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教局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加強國高中學生「基本
法」課程 

 

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教育局 2017 年 5 月 31 日正式公布《中學教育課程指引》擬定

稿，主要更新重點包括加強德育及公民教育與基本法教育等價值觀教

育，當中建議學校在現有的初中中史科、生活與社會科、歷史科及地

理科中，涵蓋共 51 小時的基本法教育。有教育界人士歡迎有關建議，

表示學校現有課程其實已涵蓋不少基本法教育內容，相信建議對於課

時安排的影響不大。 

教育局昨向全港中學發通函，介紹說最新的《指引》擬定稿已參

考了 2017 年 1 月 3 場中學課程領導人員簡介會的寶貴意見，以及課

程發展議會轄下專責委員會的專業討論。《指引》現取代分別於 2002

年及 2009 年編訂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和《高中課

程指引（中四至中六）》，為六年一貫的中學課程提供持續更新的願景。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李沙崙表示，《指引》臚列

中學課程的主要更新重點，建議學校按校情策略地把重點融入未來 3

至 6 年學校發展計畫。 

《指引》中提出了多項主要更新，當中強調價值觀教育對學校課

程至關重要，學校應使學生了解基本法，以加強他們價值觀的培育，

建議學校於初中中國歷史科必修內容涵蓋 24 小時的基本法內容、生

活與社會科為 15 小時；而針對不設生活與社會科的學校，教育局亦

將發展 15 小時的獨立「憲法與基本法」單元，並輔以現成的學與教

資源，於 2017 年中旬供學校使用。 

此外，初中非必修的歷史科及地理科可分別提供 10 小時及 2 小

時基本法相關內容，即合共約 51 小時。至於高中生則可於通識科以

及相關選修科持續學習基本法。 

對於有意見質疑 51 個課時是否過長，《指引》強調學校應將與基

本法有關的內容結合於相關科目的課程內，而非額外的課程內容。教

聯會副主席、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表示，其實現有的中史

與歷史等課程，一些課題已經涵蓋了基本法的由來及相關內容，「今

次《指引》只是要使學校更有系統地進行基本法教育，相信對大部分

學校影響不大」。 

不過，個別不設生活與社會科的學校，如何安排教授「憲法與基



 

本法」也許要再行費心，蔡若蓮表示這類學校數目不算多，而學界普

遍認同基本法教育的重要性，「尤其社會近年對於基本法與『一國兩

制』都很關心，實有必要裝備好學生，以應付社會未來需要」，相信

學校都會願意配合。 

津中議會執委林日豐表示，明白部分學校或會對「51 小時」存有

顧慮，但提醒《指引》其實附設策劃及自我評估工具，協助學校掌握

有關基本法教育的現況，「學校可先利用工具整理現有的基本法教育，

可能發現其實已超過 51 小時，那便不用擔心，即使不足亦可按結果

調整」。他又指個別學校雖並無開設生活與社會科，但不排除已在其

他範疇滲透基本法教育，這項工具正可有助學校整合狀況，再行考慮

下一步行動。 

對於《指引》強調基本法教育的重要性，林日豐認同於「一國兩

制」下，香港人應該正確認識基本法，然而回歸之今已有 20 載，新

一代年輕人未曾親身見證基本法的誕生，因此學校實有責任將事實中

肯地傳遞予學生，鞏固他們對基本法基礎認知，以免年輕人遭受個別

媒體或人士灌輸扭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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