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設計 

。 中一級「公民、經濟與社會科」教學內容包含三大範疇：個人與群性發展、資源與經

濟活動、及社會體系與公民精神。 

。 中二至中三級「生活與社會科」教學內容包含三大範疇：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

及個人與世界。 

。 中一至中三級「自主學習」課程設計，協助學生在初中階段，經歷「小組學習、分組

討論、分組匯報」的過程；從中讓學生操練及運用資訊科技、溝通、明辨性思考、創

造、協作、運算、解決問題、自我管理、和研習等共通能力。 

。 中一級課程採用教育局的支援教材；而中二至中三級課程則採用出版社設計之教材。 

 

中一級課程設計 
。 中一級課程從個人與群性發展、資源與經濟活動、及社會體系與公民精神角度研習有

關課題；中一級課程內容包括： 

- 單元 1.1：自我理解與生活技能 

- 單元 1.2：人際關係與社會共融 

- 單元 1.3：理財教育、及 

- 單元 1.4：權利與義務 
 

中二級課程設計 
。 中二級課程從資源與經濟活動及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角度研習有關「中國社會政治體

系及中國經濟」課題；中二級課程內容包括： 

- 15 中國的經濟概況 

- 16 中國政府在經濟的角色 

- 17 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 

- 25 中國政制 

- 26 走向世界的中國 

 

中三級課程設計 
。 中三級課程從資源與經濟活動及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角度研習有關「全球社會政治體

系及全球經濟」課題；中三級課程內容包括： 

- 19 世界貿易 

- 20 國際間的相互依存 

- 28 國際政治  



中四至中六級 (公民及社會發展科) 課程設計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由「『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

相依的當代世界」三個主題組成，為學生提供探討相關課題的平台，讓他們更清晰地了解

社會、國家和當代世界的情況。內地考察同樣屬於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的組成部分，學

生應該參與。 

 
（節錄自《中四至中六指引》p. 36）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主要闡述自回歸以來，國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期望學

生掌握「一國兩制」的內涵，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憲制基礎，並增進對

國情的了解，從而促進國民身份認同。「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讓學生從國內和國際層面，

認識國家的發展歷程。「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選取經濟、科技、可持續發展，以及公共

衞生方面的課題，讓學生理解人類在當代世界所面對的境況，從而擴闊視野。至於內地考

察，則提供機會讓學生實地了解國家的發展現況和人民生活面貌。下表（後頁）為公民與

社會發展科的課程架構： 
（節錄自《中四至中六指引》p. 6-7）



 
 

 
             （節錄自《中四至中六指引》p. 7） 



 
 （節錄自《中四至中六指引》p. 8）



 
           （節錄自《中四至中六指引》p. 9）  



中四至中五級課時分配 

 
（節錄自《中四至中六指引》p.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