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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



•政府在2017年成立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專責
小組），全面檢討中、小學課程，其中也涉及高
中四個核心科目（包括通識教育科）的安排。

•經過近三年的工作及廣泛諮詢，專責小組向教育
局提交檢討報告，並提出六個方向性建議，當中
包括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包括通識教育科）
的課程和評估。

•教育局全面考慮檢討報告及社會的關注後，於
2020年11月公布有關通識教育科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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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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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重點
教育局於2021年4月1日向學校發出通函，已公布通識教育科會改名為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及其課程架構。改革重點如下：

• 維持科目為必修必考
• 貫徹現行通識教育科的課程理念和宗旨
• 為學生提供內地考察機會（不涉及公開評核）
• 刪減課程內容及課時，大約為原來一半
• 公開評核只設一卷
• 公開評核的成績匯報為「達標」與「未達標」，釋放學生考試壓力
• 設立「適用書目表」（即是經審批的教科書）

實施時間：

於2021/22學年在中四級開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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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貫徹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課程理念，強調幫
助高中學生了解香港、國家及當代世界的狀況，
以及其多元化和互聯相依的特質；

•透過在學習過程中聯繫初中已學和高中各科的知
識，從多角度理解、研習及探究不同的課題，從
而建構更多關於各主題的知識，建立更穩固的知
識基礎;

課程理念



學生透過理解課題、決策過程和不同解決方案的複雜性、
考慮要點和優次，為了培養學生：

•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及
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
視野；

•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慎思明辨、理性思考、
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

• 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技能，並且有信心面對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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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理念



刪減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內容及課時大約為原來
的一半，以釋放空間予學生學習

課時

六個單元
佔 168 小時 三年

高中課程
合共

250小時
獨立專題
探究

佔 82 小時

三個主題
合共

135-150小時

不設
「獨立專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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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與先後次序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45-50小時)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45-50小時)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45-50小時)

課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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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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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題

(1)「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

(45-50小時)

• 「一國兩制」的內涵
和實踐

• 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
認同

• 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
特徵



主題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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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題

(2) 改革開放以
來的國家
（45–50小時）

• 人民生活的轉變與
綜合國力

• 國家的發展與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 參與國際事務



主題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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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題

(3) 互聯相依的
當代世界
（45–50小時）

• 經濟全球化
• 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 可持續發展
• 公共衞生與人類健康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10小時學習時間*，不涉及公開評核)

內地考察

•教育局將會資助參與內地考察的學生。

•學生須就參與內地考察進行專題研習，學生在專
題研習當中的表現會以學生學習概覽、學校成績
表等方式予以反映。

* 學習時間包括上課的時間、上課以外的在校時間，以及校外時間，包括
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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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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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於2021年6月向學校發出通函，公布《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供學校採用。

•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闡明課程的理念和宗旨、
課程架構、課程規劃、學與教、評估，以及學與教資源的運用。

提供《課程及評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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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現正開發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以供學
校採用，包括教學簡報、教學參考示例、
工作紙，以及專為學生設計的網上自學課
程等，並已陸續上載至公民科的網上資源
平台（cs.edb.hkedcity.net）供學校使用。

• 教育局一直有為通識教育科編製教材，並
上載至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通識教育科網
上資源平台。有關教材部分內容仍切合修
訂後的課程，學校可繼續適當地選用。

學與教資源
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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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為公民科設立「適用書目表」，經
評審的中四及中五級課本已於2022年推
出，讓學校於2022/23學年選用。

教科書

支援措施



公民科的評核設計自2024年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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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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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已提醒學校管理層有責任了解和監
察各科課程在課堂的落實情況。

•教育局人員會通過重點視學、課程探訪途
徑，監察學校的學與教質素，並提供專業
意見，以促進學校持續發展。

•若學校科目的學與教質素欠理想，教育局
會按既定機制跟進。

課程監察



教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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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是受過專業培訓，應配合課程施教，選取和調
適教材，及運用適切的教學方式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但同時亦須為教學的質素專業問責。

•教師應參考由教育局提供的學與教資源以及確保校
本課程的設計，以及選取或編訂的學與教資源內容
和質素符合課程宗旨、目標和內容，並切合學生的
程度和學習需要。



因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就通識教育科
的改動，成績評級只設「達標」及「未達標」，
大學校長會於 2021年4月1日公布，自 2024/25學年
起入學的文憑試考生，本地大學基本入學要求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
將由「3322」修訂為「332A」，即中國語文科和
英國語文科達文憑試第 3 級、數學科達第 2 級，
公民科取得「達標」成績。

大學入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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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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