

地考察。  

 

(4)  資料輸入無誤後，於最後一頁剔選「透過電子郵件傳送一份回覆的

複本給我」並輸入電郵地址，以接收申請表格的副本作參考，然後

按「提交」鍵。  

 

（五）  教育局將分別於 2025 年 8 月 22 日（適用於 2025 年 10 月至 12 月出發

的考察團）及 2025 年 10 月 10 日或以前（適用於 2026 年 1 月至 8 月出

發的考察團），透過「統一登入系統」通知學校申請結果。一如上學年，

學校將知悉所獲派的行程、出發月份和承辦機構資料。如個別學校未能

於公布申請結果當天獲悉承辦機構資料，本局將盡快透過「統一登入系

統」提供有關資料。  

 

  

https://cstour.edb.gov.hk/
mailto:cstour@edb.gov.hk
https://cstour.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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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  

遞交學生學習成果  

 

（一）  學校須於公民科內地考察結束後六星期內透過電郵傳送以下學生作品

予教育局（電郵地址︰ sw_csstudytours@edb.gov.hk）。  

（二）  遞交的檔案須以學校名稱、學生就讀班級及中文姓名命名（如「XX 中

學 _S5B_XXX」），並於電郵內列明學校名稱、負責教師姓名及聯絡電話。 

 

類別  格式要求  

學生感言  

（WORD 檔案）  

• 每班 2 個檔案（請分別儲存每篇學生感言於一個檔

案中）  

• 每個檔案須包含不多於 20 字的標題及不少於 500

字的內文  

• 每個檔案不多於 2MB 

 

相片  

（ JPG 檔案）  

• 每班 3 張相片  

• 每張相片須附上不多於 20 字的標題（請於電郵內清

楚列明每張相片的標題）  

• 相片解析度不少於  8 MP （ 3840 x 2160 圖元）  

• 每個檔案不多於 5MB 

短片或其他  

（如適用）  

• 學校可選擇遞交校本教材、經驗分享片段等其他材

料  

• 每所學校不多於 3 個檔案  

• 每個檔案須以學校名稱及其類別命名（如「XX 中學

_校本教材」）  

• 每個檔案不多於 300MB 

 

註：  教育局將以多元化方式整合及展示學生學習成果，包括上載作品至內地考

察專頁或於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中展示。學校在遞交學生作品前，須得到相

關人士（包括學生及其家長／監護人）事前的同意，授權教育局使用、修改

或公開發布所有或部分學生作品的內容，作教育及推廣用途。  

 

 

mailto:sw_csstudytours@edb.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