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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視學結果(1) - 整體課程規劃及自主學習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
能力和素質

包括設置預習、教授摘錄筆記的技巧及高階思維工

具等，以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以及掌握不

同的自學策略：

• 預習鼓勵學生找出好奇的地方及自行解答

• 筆記分享會

自學策略 建立學會學習的能力

學校良好做法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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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視學結果(1) - 整體課程規劃及自主學習

跨課程閱讀

建立學會學習的能力

學校良好做法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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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主題 科目 閱讀材料 題材

水 中文 童詩 水的特徵

英文 圖書 珍惜水資源

常識 報章 設計回收水容器

生態園

• 中文和常識

美兒

小明

小寶



配合2024/25學年或之前於
高小全面推行生涯規劃教育，
大部分小學已按「小學生涯規劃教育
推行策略大綱」開展及適切策劃相關
工作的具體內容，例如：

• 「一人一職」計劃：着學生撰寫求職信，從中了解行
業要求及發展與事業有關的技能

• 「小故事‧大成就」分享會：邀請來自各行各業的嘉賓
分享成長經歷，以及與其職業相關的資訊和趣聞

• 特殊學校在生涯規劃課上，讓學生學習雨傘套等產品
的製作工序，並應用專責人員教授的銷售技巧，在
社區「限時商店」實踐

生涯規劃教育 將
來

學校良好做法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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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視學結果(1) - 整體課程規劃及自主學習

「學校於課堂內外提供多
元學習經歷，並重視培養學
生的自學能力和習慣；惟初
中課程規劃須盡早理順和完
善」

尚須注意的地方

• 仍須加強「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元素：

➢應讓學生「高參與」、「高展示」，
提升他們的自我效能感

➢優化提問、跟進與回饋、
小組活動的設計，讓學生學習得更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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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課程規劃仍欠理想，須盡早理順和完善：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範疇二「時間、延續與轉變」

範疇三「文化與傳承」

範疇五「資源與經濟活動」

範疇六「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策略和管理」知識範圍





須均衡和充分地涵蓋範疇一至六的核心元素／必須學習的內容

生活與社會生活與社會

宗教教育

生活與社會

地理

中國歷史

歷史

中國歷史

歷史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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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經濟
與社會科

初中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公民、經濟
與社會科

公民、經濟
與社會科



初中中國歷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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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課程必須涵蓋九個歷史時期，各歷史時期的課題詳見《中國
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

• 各歷史時期以政治演變為主，輔以文化特色及香港發展

• 須按課程要求教授必修部分的選教課題，延伸部分則可選擇是否教授

中一級
1.史前至夏商周
2.秦漢
3.三國兩晉南北朝
4.隋唐

中二級
5. 宋元
6. 明
7. 清

中三級
8. 中華民國
9. 中華人民共和國



初中歷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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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課程必須涵蓋12個課題，各課題的

課程大綱詳見《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

至中三）》

• 課程以時序為主軸，每學年按歷史時期

和主題研習四個課題

• 每個課題均包含基礎部分和延伸部分，

學校須按課程要求教授基礎部分，亦可

按學生能力和興趣選擇是否教授延伸部

分



初中地理科

14

• 初中課程須涵蓋以下必須學習元素，詳見《地理課程指引（中一至
中三）》：

知識和理解方面
1. 空間
2. 地方與區域
3. 人與環境互動
4. 可持續發展
5. 全球相互依存

技能方面
1. 地理探究能力
2. 地圖技能
3. 實地考察技能
4. 運用圖表、統計數字

及照片的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方面
1. 欣賞大自然的美態
2. 體會人與自然環境的

相互依存
3. 留意四周環境的發展
4. … ….



初中地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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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部

乙
部

丙
部



初中生活與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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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課程須涵蓋以下必須學習元素，詳見《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中一至

中三）》：

• 必須學習元素可以透過不同的課題來達成，學校須先完成教授核心單元的基礎部分，讓學

生掌握所有必須學習元素

• 部分學校在香港經濟、國家社會政治體系和全球社會政治體系的必須學習元素有所缺漏

個人與群性發展
1. 影響青少年成長的因素、建

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與正面的
價值觀

2. 與家人、朋友及社會上不同
背景人士建立和諧的人際關
係

3. 戀愛的內涵，與性的關係

資源與經濟活動
1. 影響運用個人資源的主要因

素
2. 本港的經濟表現、工人的就

業情況，以及政府在經濟方
面的角色和政策

3. 國家經濟的概況及促進經濟
發展的因素

4. 世界性經濟活動的主要發展
趨勢和相關組織的工作

社會體系與公民精神
1. 基本法的重要性、特區政府

的組成與運作、市民的身份
和權責，以及未來社會的發
展方向

2. 國家的政治制度與對外關
係、國民生活概況，以及國
家公民的意識和素養

3. 國際政治的基本格局、全球
化的現象，以及世界公民的
意識和素養



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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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4年9月的中一級全

面推行

• 公民、經濟與社會科包含

12個單元，學校應按照建

議的教學進程於每學年教

授四個單元，各單元的內

容詳見《 公民、經濟與社

會課程指引（中一至中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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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範圍 學習重點

1. 資訊和通訊科技
明白並能在日常生活上應用資訊和通訊
科技及作為學習的重要工具

2. 物料和結構 明白物料及資源在設計過程中的重要

3. 營運和製造
明白如何管理所需資源和過程以實現設
計方案

4. 策略和管理 明白商業及管理概念

5. 系統和控制 明白不同系統的概念、應用及影響

6. 科技與生活
明白科技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及創造優
質的人生及家居

初中階段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的六個知識範圍

電腦教育

設計與科技

家政／科技與生活

商業學習

• 課程指引提供一個開放及靈活的架構
• 學校可採取不同模式實施科技教育課程，包括科目為本及單元模式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
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知識範圍 單元

資訊和通訊科技 K1 電腦系統

K2 程序編寫

K16 資訊處理及演示

E1 電腦網絡

「資訊和通訊科技」知識範圍

*K標示核心學習元素單元，E標示延伸學習元素單元

•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 (2024)

• 鼓勵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將資訊素養學習元
素融入不同學習領域/科目的學習活動中

• 部分資訊素養學習元素與資訊科技相關課程的
學習內容息息相關，宜與有關課程互相配合

• 在「資訊和通訊科技」知識範圍推行10至14小時
的人工智能課程單元 (教育局通函第109/2023號)

電腦

提取和整理
資訊、產生
和表達意念

生活與社會

蒐集、綜合、
評估不同媒
體的資訊

語文

尊重知識版
權；引用資
料來源

專題研習

進行研習時
應用資訊素
養學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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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範圍 單元

物料和結構 K3 物料及資源

K4 結構及機械結構

E2 物料處理

營運和製造 K5 工具及儀器

K6 製造過程

E3 項目管理

系統和控制 K8 系統概念

K9 系統應用

E6 系統整合

E7 控制與自動化

「物料和結構」、「營運和製造」及「系統和控制」知識範圍

• 設計STEAM學習活動時，參考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課程指引，讓學生更有系統地應用上述知識範圍的
學習內容

機械結構

設計循環過程

工具和設備

物料的特性

控制系統

*K標示核心學習元素單元，E標示延伸學習元素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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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範圍 單元

策略和管理 K7 營商環境、運作和
組織

E4 資源管理

E5 市場營銷

「策略和管理」知識範圍

*K標示核心學習元素單元，E標示延伸學習元素單元

• 初中階段的學習目標旨在讓學生對商業世界有基本
的認識

• 「營商環境、運作和組織」學習元素單元 (K7) 的學
習內容包括：

• 經濟、科技、文化、自然地理、社會、政治及
法律的營商環境

• 企業組織的類型，如獨資、合夥和有限公司
• 商業運作及項目的決策、計劃、組織、控制、

評鑑、品質保證

• 有關會計的概念，如會計等式、財務報表等，屬
「資源管理」學習元素單元 (E4) 的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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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範圍 單元

科技與生活 K10 食物與營養

K11 食品烹調及加工

K12 布料及衣物製作

K13 時裝及服裝審美能力

K14 家庭生活

K15 家居管理及科技

E8 布料及衣物製作

E9 時裝及服裝審美能力

E10 家居管理及科技

「科技與生活」知識範圍

• 包括「食物」(K10-11)、「服裝」(K12-13) 及「家
庭和家居」(K14-15) 三個部分

• 「食物」和「服裝」部分均包括理論和實習
• 例如除了教授食品烹調及加工技巧，亦應教授

營養及均衡飲食對個人成長和發展的重要性等，
以促進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 可適當地把「家庭和家居」部分的學習內容融入
「食物」和「服裝」部分的學習之中

• 例如在教授運用包裝食品 (K11) 或衣物纖維
(K12) 時，可教授有關食品標籤、衣物保養標
籤的內容 (K15)

*K標示核心學習元素單元，E標示延伸學習元素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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