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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冊 6   四個關鍵項目：達至主要更新重點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共 11 冊，這是第 6 冊的概述。除了本概述，

第 6 冊尚包括四個部分：（6A）德育及公民教育：加強價值觀教育；

（6B）從閱讀中學習：邁向跨課程閱讀；（6C）專題研習：達至跨學

科整合及應用知識與技能；以及（6D）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促進自主學習。本概述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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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背景 

 
 課程發展議會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2001）報告書中，

建議四個關鍵項目，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

「專題研習」及「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以推行課程改革

和幫助學生在各學習領域發展學會學習能力。 

 
 過去十多年，學校積極落實課程改革，將四個關鍵項目融入學校

課程，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得以提升。為回應各種環境轉變及裝

備學生迎接廿一世紀的挑戰，四個關鍵項目修訂及更新為：「德

育及公民教育：加強價值觀教育」、「從閱讀中學習：邁向跨課程

閱讀」、「專題研習：達至跨學科整合及應用知識與技能」，以及「運

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促進自主學習」（見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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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更新的四個關鍵項目 

 
 
 
 
 
 
 
 
 
 
 
 
 
 
 
 
 

 
 學校可建基於現有優勢，深入了解並靈活運用四個關鍵項目，

推行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主要更新重點，以提升學生學會學習

的能力，促進他們達至自主和終身學習。 

 
 主要更新重點回應了為反映社會不斷轉變而更新的中學教育七

個學習宗旨。學校可透過一個或多個關鍵項目，因應校情及所處

的發展階段，將主要更新重點調整、排列優次及／或融入課程，

以連貫和有系統地推行學校整體課程。有關主要更新重點的策

略、資源及支援詳見《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分冊 2、推動 STEM

教育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告、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

平台等。 

 
 
6.2 本冊目的 

 
 協助學校及教師把四個修訂關鍵項目融入課程規劃及實施，以

達成學校課程的整體目標 

 

跨課程閱讀 

專題研習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自

主學習 

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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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何優化更新的四個關鍵項目，作為課程聚焦、深化及持續

的策略，為學校課程持續更新提供建議 

 
6.3 四個關鍵項目之間的連繫 

 
 更新的四個關鍵項目可成為獨立的學與教策略，用作達成個別學

習目標及重點，或發展學生各方面的潛能。校方可以結合兩個或

多個關鍵項目以達成多個學習重點。例如：當學生搜集資料以認

識相關主題時，除了涉及「專題研習：達至跨學科整合及應用知

識與技能」外，通常亦涉及「從閱讀中學習：邁向跨課程閱讀」。 

 
 資訊科技發展迅速，數碼工具及資源多不勝數。因此，在學與教

過程中「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促進自主學習」有助推動

其他三個關鍵項目。此外，學生互動協作有助培養他們的堅毅精

神、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價值觀教育所涵蓋的其他個人素質。 

 
 學校應在各個學習領域的學與教過程及跨課程學習中靈活運用

更新的四個關鍵項目，以加強學生建構知識的能力，讓他們學習

綜合發展和應用各項共通能力，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更新的四個關鍵項目亦讓學生加強其資訊素養，培養他們合乎道

德、靈活而有效地運用資訊及資訊科技的能力和態度，成為一個

負責任的公民和終身學習者。 

 
6.4 成就與優勢 

 
 學校已經累積很多推行四個關鍵項目的成功經驗，鞏固了學生的

共通能力和獨立學習能力，培養他們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當中

包括將四個關鍵項目：融入不同課程、其中相關的項目結合、在

科目層面推廣。 

 
6.5 未來發展 

 
建基於學校的成就與優勢，四個關鍵項目將繼續作為促進學習的策

略，最終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提升學生終身學習能力為目標。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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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更新的四個關鍵項目，學校可持續及深化已取得的成就，並聚焦

在主要更新重點，邁向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新里程。 

 

有關更新的四個關鍵項目實施詳情分別載於分冊6的以下部分： 

 
分冊6A  德育及公民教育：加強價值觀教育 

 
 學校可繼續培育學生七種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並重點加強價

值觀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與《基本法》教育。此外，學

校應繼續加強裝備學生以恰當的價值觀及理性判斷能力應對未

來發展。有關《基本法》的認識和理解亦應有所加強和深化。 

 
分冊6B  從閱讀中學習：邁向跨課程閱讀 

 
 學校可透過讓學生接觸各式各樣的文本，培養他們的閱讀素養

及慎思明辨的能力，讓從閱讀中學習的成果得以持續，並豐富

學生的閱讀經歷。此外，學校亦可延續他們閱讀的動力，進一

步加強語文科教師與其他學科教師在推廣跨課程閱讀方面的協

作，以拓寬學生閱讀的廣度。 

 
分冊6C  專題研習：達至跨學科整合及應用知識與技能 

 
 學校可透過加強與其他關鍵項目的連繫及各學習領域之間的協

作，改善學校整體課程中專題研習的規劃。專題研習可作為有效

的學與教策略，讓學生綜合及應用多方面的知識及技能之餘，更

可在推動STEM教育及跨課程語文學習等主要更新重點下促進自

主學習。全面的規劃有助學生有系統和綜合地發展共通能力。 

 
分冊6D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促進自主學習 

 
 回應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學校可為資訊科技制定以加強

自主學習為重點的學校整體課程規劃。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學

校可推廣電子學習，增強學與教的互動元素，由教師為本的範

式轉變成學生為本，培養學生建立終身和自主學習的能力，讓

他們有效、靈活並合乎道德地運用資訊及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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