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言中學 

通識教育科 

二零一六至二零一七年度 中四課程綱要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以下習慣和能力： 

 閱報習慣及對時事的關心(學生閱讀港聞頭條新聞；要求學生作口頭報告或文字簡報) 

 自主發問的態度 

 寫筆記及整理工作紙的習慣 

 從文本資料中辨析立場、論點、論據及爭議之處 

 運用概念圖對議題進行分析或/及歸納 

 運用分析框架分析議題或事件：（i）正反；（ii）持分者；及（iii）不同範疇 （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範疇） 

 掌握書寫論點和論據的技巧（重點放在因果及相關性上） 

 解讀數據、圖表；能描述趨勢及關鍵點 

 描述圖晝/漫畫的表面意思 

 

課本：  

 

 雅集新高中通識系列 -- 今日香港 (第三版)  （雅集） 

現代高中通識教育 -- 單元五：公共衛生  （現代教育研究社）  

 

主題 內容重點 建議課節 

1. 課程介紹  通識科的宗旨、目標及學習方法 

 通識科的評估方法 

 認識傳媒報導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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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今日香港 

主題 內容重點 建議課節 

1. 生活素質的轉變 

 

 以不同範疇分析香港過去 30-40 年的經濟轉變(例如工業時代、工廠北移時代、地產金融時代、以服

務業為主時代)和不同社會階層的出現，及轉變的原因  

 通過不同的指標 (重點：人均生產總值、堅尼系數、中大綜合指數)，了解衡量生活質素的不同面向

 通過檢視戰後出生及死亡率的趨勢，認識香港過去 30-40 年人口結構的轉變，從而了解當中的挑戰

與機遇 

 以不同範疇，及就著不同持份者的訴求，討論影響港人不同面向的生活素質的議題，包括貧窮問題、

文物保育爭議 

 就著施政報告/財政預算，討論政府對香港人生活素質訴求的回應 

24 

2. 法治精神 

 

 認識法治精神、認識香港司法制度 

 認識基本法，包括 “一國兩制＂ 、“港人治港＂、“高度自治＂ 、“剩餘權力＂ 

 從實際個案 (例如：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綜援案)，看法治精神的實踐及其限制（例如社會道德的

衝突） 

14 

3. 社會政治參與  從立法會選舉數據/七一遊行人數，了解香港市民（不同群體）參與社會政治的情況，及影響市民政

治參與的因素 

 從香港立法局/會選舉制度的發展 (1985-2012)，看基本法的實踐 (基本法賦予香港人政治參與機

會)；認識香港的民主選舉進程 

 認識社會政治參與的不同持份者/不同階層人士，例如政府、政黨(左、中、右)、非政府組織、專業

團體、不同社經地位人士、不同年齡組別等 

 從雨傘運動開始，由小市民角色出發，看市民如何參與社會政治 ; 不同群體的社會政治參及其背後

的動機，及政府的回應。 

10 

4. 身份和身份認同 

 

 由國家、政權、民族的角度，探討香港人的身份的特徵 

 通過不同的重要年份（78,84,89,97）、重要事件去了解香港人的多元身份 

 通過民調數據(例如港大民調網站數據)討論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身份認同的轉變及原因 

 從正面事件（例如中國航天科技成就）、反面事件 (例如中港矛盾)，看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身份認

同的轉變及原因 

 以少數族裔及新移民為例，探討不同社群建立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困難 

10 



單元五 公共衛生 

主題 內容重點 建議課節 

1.  公共衛生的理解  公共衛生的定義；認識傳染病 

 以 2003 年「沙士」作為切入點，探討那些因素（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如衛生資訊 / 傳媒 / 互

聯網 / 流言、科學及科技發展等）會影響市民及政府對公共衛生的理解、行為及決定 (政策、

資源運用和調配)，從而分析本港公共衛生的發展、問題及改善 

 以天花及精神病為例，探討宗教及文化觀念如何影響大眾對公共衛生的理解 

12 

2.  健康資訊  以保健食品及醫學美容為切入點，分析不同持分者(包括政府、商業機構、專家、醫生)發放健

康資訊的動機及價值觀；分析健康資訊的可信性 

 探討如何透過健康教育提升青少年以至整體香港市民的健康素養 

6 

3.  醫學科技、知識的發展

對公共衛生的影響 

 以藥物專利權（如愛滋病藥、印度政府、羅氏藥廠）及生物科技為例，從不同範疇(包括社會、

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分析醫學科技發展議題，讓學生了解社會道德衝突、政府角色、法

例管制、生活素質改變、科學發展等等。 

16 

4.  公共衛生政策（本地）  認識本港疾病模式的轉變，並探討個人生活模式與健康的關係 

 以不同持份者/不同階層人士(包括政府……)，分析醫療保險/藥物名冊在香港公共衛生制度中

的需要 (包括社會需要、資源運用和調配等) 

12 

5. 公共衛生政策 

（跨境及國際合作） 

 了解中港合作、通報及檢測機制 （例子：食物安全） 

 了解國際合作如 WHO 的功能、工作及權力，與香港的合作情況及影響（例子：「沙士」） 

 以無國界醫生為例，探討非政府組織的援助行動的貢獻及局限 

10 

 

 

負責老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對老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鄺秉華老師               周幸嫄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