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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容

 簡介
 科學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規劃
 學與教的實踐
 反思與展望



簡介
 教師關愛學生，以及具備開放的心態，願意學習和
改進學與教策略

 於2022/23學年參與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提供
的科學教育校本支援服務，發展學生的科學過程技
能，幫助他們建立堅實的知識基礎，以及推展國家
安全教育



科學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規劃
參考相關通告及課程文件：
(1)教育局通告第2/2021號

 國家安全教育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兩者不可分割
 國家安全教育的基礎是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民族
感情、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
識和責任感，讓學生成為具國家觀念、尊重法治、
守法的良好國民

 透過各科的課程內容自然連繫並有機結合國家安全
教育的元素，提升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



(2)教育局通告第
4/2021號
 《香港國家安
全教育課程框
架》

 《科學科（中
一至中三）國
家安全教育課
程框架》

參考《科學科（中一至中
三）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
架》，配合相關課題，發
展學與教材料

中一

中二

中三



本學年發展的教學設計

年級 主題 科學科課題 國家安全重點領域
中一 核安全 5.3 能源 核安全
中二 酸雨與生態安全 9.4  酸的腐蝕性 生態安全
中三 瘧疾與生物安全 12.3 健康與疾病 生物安全



學與教的實踐
知、情、行並重的學與教流程

連繫生活

了解國家曾
面對的威脅，
維護國家安
全的重要性

•欣賞國家重視
和努力保障國
家安全

•對中國科學家
的貢獻感到自
豪

培養共同維護
國家安全的意
識、自覺性和
責任感

反思如何維
護國家安全

認知 情感 實踐
知、情、行不是線性的



連繫生活，增強投入感

中三級「瘧疾與生物安全」
12.3 健康與疾病 (傳染病)

瘧疾︱累計增至97宗 87%非洲幾內亞輸入 27人仍留院

本港瘧疾輸入個案未停止。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今日（12日）
布，累計錄得97宗個案，當中86.6%、84人由幾內亞抵港，其
餘13人由其他非洲地區抵港；現有27名感染瘧疾的病人仍於公
立醫院留醫，沒有錄得新增死亡及危殆個案。

近一周多22宗 無新增死亡及危殆個案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由7月1日至今日（12日下午2時），中心
共錄得97宗外地傳入的確診個案，當中84人由幾內亞抵港，其
餘13人由其他非洲地區抵港。上述數字包括由8月6日（下午2
時後）至12日錄得的22宗確診個案。

截至今日中午12時，共有27名感染瘧疾的病人仍於公立醫院留
醫，衞生防護中心稱沒有錄得新增死亡及危殆個案。

資料來源：香港01（2022年8月12日）

瘧疾 2022年8月10日

病原體
瘧疾是一種可致命的嚴重疾病，由瘧原蟲屬的寄生蟲引致，
包括惡性瘧原蟲、三日瘧原蟲、卵狀瘧原蟲、間日瘧原蟲
及諾氏瘧原蟲。這種疾病常見於氣候溫暖的地區，如非洲、
東南亞及南美洲等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病徵
患者通常有發燒、發冷、頭痛、肌肉疼痛和無力、咳嗽、
嘔吐、腹瀉及肚痛等症狀。併發症包括貧血、痙攣、血液
循環系統衰竭、器官衰竭（如腎臟衰竭）及昏迷。如未能
及早醫治，可引致死亡。

傳播途徑
瘧疾是由受感染的雌性瘧蚊（又稱按蚊）傳播的疾病。雌
性瘧蚊叮咬了瘧疾患者後，蚊子會受到感染，並在叮咬另
一人時把瘧疾傳播開去。瘧疾並不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但卻可透過輸入受污染的血液或血液製成品、器官移植或
共用刺針或針筒傳播。瘧疾亦可於懷孕或生產時由母親傳
染胎兒或初生嬰兒。

潛伏期
潛伏期因應不同的致病瘧原蟲種類而有所不同，通常在被
受感染的瘧蚊叮咬7至30天後，病徵就會出現，但潛伏期
可達數月或更長。

治理方法
現時的藥物可有效治療瘧疾，但及早確診和治療對徹底治
癒瘧疾尤為重要。醫生會處方抗瘧疾藥物和其他支援性治
療，患者須根據醫生的吩咐完成整個抗瘧疾藥物的療程，
以確保將體內的瘧原蟲徹底根除。

預防方法
預防被蚊子叮咬 ……
預防蚊子繁殖 ……

學生通過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網頁資料，獲取有關瘧疾的知識

預習：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進度，在
課前掌握基本的學習內容

動畫23.1 瘧疾的傳播週期
資料來源：YouTube

教師提供多元化學習材料，如
文字資料、視頻短片等，照顧
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提高學
習興趣



資料來源：香港新聞｜無綫新聞｜ 05/08/22 

瘧疾襲港，我覺得……

(a) 香港瘧疾個案
以視頻短片作為導入，讓學生
了解瘧疾在本地傳播的風險

(b) 全球瘧疾情況

學生分析圖表資料，
了解瘧疾在不同地區
的影響，以及提出可
能的原因（例如醫療
水平）

了解威脅，明白重要性



(c) 亞洲瘧疾情況 (d) 中國瘧疾情況

生物安全

學生分析圖表資料，了解中國與
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瘧疾情況

學生認識國家安全及生物安全等概念

學生了解國家的情況



中國對抗瘧疾的成果

（2022年11月14日）

學生了解瘧疾對
國家的威脅

學生認識我國重視和努力保障國家安全，培養共
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

學生朗讀時富有情感，有助培養國家的情懷



學生大致能夠從健康及社會方面
解釋國家消除瘧疾的重要性

學生認識中國科學家對世界的貢獻，
有助提升民族自豪感

學生明白維護國家
安全的重要性

身為中國人的驕傲：科學家屠呦呦

學生通過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研製抗瘧疾藥的經
歷，體會到科學家的責任感及堅毅態度



學生反思如何維護生物安全

學生表達對中國科學家屠呦呦教授的情感，
有助培養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



中二級「酸雨與生態安全」
9.4  酸的腐蝕性 (酸雨的成因及其對環境和生物的影響)

1. 酸雨的影響 使用時事作為導入，提高學習興趣

學生了解已發展國家的酸雨情況



2. 國家酸雨的情況

資料來源：中國科普博覽 [引用日期2018-07-06]

酸雨率98.5% 憑藉螺螄粉聞名的柳州竟是酸雨之都

資料來源：《美麗中國》第二集藍天白雲 | CCTV紀錄//

了解國情 3. 國家控制酸雨的措施

學生觀看視頻短片，認識國家控制酸雨的措施

學生認識我國重視和努力保障國家安全，培養共
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



5. 生態安全

資料來源：《美麗中國》第四集生態文明之路 | CCTV紀錄

資料來源：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通過視頻短片，學生明白維護生態安全的重要性

內容：
• 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
• 重點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生態安全
生態安全包括水、土地、大氣、生物物種安全等方面，
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面臨生態破壞、環境污染、

疫情等威脅。維護生態安全必須踐行綠水青山就
是金山銀山理念，加強綜合治理，築牢國家生態安
全屏障。



從前—秀麗如畫 八十年代工業發展—污染嚴重

近年保護環境成果—重見藍天 將來……

？

我希望十年後的天空會是怎樣?
引導學生反思如何維護生態安全

激發學生對未來的美好憧憬



中一級「核安全」
5.3 能源 (其它能源)

1. 核能

學生認識不同能源的發電成本

連繫時事和生活例子



2. 中國對核電的需要

中國有必要發展核電嗎？
核電是一種經濟、清潔、高效的能源。燃料成本
僅為發電成本的20%左右。與火電相比，核電不
排放二氧化硫、煙塵和二氧化碳等污染物。以核
電替代部分煤電，可以減排污染物，減緩地球溫
室效應。

中國能源資源分佈不均勻，發展核電可改善中國
的能源供應結構，保證電力供應穩定，減低因生
產及運輸煤炭而帶來物流及環境清潔的問題。

核電工業屬於高技術產業，推動核電建設有利促
進國家科技進步，並與國際接軌。

學生認識國情
3. 重大核災 通過福島核電站核洩漏事故，

學生了解核安全的重要性

學生明白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4. 核安全
核安全
核安全包括和平利用核能和核技術，加強國際
合作，防止核擴散，完善防擴散機制，加強對
核設施、核材料、核活動和核廢料處置的安全
管理、監管和保護，加強核事故應急體系和應
急能力建設，防止、控制和消除核事故對公民
生命健康和生態環境的危害，不斷增強有效應
對和防範核威脅、核攻擊的能力。

國家安全知多少？

學生明白總體
國家安全觀，
以及核安全是
國家安全重點
領域之一



6. 國家維護核安全

制定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核安全法》
的第一條是「為了保障核安全，
預防與應對核事故，安全利用
核能，保護公眾和從業人員的
安全與健康，保護生態環境，
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制
定本法。」 學生認識國家維護核安全的努力

中國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通過歐
洲認証

據新華社深圳11月10日電 （記者王豐）中國
廣核集團10日通報，我國自主知識產權三代
核電技術“華龍一號”，已於日前通過歐洲
用戶要求符合性評估，獲得了EUR認証証書。
認証結果表明，“華龍一號”與EUR最新版
要求具有高度的符合性，其設計滿足歐洲最
新核電要求。

EUR組織由14家歐洲大型電力公司組成，致
力於為擬進入歐洲市場的核電技術制定一套
滿足歐洲核電安全、經濟及環境等要求的通
用用戶要求文件。

“華龍一號”是中國自主研發的三代核電技
術，其EUR認証於2017年8月全面啟動，EUR
組織11家成員單位參與。認証經過了申請、
准備、詳細評估和定稿4個階段，在認証過程
中，審評方基於中廣核提交的大量審評文件，
完成了5000多項符合性分析，“華龍一號”
的技術先進性和成熟性得到認可。

中國在用放射源數量及事故率變化趨勢圖

（備註：以2008年為例，每使用9.78萬枚放射源料，事故率是2.86次）

放射源事故率下降核電技術通過歐洲認證制定法規，保護公眾和從業
人員的安全與健康



反思
• 連繫科學課程內容，讓學生了解國情，明白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

• 篩選及組織學習內容，讓學生更加專注和有目的地學
習，提高學習效果

• 培養學生對國家的民族感情及國民身份認同
• 通過交流及協作，幫助教師發展有效的學與教策略，
提升專業能力



展望
• 持續發展國家安全教育，加強連繫科學課程內容與國
家安全教育

• 通過跨科協作，整體規劃國家安全教育，讓學生更全
面地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和意義

• 發展多元化學習活動，讓學生加深了解國情，提升國
民身份認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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