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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DB/SMEP/2/125/1(2)  

教育局通函第 91/2022 號  

分發名單：  提供本地高中課程的資助  副本送：各組主管  

（包括特殊學校）、官立、  

按位津貼、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校長／校監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  

學校計劃及安排  

摘要  

 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的內地考察為課程的重要一環，期望讓學

生通過體驗式學習，達至課程宗旨。本通函旨在蒐集學校就公民科內地考察的

整體計劃及安排，以便教育局能盡快籌劃相關的行程。  

詳情  

2.  公民科於 2021/22 學年由中四級起推行，學生往內地考察及與之相關的專

題研習，為公民科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期望讓學生設身處地了解國情和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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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完成考

察後須進行專題研習以展示其考察成果和個人反思。  

3.  學校須安排學生參加教育局籌辦的公民科內地考察團，學生會獲教育局全

額資助一次。由於修讀公民科的學生人數龐大，本局需及早與內地多個省市的

對接單位聯繫及安排細節，以便待疫情緩和及兩地恢復通關後，能盡快啟動公

民科內地考察團。在試行階段，本局會先提供 21 條行程讓學校安排學生參加。 

4.  為妥善籌劃公民科內地考察團，請學校填寫「學校計劃及安排統計表」（附

件一），提供在 2022/23 和 2023/24 學年安排高中學生參加公民科內地考察的月

份 和 行 程 ， 並 在 2022 年 7 月 29 日 （ 星 期 五 ） 或 之 前 以 電 郵

（ csstudytours@edb.gov.hk）或傳真（ 3104 4804）方式交回教育局學生內地交流

計劃組。有關行程的詳細內容，包括主題和參訪點等，可參閱「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內地考察行程內容」（附件二）。由於公民科內地考察涉及大量統籌及聯絡工

作，為有效地安排學生的內地考察，學校一經表達意向後，原則上將不能更改，

敬希見諒。  

5.  本局會盡量按學校選取的行程和出發月份的意願安排學生前往內地考察，

並就通關和實際情況調整。如有更改，本局將與學校確定相關的安排。因此，請

學校列出學生不能參與內地考察的日期，如學校考試或學校周年慶祝活動等，以

便本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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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6.  有關公民科內地考察行程安排的查詢，請致電 2892 6430 與課程支援分部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組楊遠威先生聯絡；有關公民科課程的查詢，請致電 2892 5989

與課程發展處通識教育／公民與社會發展組阮蕙芬女士聯絡。  
 

 

              

  

 

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

教育局局長  

梁柏偉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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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 

學校計劃及安排統計表 
 

 由於公民科內地考察涉及大量統籌及聯絡工作，為有效地安排學生的內地考察，學校一

經表達意向後，原則上將不能更改。 

 請學校於 2022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或之前填妥相關資科，並以電郵

（csstudytours@edb.gov.hk）或傳真（3104 4804）方式交回教育局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組。 

 填寫統計表的示例（語音版）已上載到「薪火相傳」網頁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zh-hant/activities），供學校參考。 

 

I.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中文） ﹕ 
  

學校名稱（英文） ﹕ 
  

    

學校編號 ﹕ 

 

      
 

負責教師姓名 ﹕ 
 

職位 ﹕ 
  

負責教師電郵 ﹕ 
 

電話 ﹕ 
  

 
 

 

II. 校長確認 

本人確定本校將安排修讀高中公民科的學生參加教育局籌辦的公民科內地考察團。本校知悉

教育局會盡量按學校選取的行程和出發的月份安排學生前往內地考察，並就通關的實際情況

調整。如教育局需要作出更改，會先與學校確定相關的調整，本校亦將積極配合局方的安排。  

 

 

 

 

校 長 簽 署 ﹕  

 學校印章 

 

校 長 姓 名 ﹕  

 

日 期 ﹕  

 

  

附件一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zh-hant/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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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22/23學年參與公民科內地考察的計劃 

 

 

中五級* 

(2021/22 學年開始 

修讀公民科的第一批學生) 

中四級 

(2022/23 學年開始 

修讀公民科的第二批學生) 

學生人數及計劃 

出發月份 

[2022/23 學年 

預計學生人數 

中四級﹕         

中五級﹕        ]           

人數^ 出發月份 人數^ 出發月份 

    

    

    

    

    

行程選擇 

（請根據「附件二」
填寫行程編號） 

(1)：     ；(2)：     ；(3)：     ；

(4)：     ；(5)：      

(1)：     ；(2)：     ；(3)：     ；

(4)：     ；(5)：      

不能出發的 

日期／月份 
       原因 考試／校慶／_______ 

本局會盡量按學校選取的行程和出發月份安排學生前往內地考察，並就通關和實際情況（包括與內

地相關省市負責單位接洽及安排機票等事宜）調整，以及按實際需要與學校協商修訂的日期。本局

將於出發前 3至 4個月與學校確定相關的安排。 
 

* 本局會先安排 2022/23 學年中五學生的內地考察。如學校暫不安排第一批學生於 2022/23 學年（中五級）

參與內地考察，學校須填寫安排 2023/24 學年中六級學生內地考察的初步意向 

^ 學校可按情況安排學生分班或全級同時參與內地考察團，惟本局會按學校的報名人數，安排每個交流學習

團由一所或多所學校組成，成團的人數最少為 33人（即 30名學生及 3名教師） 

IV. 2023/24學年參與公民科內地考察的初步意向  

 

 

中六級# 

(2021/22 學年中四級修

讀公民科的第一批學生) 

中五級# 

(2022/23 學年中四級修

讀公民科的第二批學生) 

中四級 

(2023/24 學年中四級修

讀公民科的第三批學生) 

學生人數及計劃 

出發月份 

[2023/24學年 

預計學生人數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 

人數^ 出發月份 人數^ 出發月份 人數^ 出發月份 

      

      

      

      

      

選擇行程意向 

（請根據「附件二」 

填寫行程編號） 

(1)：     ；(2)：     ；  

(3)：     ；(4)：     ； 

(5)：      

(1)：     ；(2)：     ；  

(3)：     ；(4)：     ； 

(5)：      

(1)：     ；(2)：     ；  

(3)：     ；(4)：     ； 

(5)：      

不能出發的 

日期／月份 

 原因 考試／校慶／__________ 

本局會盡量按學校選取的行程和出發月份安排學生前往內地考察，並就通關和實際情況（包括與內

地相關省市負責單位接洽及安排機票等事宜）調整，以及按實際需要與學校協商修訂的日期。本局

將於出發前 3至 4個月與學校確定相關的安排。 
 

# 如已安排有關級別於 2022/23 學年安排參與內地考察，則不用填寫（例如，學校已預計在 2022/23 學年安

排中四級學生參與內地考察，故無須填寫 2023/24學年中五級一欄。） 

^ 學校可按情況安排學生分班或全級同時參與內地考察團，惟本局會按學校的報名人數，安排每個交流學習

團由一所或多所學校組成，成團的人數最少為 33人（即 30名學生及 3名教師）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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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內地考察行程內容 

I. 內地考察行程一覽表 
 行程編號 行程名稱 

兩天行程 

1.  廣州、東莞歷史文化內地考察 

2.  南沙、前海的經濟發展和粵港合作內地考察 

3.  佛山及廣州的嶺南文化內地考察 

4.  澳門、珠海歷史文化及藝術創意內地考察 

5.  中山研修行內地考察（中山歷史文化和建築藝術） 

6.  惠州創新科技內地考察 

7.  肇慶的文化遺產保育與傳承內地考察 

8.  河源環境保護內地考察 

 

三天行程 

9.  廣州海上絲路歷史文化及農業科技內地考察 

10.  廣州、東莞創新科技內地考察 

11.  廣州、珠海經濟發展內地考察 

12.  深圳經濟發展及文化保育內地考察 

13.  佛山文化遺產保育及傳承內地考察 

14.  開平的文化遺產保育及傳承內地考察 

15.  陽江的海上絲綢之路及開平的文化遺產內地考察 

16.  肇慶的文化遺產保育內地考察 

17.  韶關丹霞山的文化遺產內地考察 

18.  潮州的文化遺產內地考察  

 

四天行程 19.  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內地考察 

 

五天行程 
20.  湖南省歷史文化及環境保育內地考察 

21.  貴州的民族文化及自然天文內地考察 

註：所有行程和參訪點將按實際情況，如參訪點開放日期及當地天氣狀況等，作出調整。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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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內地考察行程詳情 

 

行程 1：廣州、東莞歷史文化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晚清至民國初年的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及其對中國的深遠影響 

2. 通過相關歷史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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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虎門或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站，

轉乘高鐵往虎門 

鴉片戰爭博物館 

 

 

 

 

 

 

 

 

 

或 

 

廣東東江縱隊紀

念館 

 認識鴉片戰爭的歷

史、林則徐虎門銷

煙和當時中國人民

反抗外來侵略的重

大歷史事件，以及

《基本法》的由來 

 認識《憲法》和《基

本法》如何規範維

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或 

 

 認識抗日戰爭的歷

史 

 認同國土安全和軍

事安全對國家的重

要性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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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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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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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二：《憲法》、《基本法》與國家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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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乘旅遊巴士前往廣州 

沙面建築群 

 

 

 

 

 

 

 

參觀曾被劃為英法租

界的沙面地區，以及歐

洲風格的建築，認識當

時列強在中國勢力擴

張的情況，明白國土安

全是維護國家安全不

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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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或 

 

廣東革命歷史博

物館 

或 

 

了解中國近代重要歷

史事件及人物，探討他

們對國家的影響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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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孫中山大元帥府

紀念館 

認識孫中山先生在民

國初年反軍閥運動的

角色和地位，了解孫中

山先生的貢獻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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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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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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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黃埔軍校舊址紀

念館 

認識孫中山先生創辦

黃埔軍校的背景，了解

相關近代史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由廣州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廣州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並乘坐旅

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 

  



 

8 

 

行程 2：南沙、前海的經濟發展和粵港合作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增加對大灣區的認識，了解南沙、前海的粵港經濟合作現況和發展 

2.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發展的空間和機會，為未來進修和就業作出準備，以待將來貢

獻社會和國家 

3. 加深學生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認識，反思個人或香港可在國家經濟發展上掌握的機

遇和擔當的角色，從而提高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前海或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

站，轉乘高鐵往福田／深圳北 

前海展示廳  認識前海規劃的概

念、現況及發展前

瞻 

 了解前海如何通過

深港合作，在經濟

發展上取得突破 

 認識國家的最新發

展，以及前海在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優勢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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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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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的五年發展規劃的重點及

相關政策，以及這些重點和政策

與促進國家和香港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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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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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的發

展、全球勞動及金融市場的融

合；新經濟發展對個人（消費及

就業）、香港及國家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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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深港青年夢

工場 

 認識夢工場創建的

理念及基礎建設，

包括青年創業園

區、人才公寓、青年

創業學園等 

 探討年青人在前海

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反思個人或香港可

在國家經濟發展上

掌握的機遇和擔當

的角色，以及如何

貢獻國家 

下午 前海區內基礎建

設 

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

以及前海在粵港合作

下的發展現況，思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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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香港帶來的機遇與挑

戰 

 資訊素養的內涵與正面價值觀

的關係：辨別虛假資訊；使用科

技的道德操守；遵守相關法律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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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到南沙 

粵港合作企業 

 

或 

 

科技創新企業 

 

或 

 

創意設計企業 

 認識香港與內地的

經濟及商業關係 

 了解企業的生產運

作、業務推廣和如

何帶動經濟發展 

 探討科技創新對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反思如何防止

洩露科技產業的機

密資訊，認同維護

科技安全的必要性 

 認識不同企業在內

地發展的機遇和挑

戰 

 探討年青人在內地

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明珠灣開發展覽

中心及參觀一個

景點（如南沙新區

的名勝古蹟有南

沙天后宮、下橫檔

島鴉片戰爭遺蹟、

黃閣麥氏大宗祠、

龍穴島三聖宮、龍

穴島張保仔洞、洪

聖古廟、小虎海蝕

遺蹟等） 

 認識南沙區的歷史

發展  

 認識南沙規劃的概

念、現況及發展前

景 

 了解國家的最新發

展，以及南沙在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優勢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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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用科

技進行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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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

模式、教育程度、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專題講座： 

南沙的發展機遇

和粵港合作項目 

 探討南沙如何在粵

港合作下，推動兩

地和香港的科研及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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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反思個人或香港可

在國家經濟發展上

掌握的機遇和擔當

的角色，以及如何

貢獻國家 

提升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

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近期的五年發展規劃的重點及

相關政策，以及這些重點和政策

與促進國家和香港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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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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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南沙粵港澳（國

際）青年創新工場 

 

或 

 

「創匯谷」粵港澳

青年文創社區 

 

或 

 

當地一所中學 

 認識南沙粵港澳

（國際）青年創新

工場／「創匯谷」創

建的理念及基礎建

設 

 探討年青人在南沙

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反思個人或香港可

在國家經濟發展上

掌握的機遇和擔當

的角色，以及如何

貢獻國家 

 與當地學生交流及

一同參與學習活

動，從而了解當地

學生的學習、生活

方式，以及思考年

青人在大灣區的發

展空間和機會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由南沙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南沙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並乘坐

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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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3：佛山及廣州的嶺南文化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了解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反思香港保育的挑戰 

2. 思考廣東嶺南傳統建築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3. 欣賞和體驗廣東嶺南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三雕一彩一繡、灰塑和粵劇等）

的歷史、文化特色和發展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廣州或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

站，轉乘高鐵往廣州 

粵劇藝術博物館  了解粵劇的歷史、

文化特色和發展 

 探討粵劇文化傳承

的工作，以及其所

面對的挑戰 

 反思粵劇文化在香

港的可持續發展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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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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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孫中山大元帥府

紀念館及廣州沙

面 

 通過到訪孫中山大

元帥府紀念館了解

將工業遺產活化為

紀念館的保育方

式，並認識孫中山

先生的歷史事蹟 

 通過到訪沙面的歷

史建築了解當地政

府的保育政策，並

探討其成效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陳氏家祠  認識中國傳統的宗

祠特色與傳統家庭

觀念 

 認識陳氏家祠所代

表獨特嶺南建築工

藝，例如作為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灰塑

等，反思其保育與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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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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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傳承所遇到的挑戰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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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佛山祖廟  了解嶺南的古建築

風格和特色，包括

木雕、石雕等富地

方色彩的藝術裝飾 

 通過參訪佛山祖廟

的戲台，了解粵劇

的歷史及藝術特色 

 明白傳承國家優秀

的文化傳統的重要

性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由佛山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廣州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並乘坐

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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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4：澳門、珠海歷史文化及藝術創意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體驗港珠澳大橋開通帶來的便捷，從而了解港珠澳大橋帶來的經濟效益 

2. 探討澳門和珠海如何通過藝術和創意推動經濟發展，以及年青人在大灣區發展的

空間和機會 

3. 從澳門落實《基本法》和實行「一國兩制」的實踐，了解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的

意義，以及對國家及港澳發展的重要性 

4. 增加對大灣區城市發展，以至香港在其中角色定位的認識，探討香港的未來發展

及對國家的貢獻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由香港學校乘坐旅遊巴士經港珠澳大橋往珠海橫琴 

橫琴新區規劃建

設展示廳、港珠澳

大橋珠海口岸展

示中心 

 認識橫琴的總體規

劃和發展 

 探討港珠澳大橋如

何發揮香港、珠海

及澳門三地的協同

效應，思考香港的

未來發展及對國家

的貢獻 

 認識港珠澳大橋的

特色及其發揮的作

用，從而了解港珠

澳大橋的重要性，

以及思考大灣區城

巿的長遠規劃發展

方向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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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

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近期的五年發展規劃的重點及

相關政策，以及這些重點和政策

與促進國家和香港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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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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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下午 參觀橫琴新區的

建設 :如地下管道

的高科技設計及

未來城市的模範；

科技結合與環境

保育 

 了解國家對新區開

發的前瞻性及科技

發展如何造福人民 

 認識國家在開發新

區之餘也不忘環境

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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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參觀珠海歌劇院 

 

 

 

 認識國家如何結合

科技傳承古今文化 

 了解創意產業園在

推動創意產業文化

發展的作用 

 了解年青人在內地

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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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的基本

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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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的象徵（國旗、國徽、國歌）

及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相關

規定國家的象徵（國旗、國徽、

國歌）及列於《基本法》附件三

的相關規定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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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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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二：《憲法》、《基本法》與國家

安全 

參觀 V12 文化創

意產業園及園內

一所企業 

 

下午 金蓮花廣場 通過參訪紀念澳門回

歸的地標性建築，了解

澳門回歸祖國的歷史

及意義 

澳門基本法紀念

館 

 認識澳門如何起

草、諮詢和落實《澳

門基本法》，以及了

解《基本法》對香港

和澳門恢復行使主

權的重要作用 

 明白國旗、國徽、國

歌是《憲法》規定及

是一個國家的象徵

和標誌，通過對國

旗、國徽和奏唱國

歌時的禮儀的重

視，培養對國家的

尊重和國民素養 

 了解「一國兩制」在

澳門的實踐歷程，

從而探討香港落實

《香港基本法》、

「一國兩制」的情

況 

 認識國家根據《憲

法》設立特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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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區，了解《憲法》與

《基本法》的關係，

幫助學生了解香港

自古以來是中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並

認識國土完整對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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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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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回歸賀禮陳

列館 

 通過參訪舉行澳門

回歸時中葡政權交

接儀式的所在地，

了解澳門在 1999年

12月20日回歸的意

義 

 思考香港及澳門回

歸祖國及實施「一

國兩制」的意義，以

及明白國家安全和

國土完整的重要性 

澳門博物館  認識澳門當代特

色：以澳門前瞻為

展題，介紹當代澳

門的各方面發展 

 了解澳門民間藝

術、民俗與傳統：如

傳統節慶、日常生

活、傳統手工藝和

典型行業等。 

 培養學生的國民身

分的認同感 

 反思香港和澳門在

文化及保育上的異

同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由澳門乘坐旅遊巴士經港珠澳大橋返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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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5：中山研修行內地考察（中山歷史文化和建築藝術）（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了解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及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培養不屈不撓的精神 

2. 了解中山的傳統文化與古典園林建築風格，思考傳承中華文化的意義 

3. 認識中山的農業創新科技發展，以及其成就和所面對的挑戰 

4. 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興趣，以及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並建立國家觀念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由學校乘坐旅遊巴前往尖沙咀中港碼頭，再乘船前往中山港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或 

 

孫中山紀念堂 

了解孫中山先生的生

平事蹟及孫中山先生

的貢獻，培養不屈不撓

的精神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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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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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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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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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燈都古鎮．燈文化

博物館 

 

 

或 

 

當地一所高校（如

中山職業技術學

院、中山火炬職業

技術學院） 

了解燈文化的起源與

演變，欣賞歷代燈具的

設計與藝術之美 

 

或 

 

認識職業技術學院的

特色和培養不同專業

的技能，並了解內地升

學的情況及當地學習

環境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中山農業創新科技

企業／示範園區／

特色基地 

 認識農業創新科技

的發展及應用  

 探討農業科技及其

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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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下午 中山詹園  認識傳統的古典園

林建築風格和嶺南

水鄉佈局脈絡 

 感受和體會中國傳

統中人與自然的和

諧關係及孝道文化

的重要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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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由中山港乘船返回尖沙咀中港碼頭，再乘坐旅遊巴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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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6：惠州創新科技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惠州市創新科技的產業發展和機遇，以及維護國家科技安全的重要性 

2. 培養開拓與創新精神，以及對科技的興趣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惠州或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

站，轉乘高鐵往惠州南 

參觀老城區的西湖

及古城牆 

認識惠州為客家地區

的屬性，是歷史文化名

城，對比科技行業的發

展的自處方案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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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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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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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互聯網、社交網站、

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特徵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國家安全概念 

 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認識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的基本

內涵和重要性，以及維護國家安

下午 惠州潼湖生態智慧

區 

 

 認識惠州創新科技

的最新發展、機遇

和挑戰，培養開拓

與創新精神 

 了解維護國家科技

安全的重要性，培

養學生國家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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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全的途徑與方法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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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與當地學生交

流，分享兩地文化

的特色 

 

或 

 

 認識惠州市大學的

教育政策、內地升

學情況及學習環境 

 加強裝備自己，通

過追求個人／事業

目標，發揮個人潛

能，以待將來貢獻

社會和國家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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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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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互聯網、社交網站、

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特徵 

 資訊素養的內涵與正面價值觀

的關係：辨別虛假資訊；使用科

技的道德操守；遵守相關法律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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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認識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的基本

內涵和重要性，以及維護國家安

全的途徑與方法 

專題講座 認識惠州創科產業的

發展 

下午 仲愷高新技術產業

開發區（包括參觀

企業） 

 

或 

 

信息科技產業基地

（包括參觀企業） 

 

 

 了解企業如何應用

不同的科技在產品

的研發及生產的概

況，以及其面對的

挑戰 

 探討科技創新對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反思如何防止

洩露科技產業的機

密資訊，認同維護

科技安全的必要性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由惠州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惠州南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並乘坐

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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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7：肇慶的文化遺產保育與傳承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2. 了解當地獨有的風土民情及習俗，欣賞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 

3. 了解及認同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肇慶或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站，

轉乘高鐵往肇慶（如沒有合適的班次由香港直達肇慶的高鐵，可於深圳北或廣州

南轉程往肇慶） 

下午 肇慶宋城牆  認識國家保育文化

遺產的工作，探討

可持續保育政策的

成效 

  了解及認同維護國

家文化安全的重要

性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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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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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慶龍母祖廟 認識傳統民俗文化活

動，反思其對傳承中華

文化的重要性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德慶學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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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傳統價值觀如

何影響古代選才制

度，以及這種制度

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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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下午 中國端硯博物館  欣賞歷代端硯瑰

寶，了解國家深厚

的文化底蘊及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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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由肇慶乘坐旅遊巴士回香港學校或由肇慶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並乘旅遊巴

士回學校（如沒有合適的班次由肇慶直達香港的高鐵，可於深圳北或廣州南轉程

往香港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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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8：河源環境保護內地考察（兩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河源的自然環境及環境保護策略，認同維護生態安全的必要性 

2. 探討河源進行環境保護的成效 

3. 尊重大自然並成為致力保護社會及環境的負責任公民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河源或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

站，乘坐高鐵往深圳北／廣州南，並轉乘高鐵／動車前往河源 

萬綠湖及鏡花緣

風景區 

 

或 

 

河源市博物館 

 河源市水資源豐富。

貫穿全境的東江，是

珠江流域在粵東的

最大支流，萬綠湖水

質一直保持在國家

地表水Ⅰ類標準，是

為河源市區居民的

飲用水源 

 河源的文化以客家

文化為主，河源菜是

東江菜的典型代表，

而東江菜是粵菜的

主要流派之一 , 例

如:東江鹽焗雞讓學

生了解香港飲食文

化的源流 

 河源市於 2005 年 4

月 10 日，正式獲得

中國地質調查局地

層與古生物研究中

心授予「中華恐龍之

鄉」稱號，讓學生了

解中國為華夏文明

的源流及對生態環

境及文化保育的責

任 

 認識河源的自然環

境及水源變遷，探討

當地政府保護環境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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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組成 

課題：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 

 形成香港社會以中華文化為主

體的多元文化特徵的因素；中華

傳統文化與不同文化的融和對

香港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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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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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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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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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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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措施的成效 

 探討人類活動對生

態環境的影響和責

任，明白可持續發展

的需要，認同維護生

態安全的必要性 

 

下午 河源市污水處理

廠 

認識河源水質污染的

來源，當地污水處理的

工作，探討當地政府處

理水質污染措施的成

效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新豐江水電站、攔

河大壩 

 認識當地的河岸管

理策略，探討發展水

力發電如何有助當

地實踐可持續發展 

 探討人類活動對生

態環境的影響和責

任，明白可持續發展

的需要，認同維護生

態安全的必要性 

下午 企業  參觀內地企業，了解

當地如何於經濟發

展與環境保護間取

得平衡 

 多角度探討人民、企

業和政府如何互相

合作盡力保護環境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由河源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河源乘坐高鐵／動車前往深圳北／廣州

南高鐵站，並轉乘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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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9：廣州海上絲路歷史文化及農業科技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了解廣州市海上絲路的歷史文化 

2. 認識廣州市農業科技的應用和成就，培養開拓與創新精神 

3. 思考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所帶來的機遇，認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廣州或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

站，轉乘高鐵往廣州 

有機種植農場  認識有機耕種的過

程及科技應用，以及

其對保護環境的重

要性，培養開拓與創

新精神 

 探討科技對人民生

活帶來的轉變和提

升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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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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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持份者在推動環境保育方

面的角色和責任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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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廣東省博物館 認識廣東省的海上絲

路的歷史及文化演變 

當地一所大學 

（如華南農業大

學） 

 認識一所以農業科

學和生命科學為發

展重點的大學，並了

解內地升學的情況

及當地學習環境 

 認識農業科技應用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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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二天 

上午 

南海神廟及碼頭

遺址 

 

或 

 

西漢南越王博物

館 

 通過參訪廣州的歷

史遺存，認識海上絲

路的起點，並了解古

代廣州對外交通貿

易至今的演變 

 探討國家「一帶一

路」的發展策略為廣

州和香港帶來的機

遇，從而了解國家經

濟發展方向，認識經

濟安全是國家發展

不可缺少的部分 

 反思通過推動「一帶

一路」的發展策略對

周邊地區的機遇和

挑戰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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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題：參與國際事務 

 「一帶一路」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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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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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的發

展、全球勞動及金融市場的融

合；新經濟發展對個人（消費及

就業）、香港及國家發展的影響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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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研習與經濟安全相關的課題，認

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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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黃埔古港、黃埔及

歷史陳列館 

認識古代海上絲路的

起點和盛衰，了解廣州

在海上絲路的發展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三天 

上午 

廣州國家農業科

技園區 

 

或 

 

與農業科技相關

的企業 

 認識農產品的生產

過程及農業科技的

應用，培養開拓與創

新精神 

 探討科技對人民生

活帶來的轉變和提

升 

下午 由廣州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廣州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並乘坐

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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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0：廣州、東莞創新科技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廣東省創新科技的科研設備及其對維護國家科技、網絡安全的重要性 

2. 認識廣州及東莞市創新科技的產業發展和機遇 

3. 培養開拓與創新精神以及對科技的興趣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廣州或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

站，轉乘高鐵往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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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科技創新對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反思如何防止

洩露科技產業的機

密資訊，認同維護

科技安全的必要性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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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近期的五年發展規劃的重點及

相關政策，以及這些重點和政策

與促進國家和香港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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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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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互聯網、社交網站、

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特徵 

 資訊素養的內涵與正面價值觀

的關係：辨別虛假資訊；使用科

技的道德操守；遵守相關法律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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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當地一所大學 

（如中山大學）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

教育政策、學與教

模式等的異同 

 認識當地學校的設

施、重點學科和學

生的校園生活，並

了解年青人在大灣

區的發展空間 

 通過與當地學生交

流，分享兩地文化

的特色 

下午 天河區港澳青年之

家 

 

或 

 

企業 

 

 參觀內地創新科技

企業，探討創新科

技如何帶動企業持

續發展 

 推動粵港澳青年合

作，以及反思香港

年青人在國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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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由學校從以上兩

項選一項） 

發展上掌握的機遇

和擔當的角色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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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歷史文化的保

育例如: 

參觀陳家祠（廣東民

間工藝博物館）、北

京路千年古道遺址

及南越王墓博物館

等 

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

及優秀的文化的傳

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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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創新科技企業（如廣

州科大訊飛有限公

司、廣州黑匣資訊科

技有限公司、廣州市

銳豐音響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 

 了解創新或科技產

業的發展及成效，

探討該產業如何推

動經濟發展 

 思考國家發展帶來

的機遇和挑戰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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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

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研習與經濟安全相關的課題，認

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下午 廣東科學中心 通過參訪不同的科普

展廳及展品，讓學生

認識科學新知和發展

趨勢，以及其對國家

長遠發展的重要性，

從中體驗科學探索的

樂趣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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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三天 

上午 

X City 人工智能展

廳 

 

或 

 

松山湖高新技術產

業園 

 

或 

 

廣州互聯網法院 

 

（由學校從以上三

項選一項） 

 認識國家科研的發

展及在生活中的應

用，培養開拓與創

新精神 

 認識國家的司法制

度，以及了解大數

據分析及人工智能

在司法的應用 

 清楚了解資訊素養

的內涵與正面價值

觀的關係，明白使

用科技的道德操

守，以及遵守相關

法律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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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互聯網、社交網站、

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特徵 

 資訊素養的內涵與正面價值觀

的關係：辨別虛假資訊；使用科

技的道德操守；遵守相關法律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國家安全概念 

 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認識國家安全重點領域的基本

內涵和重要性，以及維護國家安

全的途徑與方法 

範疇八：國家安全與人權、 自由、

法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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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旅遊巴士前往東莞 

下午 中國散裂中子源項

目 

 參觀國家重點科研

設備，認識內地科

研的最新發展和了

解維護國家科技安

全的重要性，培養

學生國家觀念 

 提高香港年青人對

科研工作的認識，

以培養未來的科研

人才，貢獻國家 

 探討科技創新對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反思如何防止

洩露科技產業的機

密資訊，認同維護

科技安全的必要性 

由廣州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廣州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並乘坐

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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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1：廣州、珠海經濟發展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廣州和珠海的城市規劃及經濟發展的現況，思考其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策略

下的發展的定位及優勢 

2. 了解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發展的特色，思考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策略下的機遇

和挑戰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廣州或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

站，轉乘高鐵往廣州 

廣州民航職業技術

學院 

認識及了解飛機維修

工程、民航經營管理和

航空港管理等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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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

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近期的五年發展規劃的重點及

相關政策，以及這些重點和政策

與促進國家和香港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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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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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天河區港澳青年之

家 

 

或 

 

琶洲互聯網創新集

聚區 

 

（由學校從以上兩

項選一） 

 

替代行程： 

如以上兩個參訪點

均無法安排參訪，

改往參訪廣州市城

市規劃展覽中心 

 港澳青年在廣州創

業的支授措施；以

及探討年青人在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空間和機會 

 認識內地互聯網技

術創新平台，探討

創新科技對國家經

濟發展的重要性 

 思考廣州在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優勢 

海心沙（天河區）、

珠江新城、花城廣

場和外觀廣州塔 

 通過參訪廣州的新

發展區域，了解曾

是廣州亞運會的比

賽場地，以及其他

現代化建築物，從

而了解廣州的文化

及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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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思考廣州在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可掌握

的機遇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研習與經濟安全相關的課題，認

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廣州市城市規劃展

覽中心 

 認識廣州的發展歷

程及成就，並了解

廣州的未來城市規

劃和發展優勢 

  認識廣州在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優

勢，思考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帶來的機

遇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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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

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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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研習與經濟安全相關的課題，認

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下午 創新或科技企業 

 

或 

 

現代科技主題的科

普場館 

 

（由學校從以上兩

項選一） 

 

 了解創新或科技產

業的最新發展，以

及在《憲法》下，國

家建立法制保障企

業營商，從而推動

國家經濟發展 

 認識科技新知和發

展趨勢，從中體驗

探索現代科技的樂

趣，以及思考可實

踐智慧城市概念的

創新方法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三天 

上午 

由廣州乘旅遊巴士往珠海 

愛飛客航空科普基

地 

 

 了解珠海航空業的

發展，以及其所面

對的機遇和挑戰 

 探討航空科技的發

展對國家發展的重

要性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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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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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下午 車遊珠海巿橫琴自

貿區 

認識橫琴在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策略下的發

展現況和優勢 

提升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

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近期的五年發展規劃的重點及

相關政策，以及這些重點和政策

與促進國家和香港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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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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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研習與經濟安全相關的課題，認

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橫琴新區規劃建設

展示廳 

 

或 

 

企業 

 

（由學校從以上兩

項選一） 

 了解橫琴的整體規

劃和發展，探討港

珠澳大橋的開通如

何促進香港、珠海

及澳門的協作發展 

 思考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帶來的機遇 

由珠海乘船回尖沙咀中港碼頭／上環港澳碼頭，再乘旅遊巴士回香港學校或由珠

海乘坐旅遊巴士經港珠澳大橋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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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2：深圳經濟發展及文化保育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深圳城市規劃和創新產業的發展概況，反思個人或香港可在國家經濟發展上

掌握的機遇和擔當的角色，從而提高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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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認識明清海防建設和鴉片戰爭的歷史，了解維護國土安全及軍事安全以保障

國民安全的重要關係 

4. 認識當地保育生態和推廣環保的工作，分析可持續發展所帶來的挑戰、機遇和優

勢，反思對香港保育工作帶來的啟示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經指定口岸，建議使用蓮塘／香園圍口岸，學校

亦可按學校位置選擇使用其他口岸）往深圳或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香

港高鐵站，轉乘高鐵往深圳福田 

深圳市工業展覽

館 

（國家工業互聯

網平台應用創新

體驗中心、深圳機

器人產業創新成

果展、新一代資訊

技術等） 

 了解深圳創新產業

的發展和成果 

 反思個人及香港可

在國家經濟發展上

掌握的機遇和擔當

的角色 

 探討科技創新對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反思如何防止

洩露科技產業的機

密資訊，認同維護

科技安全的必要性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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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

模式、教育程度、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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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互聯網、社交網站、

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特徵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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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深圳改革開放展

覽館 

認識國家改革開放的

歷程和成就 

甘坑客家小鎮 親身體驗國家如何以

高新科技保育及傳承

重要客家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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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團結和國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研習與經濟安全相關的課題，認

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創新科技企業  認識內地創新科技

的發展優勢，並了

解深圳地區的企業

規模，以及在《憲

法》下，國家建立法

制保障企業營商，

從而推動國家經濟

發展 

 認識深圳在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優勢

和機遇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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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入、消費

模式、教育程度、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

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研習與經濟安全相關的課題，認

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下午 當地一所大學 

（如深圳大學／

南方科技大學）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

教育政策、學與教

模式等的異同 

 認識當地學校的設

施、重點學科和學

生的校園生活，並

了解年青人在大灣

區的發展空間 

 通過與當地學生交

流，分享兩地文化

的特色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三天 

上午 

大鵬所城 

（包括：大鵬所城

海防博物館、賴恩

爵振威將軍第、劉

起龍將軍第、東門

街南門街、正街和

古城門等） 

 認識明清海防衛所

的建築特色和規劃 

 認識鴉片戰爭首戰

的歷史，了解保家

衛國、不屈不撓的

精神，並認同維護

國土安全和軍事安

全對國家的重要性 

 通過考察明清的嶺

南民居建築群，認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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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課題：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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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識國家保護文物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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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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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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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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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體驗大鵬新區珊

瑚保育區海洋科

普教育課堂（建

議：潛愛課堂） 

 通過了解當地保育

和推廣珊瑚礁生態

的工作，探討可持

續保育政策的成效 

 反思香港在海洋保

育方面的工作及所

遇到的挑戰和啟示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由深圳（經指定口岸，建議使用蓮塘／香園圍口岸，學校亦可按學校位置選擇使

用其他口岸）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深圳福田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

站，並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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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3：佛山文化遺產保育及傳承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了解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2. 認識廣東嶺南傳統建築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3. 欣賞和體驗廣東嶺南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武術、三雕一彩一繡、灰塑和

粵劇等）的歷史、文化特色和發展 

4. 了解及認同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佛山或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站，

轉乘高鐵往廣州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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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國家優秀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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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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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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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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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南風古灶及製陶

廳 

（參與製作陶藝） 

 通過了解嶺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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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會嶺南傳統陶藝

的創作過程，並反

思優秀文化保育意

識和承傳的重要性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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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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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下午 當地一所中學 

 

或 

 

當地一所大學 

 

（由學校從以上

兩項選一項）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

教育政策、學與教

模式等的異同 

 認識當地學校的設

施、重點學科和學

生的校園生活，並

了解年青人在大灣

區的發展空間 

 通過與當地學生交

流，分享兩地文化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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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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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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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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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講座 認識中華文化美學的

特色、發展和傳承，以

及其面對的挑戰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三天 

上午 

順德祠堂  思考傳統宗祠文化

與家庭觀念為親族

帶來的影響和歷史

價值 

 欣賞國家優秀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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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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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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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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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國家優秀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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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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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佛山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廣州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並乘坐旅

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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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4：開平的文化遺產保育及傳承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2. 了解古代建築和村落的建築藝術特色及文化內涵 

3. 思考國家保育文化遺產所面對的挑戰，以及當中保育成果的關鍵因素 

4. 了解及認同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開平或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站，

乘坐高鐵往深圳北，並轉乘高鐵／動車前往開平 

下午 開平碉樓 

（包括瑞石樓／

馬降龍碉樓群／

自力村碉樓群） 

 認識開平碉樓被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的文物

價值，以及探討保育世

界文化遺產所面對的

挑戰 

 欣賞國家優秀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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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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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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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赤坎古鎮（包括堤

西路、景輝樓、耀

華坊、南樓、司徒

氏圖書館和關族

圖書館） 

 通過考察中西合璧的

古街樓房，認識當地僑

鄉經濟、民俗風貌及歷

史 

 了解國家保育文化遺

產的工作概況及其所

面對的挑戰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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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裨益：國家支持香港發展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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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下午 當地一所華僑資

助中學（如開僑中

學） 

 通過了解華僑回鄉助

學的善舉，體會同胞互

助互勉的情操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

育政策、學與教模式等

的異同 

 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

生活方式、文化，以及

思考年青人在內地的

發展空間和機會 

策；讓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

優勢 

 貢獻：香港在不同範疇推動內地

發展及交流；捐款賑災或支援內

地發展中地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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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

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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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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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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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行程： 

如無法安排參訪

學校（因當地學校

考試或假期），改

往參訪開平市博

物館 

認識開平千百年來的歷

史文化變遷，以及探討國

家保育文物的重要性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三天 

上午 

宋元崖門海戰遺

址 

 了解國家如何保育文

物古蹟，並思考其保育

文化遺產所面對的挑

戰，以及當中保育成果

的關鍵因素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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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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通過考察宋代海防策

略和建設，了解維護國

家安全以保障國民安

全的重要性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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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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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當地一所大學 

（如五邑大學）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

育政策、學與教模式等

的異同 

 通過與當地學生交流，

分享兩地文化的特色 

由江門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江門乘坐高鐵／動車前往深圳北高鐵站，並

轉乘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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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5：陽江的海上絲綢之路及開平的文化遺產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2. 認識古代建築和村落的建築藝術特色及文化內涵 

3. 認識國家如何應用科技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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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開平或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站，

乘坐高鐵往深圳北，並轉乘高鐵／動車前往開平 

下午 開平碉樓  了解其歷史背景、種

類、建築藝術特色等，

以及探討當中所反映

的文化價值 

 認識開平碉樓被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的文物

價值，以及思考保育世

界文化遺產所面對的

挑戰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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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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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海上絲綢之路博

物館 

 了解出水文物古蹟保

育的挑戰及成果，以認

識國家保護宋代古船

南海一號的規模與決

心 

 通過認識出土與保護

南海一號的船體與船

上遺物，認識國家如何

應用科技來進行文物

保育工作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課題：參與國際事務 

 「一帶一路」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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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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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通過參訪海上絲綢之

路博物館及認識當地

對保育南海一號的重

視，思考保育文物古蹟

如何能促進文化認同

與推動當地旅遊發展 

 反思通過推動「一帶一

路」的發展策略對周邊

地區的機遇和挑戰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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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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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江門市潮連盧邊

村、盧氏宗祠與

洪聖殿 

 通過走訪盧邊村，考察

村內的「祠堂群」以及

洪聖殿 

 認識中國傳統村落發

展的歷史背景及其鄉

親文化傳統 

 以盧氏宗祠與洪聖殿

為考察焦點，認識中國

傳統宗祠與廟宇的建

築特色 

 認識當地政府保育文

物古蹟工作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三天 

上午 

赤坎古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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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由開平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開平乘坐高鐵／動車前往深圳北高鐵站，

並轉乘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422172503/http:/chikan.kaip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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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6：肇慶的文化遺產保育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2. 了解孔廟和龍母祖廟的建築及藝術特色 

3. 認識中國傳統建築設計背後的鄉親思想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坐旅遊巴士往肇慶或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站，

轉乘高鐵往肇慶（如沒有合適的班次由香港直達肇慶的高鐵，可於深圳北或廣州南

轉程往肇慶） 

下午 肇慶宋城牆 

 

 通過了解宋城牆的歷

史與保育情況，認識當

地政府在文物古蹟保

育方面的困難和挑戰 

 認識宋城牆對推動當

地旅遊經濟發展的貢

獻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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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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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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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慶龍母祖廟  通過考察龍母祖廟的

建築與設計，認識傳統

民俗文化活動、風水文

化、民間祭祀與親族情

懷 

 認識與欣賞龍母祖廟

建築（包括牌坊、山門、

香亭、大殿、梳妝樓與

東裕堂等）與雕刻（包

括石雕、磚雕、木雕、

陶雕等）藝術價值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德慶學宮 

 

 認識國家古代科舉制

度的歷史、儒家思想與

孔子文化 

 從考察德慶學宮內大

成殿，文明門、崇聖殿、

尊經閣、明倫堂等認識

德慶學宮的建築藝術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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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下午 七星岩 

 

 認識七星岩摩崖石刻

的歷史文化與藝術價

值 

 認識七星岩文物保育

工作的困難與成果 

 進入七星岩溶洞內步

行參觀，了解喀斯特地

貌的地質構造和特徵

和當地的旅遊發展，從

而探討開發自然地貌

作為風景區對環境及

當地經濟和民生的影

響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三天 

上午 

當地一所中學 

（如廣東肇慶中

學） 

 

或 

 

當地一所大學 

（如肇慶學院） 

 

（由學校從以上

兩項選一項） 

 認識當地學校的設施、

重點學科和學生的校

園生活，並了解年青人

在大灣區的發展空間 

 了解、認識並尊重各地

的生活文化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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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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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研習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當代議

題（例如領土爭端、經濟危機

替代行程： 

如無法安排參訪

學校（因當地學校

考試或假期），改

往參訪中國端硯

博物館 

通過欣賞歷代端硯瑰寶，

了解國家深厚的文化底

蘊及傳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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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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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下午 黃岩洞景區 

 

通過考察古人類遺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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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認同維護國家安全對保障

國民安全的重要性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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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肇慶乘坐旅遊巴士返回香港學校或由肇慶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並乘坐旅遊

巴士回學校（如沒有合適的班次由肇慶直達香港的高鐵，可於深圳北或廣州南轉程

往香港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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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7：韶關丹霞山的文化遺產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2. 了解中國傳統圍屋與寺廟建築與藝術特色 

3. 認識中國傳統建築設計背後的鄉親思想 

 

註：此行程對參加者體力要求較大，參加者宜考慮健康狀況才決定是否參加此行程。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韶關或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站，

轉乘高鐵往韶關（如沒有合適的班次由香港直達韶關的高鐵，可於深圳北或廣州

南轉程往韶關） 

下午 丹霞山  認識丹霞山摩崖石刻

的歷史文化與藝術價

值 

 認識丹霞山文物保育

工作的困難與成果 

 通過到訪丹霞山世界

自然遺產風景區，體會

旅遊業發展對當地居

民生活的影響，以及思

考如何在發展旅遊業

與保育自然環境當中

取得平衡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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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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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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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南華寺  認識中國古代寺廟古

蹟的建築與藝術特色 

 認識南華寺內珍貴文

物古蹟與其保育情況 

下午 滿堂客家大圍 

 

通過認識滿堂客家大圍

的傳統客家圍屋的建築

設計、藝術與文化特色，

了解滿堂客家大圍建築

背後所反映的族群與鄉

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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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三天 

上午 

華南教育歷史研

學基地 

了解港澳學校在抗日戰

爭時期內遷粵北的辦學

歷史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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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裨益：國家支持香港發展的政

策；讓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

優勢 

 貢獻：香港在不同範疇推動內地

發展及交流；捐款賑災或支援內

地發展中地區的需要 

下午 由韶關乘坐旅遊巴士回香港學校或由韶關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並乘旅遊巴

士回學校（如沒有合適的班次由韶關直達香港的高鐵，可於深圳北或廣州南轉程

往香港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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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8：潮州的文化遺產內地考察（三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2. 認識潮州傳統建築藝術特色 

3. 探討傳統建築設計背後所反映的中華文化和傳統思想 

4. 認識與體驗潮州傳統工藝的文化特色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高鐵站集合，乘坐高鐵往潮州 

下午 丁氏宗祠、從熙公

祠 

 認識潮汕祠堂的建築、

石刻、潮州木雕、嵌瓷

等特色 

 通過認識潮汕祠堂的

設計構思，認識中華文

化懷抱祖德和慎終追

遠傳統思想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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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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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中國瓷都陳列館

及陶瓷工作坊 

通過參訪中國瓷都陳列

館及參與製作陶瓷，認識

潮州的陶瓷工藝及其文

化背景 

百師園創意館 

 

認識骨雕、玉雕、陶塑、

潮繡等傳統工藝 

下午 廣濟橋 通過參訪中國四大古橋

之廣濟橋，探究潮州政府

對文物保育的政策，以及

所面對的挑戰 

牌坊街及古城 親身體驗古代潮州的城

鎮建築及規劃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三天 

上午 

陳慈黌故居 認識陳慈黌故居所代表

的傳統建築特色，包括駟

馬拖車、灰塑與木雕石刻

等，以及其中西揉合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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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築藝術 

韓公祠 

 

 認識潮汕祠堂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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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當地一所高校 

（如韓山師範學

院） 

認識內地師範學院的特

色，並了解內地升學的情

況及當地學習環境 

由潮州乘坐高鐵返回香港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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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19：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內地考察（四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福建省海絲文化，以及了解世界遺產—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 

2. 認識閩南歷史文化，以及當代廈門的城市發展 

3. 了解福建土樓的建築特色及結構，體驗客家文化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站，轉乘高鐵或動車往廈門 

 

下午 廈門港企業 

（如廈門港集團） 

 

 

或 

 

其他企業 

（如美圖公司） 

認識福建自由貿易試驗

區在「一帶一路」倡議下

的發展 

 

或 

 

認識當地企業的發展成

就，以及所面對的挑戰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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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

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課題：參與國際事務 

 行動及倡議：不同性質的救援及

協助其他國家行動；籌組國際組

織及舉辦國際論壇；「一帶一路」

倡議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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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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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福建土樓 

（建議為華安土

樓） 

 認識福建土樓的建築

特色及其作用，欣賞中

國傳統文化，並探討其

保育及傳承 

 了解客家傳統文化、風

俗及生活習慣 

下午 鼓浪嶼  欣賞島上中、西式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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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三天 

上午 

泉州海外交通史

博物館 

認識古代海外交通和海

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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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下午 開元寺  欣賞福建省內最大寺

廟開元寺的雄偉建築 

 探究歷史文物的保育

與中華文化的傳承 

 認識海上絲綢之路起

點及歷史文化名城泉

州的重要地標 

的機遇與挑戰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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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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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五店市傳統街區 探究閩南歷史文物的保

育與中華文化的傳承 

全體分享會  讓學員總結及分享是次行程的所得所感，並鞏固所學 

 清楚表達自己的見解，並以尊重和開放的態度來看待其他人

所持的意見和價值觀，分享對國家發展的體會 

 分享維護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第四天 

上午 

當地一所中學 

（如泉州第五中

學） 

 

 

 
 

或 

當地一所大學 

（如華僑大學）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

育政策、學與教模式等

的異同 

 通過與當地學生交流，

分享兩地文化特色 

或 

認識福建省大學的教育

政策、內地升學情況及學

習環境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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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一：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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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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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講座 認識「廈門的歷史文化」

或「土樓建築特色與客家

文化」或「海上絲路的歷

史和發展」 

下午 由泉州乘高鐵或動車返回香港西九龍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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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0：湖南省歷史文化及環境保育內地考察（五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湖南省的歷史和文化 

2. 欣賞古代學術文化的歷史故事和文化遺蹟 

3. 認識湖南省國家森林公園的地理特徵和自然風貌，以及探討其可持續發展的方

向與挑戰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站，轉乘高鐵或動車往長沙 

 

下午 湖南省博物館  認識蜚聲中外的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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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同維護文化安全的

必要性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

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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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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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應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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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第二天 

上午 

當地一所中學（如

湖南師範大學附

屬中學）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

育政策、學與教模式等

的異同 

 通過與當地學生交流，

分享兩地文化的特色 

下午 嶽麓書院 認識中國古代四大書院

之一的嶽麓書院和愛晚

亭的歷史故事和文化遺

蹟 

專題講座 認識張家界、長沙地質與

環境保育 

由長沙乘高鐵或動車往張家界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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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三天 

上下午 

張家界、袁家界及

天子山等自然風

景地貌 

 認識獲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列入《世界自然遺

產名錄》，中國第一個

國家森林公園張家界

的地理特徵、自然風

貌、可持續發展的去向

與挑戰，以及國家對於

國家公園的法規和管

理措施 

 認同維護生態安全的

必要性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

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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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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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四天 

上下午 

十里畫廊及金鞭

溪等自然風景地

貌 

認識國家保育世界遺產

和可持續發展的工作概

況認識獲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列入《世界自然遺產

名錄》，中國第一個國家

森林公園張家界的地理

特徵、自然風貌、可持續

發展的去向與挑戰，以及

國家對於國家公園的法

規和管理措施 

下午 全體分享會  讓學員總結及分享是次行程的所得所感，並鞏固所學 

 清楚表達自己的見解，並以尊重和開放的態度來看待其他

人所持的意見和價值觀，分享對國家發展的體會 

 分享維護文化安全和生態安全的重要性 

第五天 

上午 

乘坐高鐵或動車返回長沙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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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位於太平老街內

的「天心非物質文化遺

產保護展示中心」，認

識國家保育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情況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

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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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應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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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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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乘坐高鐵或動車返回香港高鐵站，轉乘旅遊巴士回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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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1：貴州的民族文化及自然天文內地考察（五天） 

 

（一）學習目標： 

1. 認識貴州的自然風貌、少數民族的生活和風俗習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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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習活動及建議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往香港高鐵站，轉乘高鐵或動車往貴州 

下午 遵義會址 認識中國共產黨發展

的歷史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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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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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文化、

自然資源、教育、科技、國防等）

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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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應

用科技進行保育工作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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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民生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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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與當地學生

交流，分享兩地文

化的特色 

下午 貴州大數據應用展

示中心 

了解國家大數據產業

發展規劃及影響 

貴州省博物館 認識貴州的歷史、少

數民族及獨樹一幟的

民族文物，了解貴州

的風土人情和民族文

化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56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三天 

上午 

當地一所大學（如貴

州大學）及專題講座 

 認識內地大學的

教育政策、內地升

學情況及學習環

境 

 了解貴州的歷史

及發展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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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水平、人

均預期壽命、脫貧等）的轉變與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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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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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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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荔波古鎮  認識貴州的少數

民族（如苗族、布

依族、水族、瑤族）

的民俗文化 

 思考經濟發展如

何影響當地人民

的生活 

香港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四天 

上午 

 

 

 

 

荔波縣大小七孔自

然生態景區 

 欣賞當地自然生

態環境 

 認識國家保育世

界遺產和可持續

發展的工作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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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分享會  讓學員總結及分享是次行程的所得所感，並鞏固所學 

 清楚表達自己的見解，並以尊重和開放的態度來看待其

他人所持的意見和價值觀，分享對國家發展的體會 

 分享維護國家文化及科技安全的重要性 

第五天 

上午 

平塘國際天文體驗

館 

認識國家天文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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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國家

觀念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21） 

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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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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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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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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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互聯網、社交網站、

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特徵 

下午 乘坐高鐵或動車返回香港高鐵站，轉乘旅遊巴士回香港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