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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DB(CD/MCNE)/ADM/150/1/2(4) 
 

教育局通函第 183/2023 號  
 

分發名單：  各中小學校長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請將本通函傳閱予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家長教師會和全體教職員）  

 
豐富《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內容── 

優化「首要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  
 

摘要  

本通函旨在通知各中小學《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將

作進一步增潤，包括「首要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的優化內容，以

及相關的學與教資源和推廣活動。  
 

背景  

2. 教育是立德樹人的事業，幫助學生掌握正確的價值觀、建立正面

積極的生活態度及實踐適切的行為，一直是香港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

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宣布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當中包括豐富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內容，強調以中華文化作為價值觀

教育的主軸，從小加強學生的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  

詳情  

3. 現時，教育局向學校建議「首要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首

要價值觀和態度），包括「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

認同」、「承擔精神」、「誠信」、「關愛」、「守法」、「同理心」及「勤勞」，

讓學校因應其辦學理念、學校特色、學生成長需要等，發展校本價值觀

教育課程，有系統地透過「多元策略」、「互相配合」、「有機結合」、「自

然連繫」、「課堂內外」、「全校參與」等策略，培育各個價值觀教育重

點。  

4. 因應社會環境的轉變及學生成長需要，教育局持續及適時更新

首要價值觀和態度，為學校推動價值觀教育提供清晰明確的方向。香

港作為國家一部分，價值觀教育亦應以中華傳統文化為主軸，協助學

生認識及實踐傳統中華美德，厚植家國情懷。課程發展議會建議優化

首要價值觀和態度（詳情請參閱附件一至三），讓學校同時在個人、群

體和國家的利益、福祉和安全層面培育學生。優化內容包括：  

(i)  進一步強調以中華文化為主軸；  

(ii)  將現有首要價值觀和態度「關愛」擴展至「仁愛」，進一步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VE_CF_20211129_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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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傳統中華文化思想──「仁」的概念，為此首要價值觀

和態度賦予更深的涵義；  

(iii)  新增「孝親」，強調傳統中華文化中孝道的重要性，以從小

建立學生的家庭、鄉土、根源等觀念；以及  

(iv)  新增「團結」，強調團結精神和行動對學校、家庭、社會、

國家和世界發展的重要性，從小建立學生對學校、家庭、社

會和國家的歸屬感，共同維護學校、家庭、社會、國家，以

至世界的意識和行動。  

5. 各個首要價值觀和態度並非獨立施行，當中的內涵互有關連，學

校可因應辦學理念、學校特色、學生成長需要等，進行整體課程規劃。

價值觀教育是「愛」的教育，強調「知（認知）、情（情感）、行（實

踐）」並重。學校必須透過設計合適的校本價值觀教育課程，以及結合

中華文化及各跨學科價值觀教育範疇的學習情境和內容，為學生提供

全面、互動、生活化、注重反思及實踐的學習活動，加深學生對各首要

價值觀和態度的理解和認同，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和推廣。  

6. 教育局會持續提供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資源舉隅請參閱附件

四），支援學校以「多元策略」、「互相配合」、「有機結合」、「自然連繫」、

「課堂內外」、「全校參與」等策略，提供不同學習活動，培育學生包括

「仁愛」、「孝親」、「團結」等正確價值觀和態度；亦會陸續推出相關教

師專業發展課程，提升教師掌握整體課程規劃的技巧。  

7. 此外，教育局將為教師和學生分別舉辦「『生活事件』教學簡報

設計比賽」及「創意傳承，福滿長者──動起來全校『傳』『是』愛」

活動，進一步推動師生認識和實踐相關首要價值觀和態度，詳情請參

閱附件五及六。  

 
查詢  

8. 如有查詢，請致電 21537493 與本局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1
聯絡。  

教育局局長  
陳碧華博士   代行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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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首要價值觀和態度  
 

教育是立德樹人的事業，幫助學生掌握正確的價值觀、建立正面

積極的生活態度及實踐適切的行為，一直是香港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

為了配合學生的成長需要和社會環境的轉變，課程發展議會建議學校

應首要培育學生以下十二個正確的價值觀和正面積極的生活態度，包

括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仁愛、

守法、同理心、勤勞、孝親和團結 1等，以切合學生成長需要，裝備他

們當面對個人和社會不同的議題時，仍能持守正確的價值觀，作出合

情、合理、合法的判斷和行為。  

立根中華傳統文化   借鑒世界優秀文明  

2. 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形

成的，蘊含著豐富的道德理論、社會規範和對人行事的標準，是陶造學

生良好品德的瑰寶。作為國家一部分，香港的價值觀教育應立根中華

文化，以中華傳統美德作為首要價值觀和態度之基礎，培育學生文化

自覺自信，繼而面向世界，拓寬國際視野，學習世界優秀文明，以求同

存異、開放包容的態度互學互鑒。  

3. 不少學校的校訓與中華文化推崇的美德相關，部分更來自中華

                                                 
1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只包括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

同、承擔精神、誠信、關愛、守法、同理心及勤勞十個首要價值觀。  

首要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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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學校應結合中華文化的學習，如傳統思想、歷史故事、藝術、文

學作品等，促進學生對正確價值觀的理解和認同，並加以實踐；教導學

生在考慮個人利益的同時，亦應關心大眾福祉，努力成為貢獻社會和

國家的未來棟樑。中華文化的學習內容豐富，涵蓋神話傳說、名勝古

蹟、禮儀制度、倫理思想、文學藝術、民生風俗等，當中蘊含許多值得

學習的傳統思想和美德，學校應按學生的成長和學習需要，選取及教

授相關的內容，全面培育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正面積極的生活態度，

並身體力行付諸實際行動。  

 
厚植家國情懷   強化學生主人翁意識  

4.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是學校

應有之義。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 2的落實及行政長

官《 2023 年施政報告》公布有關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舉措，我們必須

加大力度推行國民教育（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的工作，

培育學生成為建設美好香港、實現民族復興積極貢獻的力量。學校應

強化學生對國家歷史文化、國家地理、國家安全，以及國家最新發展的

學習，讓他們從小正確了解祖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欣賞及掌握

傳統價值觀、學習尊重國家象徵和標誌（包括國旗、國徽、國歌）、認

識《憲法》和《基本法》，協助學生建立國家觀念和公民責任心，厚植

家國情懷，思考如何維護國家安全和對國家作出貢獻。  

 
增潤首要價值觀   全面培育學生  

5. 為進一步讓學校同時在個人、群體和國家的利益、福祉和安全

層面培育學生，首要價值觀作出以下優化：  

 將現有首要價值觀和態度「關愛」擴展至「仁愛」  

在《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 2021）中，「關愛」為原

有首要價值觀和態度之一，藉培育學生「關愛」，促進他們以關

心和愛，主動理解別人處境和需要，並以真誠的態度與人相處。

有見社會上出現一些欺凌、暴力甚至殘害生命等事件，課程發

展議會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建議進一步加強價值觀教育中的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於 2023 年 10 月 24 日通過，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
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內容可參閱：  

  ht tp : / /cpc.peop le.com.cn/BIG5/n1 /2023/1025/c64387-40102862 .html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3/1025/c64387-401028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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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華文化元素，強調當中「仁」的觀念，將「關愛」擴展

至「仁愛」，為此首要培育價值觀賦予更深的涵義。  

「仁」是中華傳統文化價值觀的重要觀念，培育學生有「仁愛」

之心，不但要引導他們從行為上關心、愛護、真誠對待他人，

更著重培養他們的內在修養，積極以「仁」作為言語行動的標

準。所謂「克己復禮為仁」 3，持守仁德，就是要抑制自己，使

言語行動都合於禮，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4
；同時發自內心地以利他、包容、寬宏、善良和接

納的心，互助互愛、互諒互讓，實踐「仁者愛人」 5，化解人與

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培育學生具備「仁愛」的價值觀，是讓

學生從「心」出發，凡事推己及人，以真誠的態度與家人、師

長、朋友相處；並推而廣之愛護天地萬物，對動物和大自然亦

能秉持仁厚、慈悲、憐憫、懷抱萬物之心，關注鄰舍和社會弱

勢社群甚至動物的福祉，體現「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6，

藉此建立和諧友愛的校園和社會，預防及杜絕欺凌、傷害他人

和動物的事件。  

培育學生具備「仁愛」的價值觀應著重實踐，學校可提供更多

服務學習機會，如設置「一生一服務」校本獎勵計劃；並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社區清潔、義工服務、協助相關機構照顧流浪動

物、環境保育等，以實踐「仁民愛物」 7。如果人人都抱有一顆

懷抱萬物的仁愛之心，彼此相親相愛，便能建立和諧友愛的校

園和社會。這方向除了配合價值觀教育以中華文化為主軸外，

亦配合生命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發展。  

 新增「孝親」  

家庭是國家的基礎，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8，建

立和諧的家庭是國家穩定繁榮的基石。傳統中華文化重視孝道，

所謂「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9。孝道是促進家庭和

睦的根本，同時也是維繫社會和國家穩定的根基，《論語》有云：

                                                 
3 克己復禮為仁：出自《論語．顏淵》。 
4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出自《論語．顏淵》。 
5 仁者愛人：出自《孟子．離婁下》。 
6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出自《孟子．盡心上》。 
7 仁民愛物：出自《孟子．盡心上》。 
8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出自《孟子．離婁上》。 
9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出自《孝經．開宗明義》。 

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guwen/bookv_1192.html
https://ctext.org/xiao-ji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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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

為仁之本與！」，可見從小培育學生孝敬父母、尊敬師長，建立

正確的道德和價值觀，長大後他們定必成為具備良好品德和修

養的人，能謹守家庭崗位，重視國家觀念。因此，培育學生具

備「孝親」的觀念，是價值觀教育的重要元素。  

我們要教導學生以禮善事父母和長輩，以真誠的心照顧、孝敬

他們，從小學會分擔家庭責任，共同維護家庭的團結及和諧，

並懂得慎終追遠。此外，學生亦應愛惜自己，以欣賞、積極、

樂觀的態度過每一天，好好生活，以免父母和長輩擔心。孝道

的實踐不限於家庭層面，而應「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

身」 10，凡事學會知恩感戴、飲水思源，在家孝順父母長輩，主

動承擔家庭責任，以報親恩；在校尊師重道、努力學習，以報

師恩；在外尊敬長者，把敬老揚孝的觀念推廣到社會，實踐「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 11；長大後積極為社會、國家貢獻；做人行事

皆秉持正確的價值觀，問心無愧，以實踐孝道。  

 新增「團結」  

傳統中華文化重視團結，一個家庭、社群、國家必須團結，各

人齊心協力、同心同德，才能達至共同的目標，實踐家庭融洽、

社會和諧、國家安定。事實上，許多國家和組織都重視團結，

認為團結是有利團體、社會和國家穩定及發展的根基。  

培育學生具備團結精神，讓他們不論在與家人、同學、朋友、

鄰舍，以至社會上不同的人相處時，不只以個人的利益和喜惡

作為待人行事的準則，更會懂得凡事從群體的福祉出發，先公

而後私，展現友好、包容、和睦、守望相助及無私的態度，互

相配合、齊心合力，朝著共同的目標進發，體現「團結就是力

量」的精神。團結精神亦是提升家庭、學校、團體和民族凝聚

力，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元素。加入「團結」作為首要培

育學生的正確價值觀，有利建立和諧安定的家庭、團體、社會

和國家，並集合眾人的力量，維護國家的繁榮和穩定，體現「單

                                                 
10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出自《孝經．開宗明義》。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https://ctext.org/xiao-ji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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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易折，眾則難摧」 12的道理。  

學校可鼓勵學生參與班會、學社、制服團體、學生會等，學習

凡事先以團體的福祉和目標著想，並以無私的態度與人合作，

共同邁向一致的方向和目標。  

 
「多元策略」、「互相配合」、「有機結合」、「自然連繫」、「課堂內外」、

「全校參與」的課程規劃及推動策略  

6. 各個首要價值觀和態度雖各有其獨立性和側重點，但均互有關

連，故應把它們綜合處理，以增加協同效應。如「仁愛」和「同理心」

都強調我們要主動理解和關心別人；「仁愛」著重從內心出發實踐利他

行為，而「同理心」強調能設身處地去理解對方的感受和需要；兩個價

值觀均有利學生的品德培育。教師應按學生的生活和成長需要，選取

適當的首要價值觀和態度，作為培育學生品德的重點。  

7. 各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均覆蓋不同的生活層面，然亦各有側重，

如「堅毅」和「勤勞」會較傾向個人層面，而「承擔精神」和「國民身

份認同」則重視社會及國家層面。選取首要價值觀和態度時，應充份涵

蓋不同的生活層面，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8. 學校規劃價值觀教育課程時，應考慮其辦學宗旨、理念、使命、

學校特色、校情、宗教背景、學生成長需要等，適切地選取及加入校本

首要價值觀和態度，結合首要價值觀和態度，有系統地選取及編排不

同年級、科目、全方位學習活動的價值觀教育課程重點，透過「多元策

略」、「互相配合」、「有機結合」、「自然連繫」、「課堂內外」、「全校參

與」等策略，為學生提供全面和多元化的價值觀學習經歷。

                                                 
12 單者易折，眾則難摧：出自魏收《折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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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學校可參考以下示例，有系統規劃和設計校本價值觀教課程：  

示例一  
配合校本特色的課程規劃  

 
某中學為天主教香港教區學校，學校按其辦學宗旨及宗教背景，並
依據課程發展議會的《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及其他課程
文件，建構具校本特色的價值觀教育課程，以照顧不同年級學生的
學習需要。課程規劃大綱如下：  

年級  天主教教育  
五大核心價值  

首要價值觀
和態度  學生的成長需要、挑戰  

中一  
中二  

愛德  
（關愛感恩）  

義德  
（尊重責任）  

仁愛  
尊重  
責任感  
同理心  
守法  
勤勞  
團結  

 面對中學新生活、新群體，從
「愛德」中讓學生明白「仁
愛」、「尊重」等正確價值觀，
讓學生能學習彼此關愛，有助
融入群體。  

 學生開始於本校擔當不同角
色，例如領袖生等，從「義德」
讓學生了解自身角色背後的
「權利與責任」，學習「承擔精
神」。  

中三  家庭  
（家庭和諧）  

責任感  
承擔精神  
孝親  
團結  

 灌輸「家庭」的重要性，讓學
生知恩及感恩，從家庭出發，
學習尊重和關愛身邊人。  

中四  
中五  
中六  

真理  
（明辨是非）  

生命  
（探索生命）  

誠信  
堅毅  

國民身份認同  

 進入高中階段，同學有必要從
「真理」、「生命」中學如何「明
辨是非」，找到「個人目標」，
學習「面對逆境」，克服困難，
實踐理想，為進入社會作準
備。  

 

示例二  
結合學校宗教的課程規劃  

 
某學校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會屬學校，學校有機結合教育局建議學校
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及佛教的根本精神──自覺自利、覺他利他及緣
起依他，作為學校佛化教育的課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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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三  
以生活層面規劃首要價值觀和態度  

 
某學校配合《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內「對學生學習期望
的建議」各生活層面（即：個人、家庭、學校、社交、社會、國家
及世界）的分類，組織十二個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和不同年級的相關
學習內容，以螺旋遞進的方式逐步幫助學生認識正確價值觀的內
涵，並透過課堂內外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促進學生認同及實踐相關
價值觀和態度。  

示例四  
配合校訓推動首要價值觀和態度  

 
某學校重視培育學生傳統中華美德，以校訓「仁、義、忠、毅」作
為校本價值觀教育的總方向，結合中華文化學習元素及教育局首要
價值觀和態度，透過課堂學習、全方位學習、服務實踐體驗及全校
氛圍營造，引領學生逐步認識、反思、認同及實踐優秀的中華文化，
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鞏固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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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五  
透過服務實踐學習經歷培育學生仁愛、孝親及團結  

 
某學校以「一生一服務」作為學校服務學習的主題，透過為學生安
排多元化的服務實踐學習經歷，讓他們學習仁愛、孝親、團結、同
理心等正確價值觀和態度。當中包括：  
 

班中服務  以「一人一職」的原則，安排學生擔當班中不同職務，
透過服務學習主動理解和關注同學的需要，體現互助
互愛。  

團隊服務  成立不同的制服團隊（如童軍、交通安全隊、公益少
年團等）及全校性服務團隊（如升旗隊、圖書館領袖、
領袖生等），讓學生各展所長，服務他人，體現仁愛思
想；並透過團隊的集會和訓練，培養團結精神。  

社會服務  組織不同社區及義工服務，如安老院探訪、清潔海灘、
照顧流浪動物等，學習推己及人，關注鄰舍、社會弱
勢社群甚至動物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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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為協助學校有效規劃校本價值觀教育課程，以下提供有關首要價值觀

和態度的常見答問，供學校參考：  

問 1： 除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學校還可以培育學生其他正確價值觀和

態度嗎？  

答 1： 首要價值觀和態度的培育，乃建基於學生於不同階段的發展和

需要，配合社會對香港下一代的期望和要求，協助他們積極面

對成長和生活的轉變和挑戰，裝備他們當面對個人和社會不同

的議題時，仍能持守正確的價值觀，作出合情、合理、合法的

判斷和行為。  

除教育局建議學校首要培育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和態度外，學校

亦可按其辦學宗旨、使命、校情、宗教背景等，適切地選取及

加入校本的正確價值觀和態度作推動重點，結合首要價值觀和

態度作整全和有系統的規劃，以配合學生的成長和學習需要

（可參閱以上學校示例）。此外，各學習領域、跨學習領域及

科目亦有其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學校應作整全規劃，以「多

元策略、互相配合」方式，為學生提供全面、整全的價值觀學

習經歷。  
 

問 2： 學校必須於同一學年內培育學生所有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嗎？  

答 2： 各個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均已蘊含在學校課程內。學校應因應辦

學理念、學校特色、社會變化、學生特質、成長和學習需要等，

配合三年計劃／周年計劃／關注事項等，選取相關首要價值觀

和態度，作為周期／年度／級本的推動重點。  

學校選取時，應注意不同的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均有其獨立性和

側重點，同時亦是互有關連，故不應獨立施行或割裂處理及刻

意區分。教師應按學生的生活和成長需要，考慮各首要價值觀

所涉及的生活層面，有機結合，為學生規劃均衡而全面的價值

觀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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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3： 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價值觀教育，各科／組應把十二個首要價

值觀和態度平均分配到各年級及單元的學習？  

答 3： 不同首要價值觀和態度覆蓋不同的生活層面，如「堅毅」和「勤

勞」較側重個人層面，而「承擔精神」和「國民身份認同」則

較側重社會及國家層面。因此，學校選取首要培育的正確價值

觀時，應考慮不同學習階段學生的成長特質和學習需要，內容

應涵蓋不同的生活層面，不應側重或傾向個別層面，以確保爲

學生提供全面和有系統的價值觀教育學習經歷。  

再者，不同科目均蘊含相關的正確價值觀和正面積極的生活態

度，各科的教師應發揮科目的特質，在課堂內外的學習活動中

以「有機結合、自然連繫」的方式融入價值觀教育元素，結合

全校不同的科目課堂和學習活動，全方位培育學生掌握正確的

價值觀和態度；學校可定期進行課程檢視，了解首要價值觀和

態度滲透於相關科目課堂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的情況，從而優

化課程規劃，使推行模式更切合校本特色和學生的需要。  
 

問 4： 由 2001 年課程改革起，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已由五個加至十二

個，教育局會繼續新增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嗎？  

答 4： 2001 年課程改革起，課程發展議會向學校建議一系列應首要

價值觀和態度，作為學校推行價值觀教育的重點和方向，促進

全人發展。  

隨著社會持續發展，新的議題不斷出現，因應社會環境的急速

轉變及學生成長的需要，首要價值觀和態度亦適時作出更新，

為學校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生活態度提供清晰明確

的方向。  

課程發展議會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認為現時教育局向學校

建議的十二個首要價值觀和態度，以及價值觀教育推廣計劃

──「我的行動承諾」主題「感恩珍惜‧積極樂觀」，在目前而

言，已能涵蓋學生於不同階段的發展需要，並能在學校不同層

面推行價值觀教育。  

展望未來，我們會持續檢視價值觀教育的推行，並按學生的成

長和需要，更新及優化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以培育學生

成為一個德才兼備的社會棟樑。  

 



附件四  

13 

 

課程資源及支援  
 

1. 2023/24 學年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舉隅）  

 課程名稱 相關範疇 舉辦日期 

1.   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修訂） 生命教育 2023/24 學年 

2.   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修訂） 生命教育 2023/24 學年 

3.   
價值觀教育系列：（5）推動家長參與價值觀

教育的策略（修訂） 價值觀教育 2024 年 1 月 

4.   
價值觀教育課程：如何有效地規劃及推行性

教育（中學）——（二）時事及社會議題（修

訂） 
性教育 2024 年 1 月 

5.   
價值觀教育系列：（6）通過中華文化學習培

養學生正確價值觀（修訂） 中華文化 2024 年 2 月 

6.   
價值觀教育課程：如何有效地規劃及推行性

教育 （小學）（修訂） 性教育 2024 年 2 月 

7.   
價值觀教育系列：（7）學校推動健康生活教

育（包括禁毒教育）的課程規劃與策略（修

訂） 
價值觀教育 2024 年 3 月 

8.   
價值觀教育課程：如何有效地規劃及推行性

教育（中學）——（一）青少年的個人成長及

社交發展（修訂） 
性教育 2024 年 3-4 月 

9.   
價值觀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系列：（2）學

生在自然保育與氣候緩減的角色 
可持續發展教

育 2024 年 3 月 

10.  
價值觀教育系列：（8） 
運用繪本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小

學）（修訂） 
價值觀教育 2024 年 4 月 

11.  
價值觀教育（性教育）系列：（3）運用繪本培

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小學）工作坊

（新辦） 
性教育 2024 年 4-6 月 

12.  
價值觀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系列：（3）從

STEAM 學習推動環境保育 
可持續發展教

育 2024 年 5 月 

13.  
價值觀教育（生命教育）系列：（1）通過課堂

內外學習推動生命教育（修訂） 生命教育 2024 年 5 月 

14.  
價值觀教育系列：（9） 
運用繪本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中

學）（修訂） 
價值觀教育 2024 年 5 月 

15.  
價值觀教育課程：如何有效地規劃及推行性

教育（中學）——（二）時事及社會議題（修

訂） 
性教育 2024 年 5 月 

16.  
價值觀教育（性教育）系列：（2）如何預防兒

童遭受性侵害（新辦） 性教育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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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價值觀教育系列：（10）價值觀教育的評估（修

訂） 價值觀教育 2024 年 6 月 

18.  
價值觀教育課程：如何有效地規劃及推行性

教育（小學）（修訂） 性教育 2024 年 6 月 

以上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的詳情，請參閱教育局培訓行事曆系統。

（ https: / / tcs.edb.gov.hk/tcs /publ icCalendar /star t .h tm?deskLang=zh）  

2. 學與教資源（舉隅）  

 學習階段  主題及連結  二維碼  

仁愛  

1.   

小學 

愛護動物 

 

2.   共建關愛校園 

 

3.   我不要做網紅（網絡欺凌） 

 

4.   讓我來幫吧 

 

5.   兄弟姐妹事件簿 

 

6.   與家人爭看電視節目 

 

7.   幫助同學解決功課問題 

 

8.   中學 與寵物相處 

 

https://tcs.edb.gov.hk/tcs/publicCalendar/start.htm?deskLang=zh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DEC2020/Animal_protection.ppt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1__building%20a%20harmonious%20campus.ppt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2020Oct%20update/I%20dont%20like%20to%20be%20KOL_Cyberbullying%20(1).ppt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DEC2020/Let_me_help_you.ppt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1_family.pp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1.2.2.doc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1_3_5.doc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get_along_with_pet.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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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缺陷無罪（防止校園欺凌） 

 

10.  我參加了社會服務活動 

 

11.  我幫助了有需要的人 

 

12.  至「Chill」旅遊達人 

 
孝親  

13. 

小學 

我不讓父母為我勞氣了 

 

14.  我為爸爸慶祝父親節 

 

15.  爸媽，辛苦你們了！ 

 

16.  中學 媽媽今天病倒了 

 
團結  

17. 小學 我為家人分憂解難 

 

18.  

中學 

分黨分派，有你無我？ 

 

19.  本是同根生（我的內地朋友）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3_4_6.pp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3.5.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S5_society_case2.doc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LEA_Travel.ppt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1.2.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2.2.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2_2_10.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3.2.2.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2_KS3_sharing%20worry%20with%20my%20family.ppt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4_4_3.doc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4_4_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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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活在地球村 

 

以上為「生活事件」教案舉隅，將陸續上載更多學與教資

源至價值觀教育網頁。  

3. 推廣資源  

為推廣優化後的首要價值觀和態度，教育局製作了一系列推廣資源，

歡迎學校於價值觀教育網頁下載相關圖檔以製作校本推廣物資，或下

載及填寫借用表格，申請借用拍照道具。  

首要價值觀和態度一圖盡覽  
 

堅毅圖檔／拍照道具  尊重他人圖檔／拍照道具  

價值觀教育 
網頁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3_5_18.ppt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MPA2022/MPA20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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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感圖檔／拍照道具  國民身份認同圖檔／拍照道具  

承擔精神圖檔／拍照道具  誠信圖檔／拍照道具  

仁愛圖檔／拍照道具  守法圖檔／拍照道具  

同理心圖檔／拍照道具  勤勞圖檔／拍照道具  

孝親圖檔／拍照道具  團結圖檔／拍照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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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教學簡報設計比賽  
 

目的：   
本比賽旨在透過讓教師設計與「仁愛」、「孝親」及「團結」相關的教學

簡報，促進他們對以上三個首要價值觀和態度的理解，並思考如何結

合不同學習情境及運用多元學與教策略，幫助學生認識和認同相關價

值觀和態度，並推動他們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對象及參加形式：  
- 全港中小學教師，學生亦可與教師組隊參加。  
- 比賽分中學組及小學組。  
- 教師可以個人、教師小組（最多 3 人）或師生小組（最多 3 人，當

中包括最少 1 位教師）形式參加比賽。  
- 每間學校最多可提交 2 份參賽作品。  

 
內容及要求：  
- 簡報必須以「仁愛」、「孝親」及「團結」（可選多於一項）作為主

題，教師亦可配合其他首要價值觀和態度，以深化學習內容。  
- 簡報以 40 分鐘的課堂為限，內容須包括：  

- 「生活事件」標題  
- 內容概要  
- 學習目標  
- 學習重點（包括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  
- 學習活動，並須於備忘稿內提供教師錦囊  

- 學習活動流程及詳情  
- 建議提問、參考答案、教師回饋  
- 參考資料（如適用）  
- 影片／資料連結（如適用）  

- 總結  
- 延伸學習  
- 參考資料  
教師可參閱以下生活事件教學簡報（《人和大自然的

和諧旋律》），了解詳細教案內容及要求。  
- 簡報內容須以中文或英文編寫。  
- 簡報設計的素材不限，教師可靈活運用多媒體資源（如短片、動畫）、

圖像、圖表等以促進學生學習。惟所有使用的素材不得侵犯他人版

權或任何權益，亦不能包含或引用人、學校、公司及品牌的名稱、

標籤和商標等。簡報內容亦必須為原創，並從未公開發表，否則由

此引起的爭議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並有機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The%20harmonious%20melody%20between%20humans%20and%20nature.ppt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The%20harmonious%20melody%20between%20humans%20and%20nature.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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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作品：  
- 參賽者須經由學校提交作品至指定網址（見右列二維

碼），內容包括：  
1. 已填妥的參賽表格（每所參賽學校一份，「參賽表

格」須儲存為 PDF 格式及以學校名稱命名，如「參

賽表格 _香港小學 .pdf」）；  
2. 學校名稱、校長姓名、聯絡人姓名、電郵及聯絡電話；  
3. 參賽組別數量及各組參賽總人數；  
4. 各組別參賽者的姓名（請參考以上有關對象及參加形式部分）、

選取的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及生活事件標題；以及  
5. 各參賽作品（以 Microsoft PowerPoint 及 PDF 形式儲存）。  

- 檔案須以特定格式命名（「學校名稱 _參賽者名稱」），如「香港小學

_陳大文_李家詠 _何文俊 .pptx」及「香港小學 _陳大文_李家詠 _何文

俊 .pdf」。  
- 恕不接受以電郵或郵寄光碟、親身遞交等實體方式提交作品。  
- 比賽截止日期為 2024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作品的提交時間以本

局的電腦伺服器上顯示的日期和時間為準，逾期的作品將不予受

理。  
- 本組收到參賽表格及參賽作品後，將會發送確認電郵予負責教師。

如 2024 年 7 月 19 日（星期五）後仍未收到確認電郵，請致電 2153 
7482 查詢。  
 

獎品：   
中學組及小學組分別設有以下獎項及獎品：  
冠軍一名  港幣 2,500 元書券及獎狀  
亞軍一名  港幣 2,000 元書券及獎狀  
季軍一名  港幣 1,500 元書券及獎狀  
優異獎（十名）  港幣 1,000 元書券及獎狀  

 
評審：  
- 參賽作品會先經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1 作初

步遴選，再由評審團根據評審準則評分選出冠、亞、季軍、優異獎。 
- 評審準則  

- 主題推廣（ 30％）：「生活事件」教學簡報設計能凸顯主題及推

廣相關正確價值觀和態度  
- 選材、學與教的安排及創意（ 30％）：「生活事件」教學簡報設

計能選取合適的學習情境及運用多元學與教策略  
- 可實行性及成效（ 40％）：「生活事件」教學簡報設計有助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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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認識、認同及反思相關價值觀和態度，並提供平台推動他

們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結果公布：  
- 比賽結果將於價值觀教育網頁公布。  
- 得獎者將會收到信件通知。  
- 得獎者將被邀請出席「價值觀教育年度頒獎典禮」並接受

獎項。  
 
得獎作品用途：  
- 得獎作品將有機會被製作成「生活事件」教案，並上載至價值觀教

育網頁、e-展館、課程發展處教育多媒體，向其他學校及持份者展

示，以表揚及嘉許得獎學校、教師及學生（如適用），並支援學校

推動價值觀教育的工作。  
- 獲獎教師亦有機會獲教育局邀請參與相關的分享會，分享其教學設

計及學與教經驗。  
 
參加規則：  
- 本局保留隨時修訂、暫停或終止活動之權利，如有變動將於價值觀

教育網頁公布。  
- 本局保留更改獎項的權利，毋須另行通知。  
- 作品及參賽者資料一經提交，均不可修改，作品亦不獲退還。  
- 參與學校須確保其參賽作品的資料和內容，不會含有淫褻、粗言穢

語、暴力、誹謗等成份，亦不會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否則將

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 教育局有權拒絕任何作品參賽或取消其參賽資格而毋須作出解釋。 
- 參賽者及學校必須同意作品提交後，版權屬教育局所有。教育局有

權將參賽者提交的作品（包括學校名稱）全部或部分內容作非牟利

用途，並有權修改、翻譯、改編、使用、複製、派發及上載至互聯

網，而毋須事前取得參賽者同意或向參賽者支付任何版權費用。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153 7482 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

育組 1 殷惠敏女士聯絡。  
  

價值觀教育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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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教學簡報設計比賽  
參加表格  

 
致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1 
 

本校共提交     份  小學／中學組參賽作品，參賽教師資料如下： 
                     （ 在適當 方格內 加上 號）  
 

組別一  組別二  
生活事件標題：  
 
 

生活事件標題：  
 
 

首要價值觀和態度：  
（ 在適當 方格內 加上 號，可 選多於 一項）  
  仁愛  
  孝親  
  團結  

首要價值觀和態度：  
（ 在適當 方格內 加上 號，可 選多於 一項）  
  仁愛  
  孝親  
  團結  

 教師／學生姓名  教師職級／
學生班別  

 
教師／學生姓名  教師職級／

學生班別  

1   1   

2   2   

3   3   

聯絡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聯絡電郵  

 
參加規則： 

-  簡報設計的素材不限，教師可靈活運用多媒體資源（如短片、動畫）、圖像、
圖表等以促進學生學習。惟所有使用的素材不得侵犯他人版權或任何權益，
亦不能包含或引用人、學校、公司及品牌的名稱、標籤和商標等。簡報內容
亦必須為原創，並從未公開發表，否則由此引起的爭議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並有機會被取消參賽資格。如有需要，本局可能會要求參賽者提供合法授
權的書面證明。對任何侵犯他人版權的行為，或因使用、不當使用或任何
其他連結的外界網站所載資料或資料出錯或不準確而引致或所涉及任何種
類的損失、毀壞或損害，本局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義務或責任。有關版
權 的 詳 細 資 料 ， 請 參 閱 知 識 產 權 署 網 站
（ https:/ /www.ipd.gov.hk/tc/home/index.html）  

-  本局保留隨時修正、暫停或終止活動之權利，如有變動將於價值觀教育網
頁公布。  

-  本局保留更改獎項的權利，毋須另行通知。  

https://www.ipd.gov.hk/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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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及參賽者資料一經提交，均不可修改，作品亦不獲退還。  
-  參與學校須確保其參賽作品的資料和內容，不會含有淫褻、粗言穢語、暴

力、誹謗等成份，亦不會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否則將會被取消參賽
資格。  

-  教育局有權拒絕任何作品參賽或取消其參賽資格而毋須作出解釋。  
- 參賽者及學校必須同意作品提交後，版權屬教育局所有。教育局有權將參

賽者提交的作品（包括學校名稱）全部或部分內容作非牟利用途，並有權
修改、翻譯、改編、使用、複製、派發及上載至互聯網，而毋須事前取得參
賽者同意或向參賽者支付任何版權費用。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  參賽者必須提供參賽表格所需的個人資料，並有責任確保所填報之資料完
整屬實，及同意提供個人資料及授權教育局公開有關資料（包括參賽者姓
名及所屬學校），作聯絡、賽果公布、頒獎禮安排、宣傳等用途。比賽完成
後，所有收集的資料，如無須保留，將全部銷毀。如閣下未能提供個人資
料，教育局或不會接納閣下報名參與是次活動。  

-  按上述目的，參賽者及相關人士的姓名及所屬學校名稱會於教育局網站、
其他網站及／或媒體披露。  

-  如經連結進入教育局以外的網站，即表示已離開教育局網站。任何向此等
網站提供的個人資料所涉及的保安和資料保障事宜，教育局概不負責。  
 

 
本人已閱讀及同意以上之比賽參加規則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日期：   
 
註：「參賽表格」須儲存為 PDF 格式及以學校名稱命名，如「參賽表格 _香
港小學 .pdf」。  
 
 
 
 
 
 
 
 
 
 
 

學校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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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傳承，福滿長者──動起來全校『傳』『是』愛」活動  

 
目標：  
 本附件旨在邀請各中學、小學及幼稚園積極舉辦上述活動。  
 
詳情：  
2. 為配合優化後的首要價值觀和態度，本局推出「創意傳承，福滿

長者──動起來全校『傳』『是』愛」活動」，鼓勵學校讓全體學生以

環保回收物料（如重用的利是封）製造新春掛

飾，並配合校本賀年活動，安排學生參與服務實

踐學習活動，如舉辦獨居長者探訪、安老院義工

服務、敬老嘉年華、社區關懷活動等，期間向長

者及有需要人士送上新春環保掛飾，向他們傳

遞關懷和愛，協助學生培養及實踐「仁愛」、「孝

親」、「團結」等正確價值觀和態度，弘揚傳統中

華文化。  
 
3. 學校可按校本特色、課程及活動規劃、學

生能力及學習需要等，以不同形式響應「創意傳

承，福滿長者──動起來全校『傳』『是』愛」

活動，活動形式舉隅如下：  
 
- 示例一：學校可於新年期間舉行全校新春環保掛飾製作活動，並呼

籲家長參與，以親子形式進行，安排學生在家中與家長一同製作掛

飾，促進親子互動。然後由學校把掛飾轉送到區內的長者或社區中

心，向長者或有需要人士傳遞愛。  

- 示例二：學校可安排班主任或視藝科教師教授學生製作掛飾，再協助

學生籌組長者探訪活動，或於校內舉行才藝表演，邀請家長及鄰舍長

者一同欣賞，期間向他們親手送上掛飾以表達敬意。  

- 示例三：學校可安排學生製作掛飾送給家中長輩，拍攝與長輩相處

的溫馨時刻，並在班上與同學分享，反思他們與家人的關係。  
 

有關掛飾的製作方法，可掃描右列二維碼觀看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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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鼓勵學校推動學生參與上述活動，教育局將向每

所舉辦「創意傳承，福滿長者──動起來全校『傳』『是』

愛」活動的學校，送出 50 份小禮物 13以嘉許在活動中表

現優異的學生。請學校於 2024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前

填寫問卷（見右列二維碼）以提交校本活動的推行情況。 
 
聯絡人  
5. 如有查詢，請致電 2153 7482 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組 1 殷惠敏女士聯絡。  

                                                 
13 （1） 禮物只提供予舉辦「創意傳承，福滿長者──動起來全校『傳』『是』愛」活動的學校。 
 （2） 禮物數量有限，將以先到先得派發，派完即止。 
 （3） 教育局將於 2024 年 6 月底前發送傳真予獲發小禮物的學校，進一步通知有關領取小禮物

的安排。學校需派員到指定地點領取小禮物，不設郵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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