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言中學 

通識教育科 

 

二零一六至二零一七年度 中五課程綱要 

 

學習目標 : 

培養學生以下習慣及能力 

‧ 閱讀報章的習慣，擴濶學生閱讀面 

‧ 主動關心本地社會及世界的事情 

‧ 從文本資料辨別立場、論點與論據，以及爭議之處; 並建立自己的觀點 

‧ 熟習中四曾學習的分析框架；解讀數據及圖表的技巧 

‧ 描述及解讀圖畫/漫畫 

‧ 建立有系統的表達能力，包括： 

 以不同角度分析議題、建立論點及論據 (舉例及引用數據及資料支持論點)  

 辨識不同持分者對議題的意見及背後價值觀，並對他們的觀點作出批判 

 建立個人對議題的立場，並就此提出理據支持觀點；提出建議及解決問題方法 

 

課本 :  

 

 現代高中通識教育 -- 單元三：現代中國    （現代教育研究社） 

 雅集新高中通識系列 -- 能源科技與環境 (第三版)  （雅集） 



 

 

 

 

 

 

單元三  現代中國 

主題 內容重點 建議課節 

1. 概述改革開放 

 

 自 1978 年，改革開放的主要事件及時序（以三代領導人劃分） 

 中國的主要省份及城市位置，天然資源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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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政府對改革

開放的回應 

 

 中央對農村發展的政策，例如改善三農問題的政策 

 中央政府處理城鄉發展的策略，例如改善城鄉差距政策 (以農民工為切入點)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來的城市化發展情況，1984 起的經濟特區發展；以深圳特區為例，分析城市發展對

國家發展的影響/ 意義及危機 

 中央政府對社會問題的處理：社會問題 (例如：戶口制度、貧富差距)的出現、影響；中央政府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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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的政府管治

及發展 

 政府組織及功能（如人大、國務院、政協等） 

 政治發展、人權問題：挑戰及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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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的軟實力 

 

 何謂軟實力？對中國發展有何重要？ 

 文化保育：挑戰及機遇 (例子 :文物景點) 

 國際形象（例如：在上海世博表現出的國民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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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綜合國力的發展 

 

 外交發展：包括雙邊關係（中美/中日）、多邊關係、地緣政治、能源外交、參與及成立國際組織 (世貿、

上海合作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行) 

 從中國的綜合國力排名，分析中國的攺革開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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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華文化與現代

生活 

 

 掌握中國傳統家庭觀念／功能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家庭功能的改變；為什麼要重新建立傳統家庭的功能、傳統文化? 

 改革開放下傳統家庭如何受西方文化的衝擊、改變及影響 

 文化傳統及文化保育：挑戰及機遇 (例子 : 傳統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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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六  能源科技與環境 

課題 內容重點 建議課節 

1.  能源科技及天然

資源 

 能源科技的定義 

 利用時間線了解近代能源科技的發展，通過不同的能源科技出現(包括蒸氣機、電力、電燈、石油等等)

了解能源科技對人類生活及環境的影響(了解人類使用的原因) 

 以 2011 年石油消耗為例，了解不同國家能源使用情況及趨勢，使用石油的優點、限制及對環境的影響 

 從全球暖化及酸雨的產生(煤炭、石油使用)，分析使用能源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從國際會議(如京都協定、哥本哈根會議、巴黎協定)看國際條約對個別國家能源政策的影響，及從不同

範疇(例如：經濟、環境、文化、社會、政治等)分析國際會議未能達到協定成果的原因 

 不可再生能源的分佈與需求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以不同持份者分析(包括政府、NGO、發電公司、市民、製造業、商業)香港能源政策制定的考慮因素 

 比較香港及中國的不可再生及可再生能源使用情況，例如煤炭發電、水力發電所佔比例，從而了解香港

能源使用情況及其對個人生活、社會發展、經濟和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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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科技發展  以不同範疇(例如：經濟、環境、文化、社會、政治等)分析影響市民接受及應用新能源的因素(例如：提

高效率、增加生產、降低成本、促進社會發展及導致環境轉變等) 

 以中電擬在西貢水域發展海上風力場為例，討論再生能源的限制，從而分析影響不同的能源科技的開發

及使用的因素，包括經濟、環境、文化、社會、政治等因素 

 以中國的水電發展為例，分析發展及使用再生能源的情况，及那些因素(例如 R&D 影響回報、商人缺投資

興趣、政府鼓勵及投資的重要)促使某種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利用有關生物能源的爭議，思考及認識能源問題的全球化性質及了解與環境緊扣的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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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包括三個向度：環境、經濟和社會)及不同國家 / 組織的看法 

 以不同持份者或不同範疇(例如：經濟、環境、文化、社會、政治等)，分析香港/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的可

行性（例如科學與科技因素）及限制（包括：自然定律、技術、資源、道德、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影響）。

個案例子：以太湖、東江水藻事件、固體廢物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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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老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對老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鄺秉華老師              周幸嫄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