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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隨着青年人日漸成長，他們須在人際關係及性方面面對

重要抉擇，這些抉擇對其日後的健康及福祉影響深遠。性教育 1 
旨在向青少年灌輸所需知識、技能及價值觀，令青少年有能力就

性關係及社交關係作出知情及負責任的決定，同時加強他們的自我

保護意識，防範性脅迫或性侵犯、避免意外懷孕及受性傳播感染

("性病 ")。  
 
1.2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於
2009 年發表《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on Sexuality Education)，以此作為一套在推行性教育方面自願
採用的國際標準。該指引旨在訂立一套全球通用的綱要範本，以供

在性教育方面採取全面、以權利為基礎 2 及反歧視方針的地方加
以調適運用，當中涵蓋性方面的不同層面，例如性行為、性健康及

生殖健康、性別平等和性別身份。  
 
1.3 儘管《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提供了一個平台，透過

有系統的教與學過程推行性教育，但性教育無疑是學校課程中其中

一個最具爭議性的科目。不同地方推行性教育的方針、內容及教學

模式均大相逕庭，其取態往往取決於個別地方各主要持份者 (包括
家長、學校行政人員、教師、非政府機構、宗教領袖和宗教組織 )
的價值觀和觀點。  
 
1.4 部分海外地區例如台灣、瑞典及荷蘭，均採取開放而全面

的方針，為學生提供切合其年齡所需的適當知識及技能，從而在

                                         
1 不少人會把 "sex education"與 "sexuality education"這兩個英文詞彙 (中文皆為 "性教育 ")
交互使用。然而， "sex education"通常以性的生理層面為重點，而 "sexuality education"的
涵蓋範圍則較廣泛，亦包括性的心理及社會層面。本文所述的 "性教育 "("sexuality 
education")涵蓋性的生理、心理及社會層面。  

2 《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支持以權利為基礎的方針，及與普遍認同的人權密切

相關的價值觀，如尊重、接納、寬容、平等、同情和互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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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面作出明智的抉擇。反之，新加坡及美國等地則採取較保守的

禁慾取態，鼓勵青年人推遲至婚後才進行性行為，而且避免觸及

例如性行為及避孕等敏感課題。  
 
1.5 在香港，政府一貫採取的政策，是把性教育的各個課題

融入相關的科目，而非讓其獨立成科。學校會舉辦與課題相關的

課外活動，例如講座、工作坊及展覽等，與跨學科的教學模式相輔

相成。政府亦發出有關性教育的指引及相關課程指引，供學校在

推行性教育時參考，但個別學校享有一定靈活性，可根據學校的

背景、辦學宗旨、校風及資源，決定其推行性教育的方針、內容及

教學模式。  
 
1.6 儘管如此，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發表《 2016 年青少年與
性研究》 3 的結果後，再次呼籲當局加強推行全面的性教育。根據
上述研究，於 2016 年，在 12 題有關成孕、性病及愛滋病病毒／
愛滋病的關鍵性知識題目中，中三至中六學生平均只答對 8 題得
8 分，低於 2011 年的平均分 9 分。中一至中二學生於 2011 年的
得分已經並不理想，平均分只有 6 分， 2016 年更跌至 5 分。  
 
1.7 衞生署及香港大學就香港人的性健康狀況分別進行研究，

所得的結果亦令人關注在香港推行性教育的成效。根據衞生署的

資料， 4 受愛滋病病毒感染的呈報個案數目，由 1997 年的 181 宗
上升至 2016 年的 692 宗。在這 692 宗個案中，約 28%確診為
愛滋病病毒的帶菌者年齡為 20 至 29 歲。同樣地，香港大學 5 
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進行的研究顯示，報稱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有
性經驗且年齡介乎 18 至 26 歲的女性當中，沙眼衣原體 6 
(Chlamydia trachomatis)感染率高達 6%。在年齡介乎 18 至 26 歲的男
性當中，沙眼衣原體感染率亦高達 5%。 7 
 
1.8 應黃碧雲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擬備本資料摘要，以就

下述事宜提供背景資料： (a)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製的《國際
性 教 育 技 術 指 導 綱 要 》 ； (b)本 港 在 性 教 育 方 面 的 發 展 ； 及
(c)新加坡及台灣推行性教育的特點 (兩地分別採取截然不同的方針

                                         
3 自 1981 年起，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每 5 年進行一次調查，監測本港青少年有關
性方面的知識、態度及行為上的轉變趨勢。請參閱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17b)。  

4 請參閱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2017)。  
5 請參閱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  
6 沙眼衣原體感染是全球最常見的須呈報性病。  
7 在香港，沙眼衣原體的整體感染率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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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相關項目 )。本資料摘要亦重點提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及
英國的英格蘭最近均推行旨在改革其性教育課程的新措施，以應付

社會轉變及隨之而來青年人在性教育需要方面的改變。  
 
 
2. 《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  
 
 
2.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以多

方面的資料作為編製基礎，當中包括審閱世界各地共 87 項關於
性教育項目對性行為影響的研究。 8 有關審閱結果顯示，鼓勵採取
禁慾以外的其他預防懷孕和防範感染性病方法的性教育項目，並

沒有導致青年人提前初次性交，亦沒有增加性行為的頻率。部分

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審閱的研究亦顯示，性教育會產生正面的

效果，例如 (a)減少無使用保護措施的性行為的次數； (b)減少
性伴侶的數目；及／或 (c)增加在性交過程中使用保護措施的機率，
以避免意外懷孕和防範感染性病。  
 
2.2 在《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之下，性教育的框架針對

4 個年齡組別， 9 以介乎 5 歲的兒童至 18 歲及以上的青年人為
對象。該框架將性教育項目的主題歸納成 6 個關鍵概念，並按上述
4 個以年齡為基礎的組別，逐一劃分其學習目標和要點，從而訂定
課程發展範本。各關鍵概念及相關主題詳載於附錄 I。  
 
2.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並識別出，具成效的性教育項目具備的

共同特點，包括 (a)針對明確的目標設定課程內容； (b)設計一些
能夠敏銳感知社會價值觀並與可用資源相匹配的活動； (c)詳細介紹
危險及保護性行為，以幫助降低感染性病或懷孕風險；及 (d)採用
能夠讓學生積極參與其中並能夠幫助他們吸收和整合所學知識的

參與式教學法。經參考各教育機構的良好做法後，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進一步提出下述建議，以提升性教育項目的成效： (a)推行循序
漸進、持續多年的課程，以鞏固學生的知識； (b)調派具能力、
積極主動的教育工作者授課； (c)為教育工作者提供優質培訓；及
(d)由學校管理人員就課程提供經常性的管理和監督。  
  

                                         
8 被評估的性教育項目必須屬於一項關於性病、愛滋病病毒、性或關係教育的項目，

且要以課程和群體授課為基礎。此外，課程必須鼓勵採取禁慾以外的其他預防懷孕

和防範感染性病的方法。  
9 該 4 個年齡組別分別為 (a)  5 至 8 歲； (b )  9 至 12 歲； (c )  12 至 15 歲；及 (d )  15 至

18 歲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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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性教育的發展  
 
 
3.1 在香港，於學校推行性教育可追溯至 1971 年，當時的
前教育署 (即現時的教育局 )向全港所有學校發出備忘錄，在標準科
目中加入性教育課題，並就可教授的內容提供簡要的建議清單。直

到 1986 年，教育署才發出《中學性教育指引》 ("《 1986 年指引》
")，就課題、資源及參考資料載列較詳細的建議，以便在中學着力
推行性教育。 10 1997 年，教育署公布一套經修訂的指引《學
校性教育指引》 ("《 1997 年指引》 ")，目的是在學校進一步加強推
行性教育。 11 
 
 
《學校性教育指引》  
 
3.2 根據《 1997 年指引》，在內容上，性教育不應局限於探討
與生殖有關的生理知識、婚姻與家庭的實況、態度和技巧，而亦應

關乎個人認識自己、認識與他人的關係，以及灌輸人生的各種

價值觀。因此，在推行性教育方面，《 1997 年指引》訂定了更
全面的方針，其有關性教育的概念框架更廣泛涵蓋性的不同層面，

並對性別教育着墨較多。此外，該指引的對象範圍較廣，即學前

兒童至中學生。 12 
 
3.3 因此，《 1997 年指引》訂下了在不同學習階段教授的 5 個
有關性教育的主要概念及相關課題 (請參閱附錄 II)。當局期望透過
訂定一個具系統的學習歷程，有助學生 (a)正確並全面掌握有關性
和性行為後果的知識； (b)探索個人對性、婚姻和家庭的態度，並
在人際關係和性方面，培養較佳的判斷和溝通技巧；及 (c)培養正面
的價值觀和負責任的行為。  
 
3.4 據教育局所述，《 1997 年指引》只供學校在推行性教育時
參考，而不須嚴格執行。故此，當局將性教育的主要學習元素 13 
融入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及中小學主要學習領域／科目的課程。  
  
                                         
10 請參閱 Ho, P. & Tsang, K. T. (2012)。  
11 教育署於 1987 年、 1990 年及 1994 年在中學進行了 3 次調查，以了解在學校推行
《 1986 年指引》 的情況。這些調查顯示 ，在學校推行的性教 育課程範圍 不夠
廣泛，以及不少學校在性教育方面迴避一些敏感和具爭議性的課題。  

12 請參閱 Fok, S. C. (2005)。  
13 這些元素包括個人成長、衞生、青春期、交友、約會、婚姻、保護身體及性別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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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香港，德育及公民教育旨在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

積極的態度，以及能以多角度分析個人和社會問題。德育及公民

教育課程架構對上一次於 2008 年修訂，以就各學習階段加入與
性教育有關的內容和主要學習期望，從而協助學校更有系統地推行

性教育。 14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內有關性教育的內容包括
性別意識、尊重他人、保護身體、與異性相處、處理性衝動及與

性有關的社會問題。主要學習期望 (載於附錄 III)旨在幫助學生培養
對社交和性關係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3.6 除德育及公民教育外，教育局亦已在中小學各主要學習

領域／科目的課程指引加入與性教育有關的學習元素／課題。有關

的主要學習領域包括 (a)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b)科學教育；及
(c)科技教育，而有關的科目則包括： (a)小學的常識科； (b)初中的
生活與社會課程、科學科，以及家政／科技與生活；及 (c)高中的
通識教育科、生物科、倫理與宗教科、科技與生活，以及健康管理

與社會關懷。 15  上述科目的課程指引中有關性教育的主要學習
元素／課題概要載於附錄 IV。  
 
 
在中小學推行性教育  
 
3.7 雖然教育局就性教育提供了《 1997 年指引》及相關課程
指引，以供學校遵循，但性教育課程的推行卻以學校為本，而香港

有關在學校推行性教育的方針、內容和教學模式的公開資料不多。

舉例而言，雖然政府已在性別教育中加入性別身份、性別角色及

性別平等等課題，但可供查閱的有關中小學性別教育的涵蓋範圍及

教學情況的研究卻不多。 16 
 
3.8 政府於 2012 年至 2013 年進行的全港性調查 ("政府調查 ")是
有關在香港推行性教育的最新、全面而可供查閱的資料。 17  該
調查旨在了解在初中階段推行以生活技能為本的愛滋病和性教育

("生活技能教育 ") 18 的情況。主要調查結果撮述於下文各段。   
                                         
14 請參閱 GovHK (2017)。  
15 請參閱教育局 (2012 年 )。  
16 然而，根據一些學術研究的觀察所得，準教師的教育課程對性別平等及性別多元等
性別相關課題涵蓋不足，因此有需要在這幾方面加強教師培訓，以便教師更勝任

推行性別教育的工作。請參閱姚偉梅等 (2012 年 )、蔡寶瓊 (2012 年 )及香港教育學院
(2015 年 )。  

17 請參閱 Red Ribbon Centr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4).  
18 生活技能教育旨在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如解難、批判性思維及自決；自我管理
能力，如認識自己及內控；人際相處能力，如拒絕、磋商及處理衝突。生活技能

為本的愛滋病教育包括教導學生關於愛滋病的知識、如何預防感染愛滋病及如何

使用安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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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參與  
 
3.9 根據政府調查，在 134 所受訪學校當中， 19 72%在 2011-
2012 學年提供了以生活技能為本的愛滋病或性教育。大約 67%及
46%的學校分別邀請非政府機構及衞生署提供性教育專題探討課程，
而每級用於由外間機構提供的生活技能教育課程的平均課時為

3 小時左右。除生活技能教育外，在受訪學校中， 86%透過主要
學習領域／科目提供愛滋病或性教育， 28%則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
提供。 20 透過這兩種方式進行愛滋病或性教育所花的平均課時，
分別為 4 小時和 3 小時左右。  
 
 
內容  
 
3.10 內容方面，在受訪的學校中，透過不同學習活動或課程

提及 "如何預防愛滋病 "的只有約 60%，而提及 "使用安全套 "的則
約有 80%。 21 
 
 
所提供的培訓  
 
3.11 在受訪的 134 所學校中，只有 66%學校的教師曾接受有關
愛滋病、性或生活技能教育的培訓，而有關培訓主要由教育局提供

(例如專業發展課程 )，或以其他途徑提供 (例如網上教材或由
衞生署、非政府機構提供的培訓課程 )。平均 4.1 名教師自進入
學校任教後曾修讀相關專業發展課程。在這些曾接受培訓的教師當

中，平均有 2.1 人曾在上一個學年教授有關課題。不過，調查亦
發現，平均有 4.9 名從未修讀任何專業發展課程的教師，曾在
上一個學年教授有關課題。  
  

                                         
19 政府邀請了 443 所學校參與調查，當中 134 所學校完成詳細問卷，另外 225 所學校
透過電話訪問完成縮短版問卷。本文第 3.9 段至第 3.12 段載述的研究結果主要是
根據 134 所完成詳細問卷的學校所提供的資料。  

20 據教育局所述，全方位學習強調要讓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習。這些切
身體驗 (例如演講、參觀和展覽 )能夠令學生更有效地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
達到的學習目標。  

21 根據衞生署的觀察所得，部分學校可能抗拒在性教育課程中涵蓋敏感課題，例如
避孕及使用安全套，而且部分家長亦可能關注到，性教育對其子女有負面影響。

請參閱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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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性教育的主要障礙  
 
3.12 根據政府調查，為數不少的學校表示，提供有效的愛滋病

或性教育的主要障礙如下： (a)學校太忙和沒有時間 22  (52%)；
(b)認為愛滋病及性教育屬低優先次序 (愛滋病教育及性教育分別為
50%及 25%)； (c)不將之視為明確學習目標 (50%)； (d)並無制訂相關
政策 (75%)；及 (e)教師未有足夠準備進行愛滋病或性教育 (74%)，
以及缺乏教學資源。  
 
3.13 香港青年協會於 2015 年進行的調查亦得出類似的結果，
當中涉及 51 所中小學共 582 名教師。不少受訪教師表示，在學校
推行性教育方面，他們缺乏教材或支援 (64%)、教學空間 (54%)及／
或技巧 (41%)。 23 
 
 
在專上院校推行性教育  
 
3.14 在香港，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資助的院校在
學術發展及行政管理上享有高度自主權。在性教育上，部分院校在

各自的通識教育或通識課程下，向本科生提供有關性或性別課題的

選修課程。舉例而言，香港中文大學在通識教育課程下，提供有關

性及性別教育的選修課程，而香港城市大學則在精進教育課程下

提供有關課程。然而，部分教資會資助院校只向專修性別研究、

社會學或教育等範疇的學生，提供有關性或性別教育的課程。  
 
 
性教育的成效  
 
3.15 在香港，有關推行性教育成效的可供查閱的研究資料

不多。然而，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每 5 年進行一次的全港性調查，
可反映香港性教育的成效，該調查提供有關本港青少年性方面的知

識、態度、以及行為上轉變趨勢的資料。最新發表的《 2016 年
青少年與性研究》的結果顯示青少年的墮胎比率穩定、性知識水平

下降、對多元性傾向的接納程度上升及接觸色情資訊的青少年有所

增加。 24  

                                         
22 衞生署亦曾表示，學校的學術課程編排緊密，可花在性教育的時間相對不多。請
參閱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4)。  

23 請參閱香港青年協會 (2015 年 )。  
24 《 2016 年青少年與性研究》成功訪問了共 5 146 名青少年，包括 3 907 名中一至
中六的學生，以及 1 239 名 18 至 27 歲的青年。請參閱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17b and 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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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率  
 
3.16 曾經墮胎的 18 至 27 歲女性比率，在 2006 年至 2016 年間
一直維持在 2006 年的 5%的水平。  
 
 
性知識及性教育  
 
3.17 2016 年，約 19%至 34%受訪而有性交經驗的中三至中六
學生認為本身沒有足夠的避孕知識，而約 57%受訪的中三至中六
學生及 40%中一至中二學生認為學校應提供更多性教育。  
 
3.18 學生的性知識水平大概可反映上述情況。於 2016 年，
在 12 條有關成孕、性病及愛滋病的關鍵性知識題目中，中三至
中六學生平均只答對 8 題得 8 分，低於 2011 年的 9 分；中一至
中二學生於 2011 年的得分已經並不理想，平均只有 6 分， 2016 年
更跌至 5 分。  
 
 
性態度  
 
3.19 與 2011 年調查相比， 2016 年調查顯示較少受訪青少年
接納有多個約會對象、婚外情、墮胎及援交等行為，而另一方面，

較多受訪青少年接納女性同性戀、男性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

行為。約 60%女受訪者及 40%男受訪者接受女性同性戀及男性
同性戀。  
 
 
性交經驗  
 
3.20 2016 年調查顯示，只有 1%至 2%的中一至中二學生及 6%至
7%的中三至中六學生有性交經驗，較 2011 年的數字為低。在
18 至 27 歲的青年中，約有 45%有性交經驗，與 2011 年相若。在
這些有性交經驗的青年中，第一次性交平均年齡亦維持在 19 歲，
但約 9%有性交經驗的 18 至 27 歲青年在統計前 6 個月內沒有採取
任何避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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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資訊  
 
3.21 2016 年調查亦顯示，約 33%中學女生及 59%男生有觀看
色情物品，較 2011 年上升約 5 個百分點。令人憂慮的是，有觀看
色情物品的其中五分一男生在過去一個月內曾觀看 15 次或以上。
在整體受訪者中，約 15%至 20%女生及約 30%男生曾透過手機接收
色情信息 (包括文字、圖片或影片 )。  
 
 
最近發展  
 
3.22 在香港，近期有人響應 "#我也是 "("#MeToo")運動，講述遭
性騷擾的經歷。 25 上述情況，連同社會福利署及護苗基金公布的
性侵犯數字，或許反映就青年人如何保護自己免遭性脅迫或性侵犯

傷害方面的教育不足。據社會福利署所述， 2016 年呈報的兒童
性侵犯個案有 294 宗，較 2006 年的 233 宗為多。 26 據護苗基金的
報告，該基金於 2016 年處理了 66 項有關兒童性侵犯的懷疑個案的
查詢，當中約 54%涉及 10 歲以下的受害人。 27 就此，護苗基金已
促請當局加強家庭和學校的性教育，並及早在幼稚園階段開始

性教育。  
 
 
4. 海外地方的性教育  
 
 
4.1 一如香港的情況，很多海外地方亦推行性教育，藉此為

青年人日後的性生活作好準備，防止他們受到性脅迫或性侵犯，

以及預防意外懷孕或感染性病。下文各段闡述有關新加坡和台灣的

經驗，反映出亞洲社會推行性教育的取向各有不同。新加坡推行的

性教育傾向保守，着重婚前禁慾，而台灣則採取較開放和全面的

態度來推行性教育。除了新加坡和台灣之外，本文亦研究了加拿大

安大略省和英國英格蘭的情況，因為該兩個地方最近均推行

新措施，改革其性教育的框架，以應付社會轉變及隨之而來青年人

在性教育需要方面的改變。  
  

                                         
25 在據稱受害人就美國某電影製作人的性侵犯行為作出指控後， "#我也是 "("#MeToo")
運動於 2017 年 10 月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以譴責性騷擾及性侵犯行為。此後，
性騷擾或性侵受害人紛紛響應該運動，在社交媒體講述其經歷。  

26 請參閱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17)。  
27 請參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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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4.2 在新加坡，所有學校均須為學生提供性敎育。自 2000 年
起，新加坡教育部在學校實施性教育課程，以協助學生 (a)了解
個人在成長路上所面對的心理、社交及情緒改變； (b)建立健康
美滿的關係，及 (c)在性問題上作出明智、知情和負責任的決定。
除了希望青年人在性方面建立正面關係和作出負責任的決定外，

教育部亦擬透過性教育課程帶出下述信息：婚前禁慾才是防範感染

性病、愛滋病和意外懷孕的最佳方法。 28 
 
4.3 教育部為小學五年級 ("小五 ")至大學預科 (初級學院／高級
中學 ) 29 學生，設計了一套有系統的性教育課程。課程內容圍繞
5 大主題： (a)人的發展； (b)人際關係； (c)性健康； (d)性行為；及
(e)文化、社會與法律。教育部透過下列各個教育計劃和科目，
教授相關課題： (a)為所有相關級別學生而設的 "成長歲月 "計劃； 30 
(b)為 中 三 及 初 級 學 院 ／ 高 級 中 學 一 年 級 學 生 而 設 的 "eTeens"
計劃； 31  (c)在各相關級別教授的 "性格養成及公民教育 "課程；
(d)中小學的科學科； (e)為小學生而設的級任老師指導課；及 ( f)由
教育部核准的外間機構提供的課程。  
 
4.4 教育部對於 "成長歲月 "計劃和 "eTeens"計劃下每級學生的
授課時數，均有訂出指引。舉例而言，當局規定小五及小六學生

每年用於 "成長歲月 "計劃的授課時數為 4 小時，而中學生的相應授
課時數則為每級每年 5 小時。雖然所有公立學校均須推行 "成長
歲月 "計劃，但獨立學校及有信仰背景的政府資助學校可教授自行
編定的性教育課程，惟須與教育部所訂的性教育框架一致。   

                                         
28 根據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6b)， "婚前禁慾才是青少年應該採取的最佳方法。性教育
讓學生明白性行為可能帶來的後果，而且由於帶來風險，婚前性行為並不可取。 " 

29 在新加坡，學生在完成普通教育證書 (普通水準 )(GCE "O" level)考試後，可選擇修讀
初級學院為期 2 年或高級中學為期 3 年的大學預科課程。初級學院和高級中學旨在
讓學生為日後修讀大學課程作準備。  

30 根據教育部所述， "成長歲月 "計劃的對象為小五、小六、初中、高中及初級學院／
高級中學的學生，按學生的成長需要而設計。該計劃主要從不同角度探討性，包括

生理、情感、社會和倫理等層面，當中涵蓋的課題包括以負責任的態度建立美滿的

關係、約會、固定交往及結婚、有關性健康和性行為的問題、青少年性行為和懷孕

的後果，以及媒體的影響力。  
31 "eTeens"計劃是保健促進局與教育部協作制訂的預防感染性病／愛滋病計劃，旨在
讓學生有能力就性問題作出明智、知情和理性的決定。該計劃從健康角度，向學生

提供有關性病、愛滋病和保護措施的正確知識。此外，計劃推廣的關鍵信息是：

婚前禁慾才是青少年應該採取的最佳方法。在該計劃下，學生可學到如何作出

決定、勇於表達自己、拒絕性行為的要求和面對負面的朋輩壓力。計劃分為兩個

環節，即為中三學生而設的 1 小時講座和課堂課節，以及為初級學院／高級中學
一年級學生而設的 45 分鐘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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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育部的性教育課程還有其他特點，包括： (a)學校須指派
特別挑選、經教育部培訓並且與教育部理念一致的教師，教授

"成長歲月 "計劃及 "eTeens"計劃下的課節； (b)提供 "eTeens"計劃課程
的外間機構須經教育部核准； 32  (c)教育部確認家長在青少年
性教育中扮演一定角色，並鼓勵家長參與其中；及 (d)家長可選擇
不讓子女參與 "成長歲月 "計劃、 "eTeens"計劃及／或由教育部核准
的外間機構提供的性教育輔助課程。  
 
4.6 鑒於越來越多青年人對性持有較開放態度，有持份者對於

教育部以禁慾為重點的性教育框架表示關注，並指出當中有關以

避孕方法預防感染性病及避免意外懷孕的內容不足。 33  此外，
有持份者認為在新加坡的性教育框架下，有關性別多元的內容

欠奉， 34 而學生並沒有足夠空間就經同意下進行性行為和安全性
行為等問題進行討論。 35 
 
4.7 教育部在回應時表示，針對青少年感染性病情況趨增，

當局自 2000 年代中期開始已把感染性病、愛滋病、未成年懷孕，
以及相應防範措施的資訊，納入性教育課程內。或許反映上述課程

改革的效果，年齡介乎 10 至 19 歲人士感染性病的個案數目，逐步
由 2007 年約 800 宗減至 2013 年約 400 宗。 36 另外， 19 歲以下女
性所誕下的嬰兒數目由 2007 年的 820 人減至 2014 年的 406 人，而
20 歲以下女性的墮胎手術數目亦由 2007 年的 1 363 宗減至 2014 年
的 449 宗。 37 
 
 
台灣  
 
4.8 在台灣，法例規定所有學校均須推行性教育，包括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法例包括《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和《性別平等教育法》。在這法律框架下，台灣自

1990 年代後期起，將性教育的課題納入小學及中學／職業學校的

                                         
32 在 2008 年之前，學校可自行選定提供性教育課程的外間機構。當時，由某間宣揚
女權和平權的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性教育課程，遭批評為鼓吹同性戀及贊同婚前

性行為。由此引發的爭議最終令教育部收緊對提供性教育課程機構的管制。  
33 請參閱 Asia Sentinel (2012)。  
34 請參閱 Liew, W. M. (2014)。  
35 請參閱 Kwan, J. Y. (2011)。  
36 請參閱 Department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Control (2015)。  
37 請參閱 The Straits Time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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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在 2004 年制定的《性別平等教育法》 38 進一步規定，所有
中小學及專科學校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該法例並規定所有

小學及初中學生須每學期參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

4 小時。  
 
4.9 就小學及初中學生而言，性教育的學習主題／課題已納入

健康與體育課程之下的成長與發展、精神健康及群體健康主題內。

向學生灌輸的核心信息包括： (a)性對個人身心健康及家庭與社會
和諧的重要性； (b)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及其對家庭與社會的影響；
及 (c)認識愛滋病及進行安全性行為，以預防愛滋病。就高中／職業
學校學生而言，相關學習課題已納入健康與護理課程內，重點在於

教授學生建立正面的性價值觀和態度；尊重不同性取向人士；建立

健康關係的生活技能；以及促進性健康的知識、態度和行為 (包括
有關感染性病、愛滋病和避孕的知識 )。  
 
4.10 與性別平等教育有關的學習主題／課題已納入相關學習

領域的課程內。主要學習課題包括： (a)成長與發展； (b)性別
認同； (c)性別角色和突破其限制； (d)性別的關係與互動； (e)性別
平等；及 (f)與性別權益有關的事宜。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的
規定，台灣教育部及地方機關均已設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主要

任務包括： (a)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評量及相關問題
之研究與發展；及 (b)督導考核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所有學校亦須設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負責規劃並落實校內的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4.11 除學校課程外，台灣教育部亦採取多項措施，以加強落實

性教育。該等措施包括： (a)委託台灣性教育學會 39 和杏陵醫學
基金會 40 營運性教育網站、資源中心和查詢熱線，供教師、家長
和學生使用； (b)向負責在學校規劃和推行性教育的教師提供
培訓； (c)在選定中、小學督導其性教育課程之實施，並與其他學校
分享成功經驗；及 (d)支援專上院校在校園內推廣性教育的計劃，
並鼓勵院校之間交流分享經驗。  
  
                                         
38 《性別平等教育法》源於 1980 年代在台灣興起的女性主義。由於當地在 1996 年
發生一宗女權份子遭性侵害後被殺的事件，以及在 2000 年發生一宗遭受霸凌的
跨性別男學生死亡的事件，促使台灣政府在 2004 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該
法例旨在處理關乎性別平等的事宜 (包括性侵害及性別認同 )、消除性別歧視，以及
厚植有助促進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39 台灣性教育學會的成員包括從事性教育和性治療工作的學者和專家。該會旨在推廣
與性教育有關的研究和服務，並促進與海外同類組織的合作。  

40 杏陵醫學基金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是在台灣推廣家庭價值與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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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年齡介乎 15 至 17 歲並有性行為經驗的青少年比率，由
2009 年的 13.5%降至 2015 年的 11.1%，由此可印證，推行性教育
對青少年在性行為方面的正面影響。 41 在這群青少年中，在最近
一次性行為中有採取避孕措施的男性比率由 2011 年的 74.4%增至
2015 年的 79.8%，而女性比率則由 77.5%增至 88.5%。 42 此外，
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的青年人感染愛滋病個案數目，近年平均維持
在每年約 700 宗，佔整體新感染個案約 30%。 43 
 
4.13 鑒於政府對性教育採取開放而全面的取向，有持份者 (特別
是家長 )對於某些小學使用的教材包含露骨性愛內容表示關注。 44 
有家長亦反對若干教科書提及性行為和性別多元的內容。 45 台灣
教育部在回應時表示，性別平等的課程乃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

的規定設計，當中訂明課程須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和同志教育。

台灣教育部進一步表示，在製作性別平等教育的教材時，會考慮

教育專業人士的意見，並確保相關內容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的

規定。  
 
 
安大略省和英格蘭  
 
4.14 安大略省和英格蘭近年就其性教育政策及課程進行改革。

鑒於青年人可從互聯網及其他媒體很容易接觸到涉及性的資訊，

兩地政府致力推動改革，讓青年人掌握更多知識，為人生作出

負責任的選擇。  
 
 
安大略省  
 
4.15 在安大略省，性教育納入健康及體育課程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2015 年，教育部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修訂該
課程下有關性教育的部分，向學生灌輸正確及最新的資訊、技巧和

                                         
41 請參閱衞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7 年 )。  
42 請參閱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6)及衞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 (2014 年 )。  

43 請參閱衞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17 年 )。  
44 在 2013 年，有部分台北市家長反對使用一套名為《青春水漾》的影片作為小學
性教育教材，因為當中包含露骨性愛內容，不宜小學生觀看。該影片是台灣性別

平等教育協會在 2011 年製作的性教育教材，設定對象為高中學生。其後，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澄清，僅有兩所小學曾在課堂上播放該影片的預告片段，作為學生

性教育課堂的引子。請參閱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2013 年 )。  
45 請參閱基督教今日報 (2017 年 )及聯合新聞網 (201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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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讓他們在數碼世界中瀏覽各式資訊的同時仍能保持安全和

健康。  
 
4.16 在經修訂的健康及體育課程下，四年級學生 (9 歲 )至六年級
學生 (11 歲 )會了解到，在網上張貼性圖像或資訊所帶來的風險。
七年級學生 (12 歲 )則會較具體討論發放色情短訊 46 的問題。至於
八年級 (13 歲 )至九年級 (14 歲 )的課程則涵蓋有關性別教育的課題，
例如性別身份和性傾向，觸及的範圍亦更為廣泛。  
 
4.17 部分家長曾強烈反對經修訂的課程，他們投訴 (a)當局未有
諮詢家長； (b)教導年幼學生不切合他們年齡的性課題；及 (c)在
課程下教導同性關係和各類性別身份。然而，安大略省政府說明，

當局在修訂課程時曾諮詢主要的持份者，例如學校行政人員、衞生

機構及家長組織。省政府並促請該等家長與其子女就讀的學校

溝通，以澄清他們對課程內容的誤解。 47 
 
 
英格蘭  
 
4.18 在英格蘭，地方主管當局營辦的學校須根據於 2000 年發出
法定的《性教育與人際關係教育指引》 (Sex and Relationship Education 
Guidance)，在 "個人、社會與健康教育架構 "下，為 11 歲及以上學生
提供 "性教育與人際關係教育 "(sex and relationships education)。家長可
為子女選擇不修讀 "性教育與人際關係教育 "，惟關乎人類成長及
繁殖等生物範疇的課題除外，因為該等課題屬全國性課程的

一部分。  
 
4.19 然而，英國政府認為於 2000 年發出的《性教育與人際關係
教育指引》並不合時宜，未能處理發放色情短訊、網上色情資訊及

網絡欺凌等對青年人帶來風險的問題。旨在改革英格蘭性教育的

相關法例於 2017 年 4 月制定，訂明由 2019 年 9 月起實施新的
性教育框架。  
 
4.20 在新的性教育框架下，所有學校均須強制提供性教育。

英格蘭所有小學須教授切合年齡所需的 "人際關係教育 "(relationships 
education)，其焦點在於建立並維持健康而安全的人際關係。中學則
須教授切合年齡所需的 "人際關係教育與性教育 "(relationships and 
                                         
46 發放色情短訊 ("sexting")指透過流動電話或其他數碼裝置發出或接收涉及性的信息或
圖像。  

47 請參閱 The Huffington Post (2015)及 The Globe and Mail (2015)。  



15 

sex education)，以促進學生對健康的成年人關係、性健康及性的了
解。當局也會設計切合年齡所需的課程，教授學生有關發放色情短

訊、網上色情資訊及性騷擾所帶來的危險。  
 
4.21 英國政府表示，學校可在新的框架下，以靈活的方式提供

"人際關係教育與性教育 "。此外，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可繼續按其
信仰的信條教學。家長則仍然有權為子女選擇不修讀 "人際關係
教育與性教育 "。雖然很多持份者都歡迎政府推行性教育改革，但
部分人士關注到，有宗教背景的學校獲給予的彈性，以及家長可為

子女選擇不修讀有關課程，或會令部分學生無法接受全面的

性教育。 48 
 
 
5. 結論  
 
5.1 在香港，教育局制訂的性教育指引和相關課程指引涵蓋

多項與性有關的課題，而這些課題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

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所建議者大致相若。然而，根據教育局的

跨課程方針，性教育並非獨立成科，其主要的學習元素和課題納入

了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和各個主要學習領域／科目的課程

之內。此外，學校可靈活制訂校本課程，根據其校風及價值取向，

決定其推行性教育的方針和教學模式。  
 
5.2 一些學者和主要持份者關注學校推行性教育課程的成效。

他們表示，推行性教育課程的主要障礙包括 (a)性教育屬次要
科目； (b)沒有足夠的時間提供有助探討價值觀和發展生活技能的
課程； (c)未有在推行性教育方面為教師提供足夠的培訓及支援；及
(d)部分學校抗拒在其性教育課程中加入敏感課題，例如性行為和
避孕。  
 
5.3 由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進行的《2016 年青少年與性研究》
的結果大致反映上述情況。該項研究顯示，青少年的性知識水平

下降，而接觸色情資訊的機會卻有所增加。由衞生署和香港大學

進行的研究結果反映出，香港青少年的性健康狀況令人憂慮。基於

以上所述，有非政府機構提倡推行全面的性教育，使青年人在掌握

充分資訊的情況下就其性生活作出知情的選擇，從而促進他們的

性健康。這方針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支持。  
  

                                         
48 請參閱 Humanists UK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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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一如香港的情況，新加坡、台灣、安大略省及英格蘭等

海外地方，均把性教育納入其學校課程，讓青年人為其性生活做

充足的準備。儘管這些地方強制學校推行性教育，但各地所採取的

方針和內容卻不盡相同。  
 
5.5 有別於香港的校本方針，新加坡和台灣的政府規定學校須

撥出指定時數提供性教育。舉例而言，新加坡的小五及小六學生

每年須接受 4 小時特定的性教育課程。台灣的小學及初中學生
每學期須參與至少 4 小時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的課程或活動。就
教授性教育而言，新加坡的教師必須曾受訓才可教授相關課程。

同樣地，台灣為更多負責在學校規劃及推行性教育的教師提供

培訓。  
 
5.6 與此同時，因應新一代青年人的生活逐漸以科技為主導，

安大略省和英格蘭近期各自改革其性教育架構，以切合當代青年人

對性教育的需要。新的性教育課程包括切合其年齡所需的課題。

鑒於青年人透過互聯網有更多機會接觸涉及性的資訊，有關課程

涵蓋發放色情短訊、網上色情資訊及性騷擾所帶來的危險。香港則

採取跨課程方針，把性教育的不同範疇納入了相關的學科之內。

至於網絡交友及網絡色情資訊的課題，則列入初中學生修讀的

"生活與社會 "科目的課程指引，是該課程指引所涵蓋的眾多學習
課題之一。  
 
5.7 與是項研究所選定的其他海外地方相比，台灣的突出之處

在於積極採取措施推行性別教育。台灣特別制定《性別平等

教育法》，訂明多項規定，包括台灣教育部和地方機關須各自設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推動和督導性別平等教育工作之實施。

學校亦須設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規劃並落實校內的性別

平等教育活動。  
 
5.8 一如上文所述，性教育無疑是學校課程內其中一個最具

爭議性的科目。在台灣和安大略省，把敏感的課題 (例如性行為、
避孕及性別多元 )及／或涉及性的內容加入性教育課程，或會引起
家長及宗教團體等部分持份者的反對。為處理持份者提出的反對

意見，新加坡和英格蘭容許家長為子女選擇不參與有關性教育的

課堂，以及給予有宗教背景的學校一定的靈活度，在符合教育當局

的規定下提供本身的性教育課程。雖然提供不修讀有關課程的選項

或會令部分學生無法接受全面的性教育，但卻能在獲得家長和學校

行政人員同意的情況下，在學校課程中涵蓋一些敏感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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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  
所指明的關鍵概念和主題  

 
關鍵概念 主題 

1. 關係  (a) 家庭；  
(b) 友誼、愛情和親密關係；  
(c) 寬容和尊重；及  
(d) 長期承諾、婚姻和養育子女。  

2. 價值觀、態度和
技能  

(a) 價值觀、態度和性知識的來源；  
(b) 規範和同伴對性行為的影響；  
(c) 決策；  
(d) 交流、拒絕和協商技巧；及  
(e) 尋求幫助和支持。  

3. 文化、社會和  
人權  

(a) 性、文化和人權；  
(b) 性和媒體；  
(c) 性別的社會構造；及  
(d) 基於性別的暴力，包括性虐待、性剝削
和有害行徑。  

4. 人體發育  (a) 性和生殖的解剖學和生理學；  
(b) 生殖；  
(c) 青春發育期；  
(d) 人體形象；及  
(e) 隱私和身體健全。  

5. 性行為  (a) 性、性徵和性周期；及  
(b) 性行為和性反應。  

6. 性和生殖健康  (a) 懷孕預防；  
(b) 理解、認識和降低包括愛滋病病毒在內
的性傳播感染的風險；及  

(c) 與愛滋病病毒和愛滋病有關的羞辱、
護理、治療和支持。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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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1997 年出版的《學校性教育指引》中  
有關性教育的主要學習概念和課題  

 
主要學習概念 課題 

1. 人的成長  (a) 人類的性；  
(b) 生殖系統和生理；  
(c) 青春期；  
(d) 自我形象和自我觀念；  
(e) 性身分和性取向；及  
(f ) 情感。  

2. 健康與行為  (a) 處理性衝動；  
(b) 身體私隱；  
(c) 性習慣和行為；  
(d) 經性接觸傳染的疾病；  
(e) 避孕；  
(f ) 意外懷孕；及  
(g) 身體護理。  

3. 人際關係  (a) 基本價值觀；  
(b) 處世技巧；  
(c) 友誼；  
(d) 約會、戀愛與迷戀；  
(e) 性騷擾、性侵犯和性暴力；及  
(f ) 亂倫。  

4. 婚姻與家庭  (a) 家庭的意義；  
(b) 家人互相倚賴和不同輩份的家人之間的關係；  
(c) 家庭糾紛和解決方法；  
(d) 家庭模式的轉變；  
(e) 處理家庭的轉變；  
(f ) 組織家庭時所要考慮的因素；  
(g) 婚姻和終生承諾；及  
(h) 為人父母。  

5. 社會與文化  (a) 社會及文化對性的影響；  
(b) 兩性角色；  
(c) 性與傳媒；  
(d) 性與法律；及  
(e) 性與道德和倫理。  

資料來源：香港教育署 (1997 年 )及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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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2008 年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中  
性教育範疇的主要學習期望  

 
學習階段 主要學習期望 

第一學習階段：  
小一至小三  

(a) 認識自己的身體，並以尊重的態度，理解
男女生理結構之異同；  

(b) 能保護自己身體的私隱，並懂得拒絕別人的
冒犯；  

(c) 注重個人衞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及  
(d) 認識人生不同階段之歷程：出生、成長、
生育、年老、死亡。  

第二學習階段：  
小四至小六  

(a) 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之轉變，並能以
平和的態度迎接；  

(b) 懂得以理性和尊重的態度和異性相處；  
(c) 認識 "友情 "、 "戀愛 "、 "結婚 "、 "生育 "之間的
關係；  

(d) 認識性行為、懷孕、避孕和墮胎的基本知識
和要承擔的責任；  

(e) 主動拒絕接觸媒體 (包括：電視、雜誌和
互聯網 )帶有色情成份的資訊；及  

(f ) 慎言律己，不以 "性 "和色情作為閒談和取笑
別人的題材。  

第三學習階段：  
中一至中三  

(a) 以理性的態度，處理和控制自己的性衝動；  
(b) 以開放和關懷態度，認識不同人有不同性
取向 (例如：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等 )和
生活方式 (例如：獨身、離婚、不生育等 )的
自由；  

(c) 以理性和關懷的態度，建立並維繫與異性的
交往 (例如： "拍拖 "、戀愛、分手等 )；  

(d) 抱持 "生命莊嚴 "的價值觀，正確認識性行為、
避孕和生命的關係；及  

(e) 以 "責任感 "和 "承擔 "，認識戀愛、婚姻和家庭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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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續 ) 
 

2008 年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中  
性教育範疇的主要學習期望  

 
學習階段 主要學習期望 

第四學習階段：  
中四至中六  

(a) 以理性批判的態度，辨識社會 "性 "風氣和
傳媒角色的關係；  

(b) 以負責任的態度看待性行為，能從 "後果 "、
"尊重 "和 "共同決定 "作出判斷；  

(c) 認識 "安全性行為 "所涉及的考慮 (例如：預防
性病與愛滋病、懷孕與避孕的考慮 )，並懂得
對別人的要求 "說不 "；  

(d) 尊重自己的身體，不藉此作為交換物質的
工具；  

(e) 有獨立思考，認識 "流行文化 "、 "同輩
壓力 "、 "大眾傳媒 "等對 "約會 "、 "戀愛 "和
"性關係 "的影響；  

(f ) 認識作為父母照顧子女應承擔的責任和抱持
的態度；及  

(g) 能夠以批判思考和謹慎的態度，辨識和判斷
與 "性 "相關的社會議題。  

資料來源：教育局 (2012 年 )及 Education Bureau (2017)。  

  



21 

附錄 IV 
 

各相關科目課程指引中有關性教育的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小學 

科目  學習階段  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常識科  小一至小三   知識和理解  
(a) 成長與發育過程中的不同階段；  
(b) 成長時出現的轉變；  
(c) 男孩與女孩的異同；  
(d) 保護自己的身體，包括保護身體的
私隱部位；及  

(e) 在簡單的兩難情況下作出抉擇。  
 技能  

(a) 在日常生活中照顧自己，並養成
自律精神，以應付日常生活中，

個人衞生、個人安全及情緒方面

的問題；及  
(b) 從已有的相關資訊中，辨識並按
情況選擇合適的資料。  

 價值觀和態度  
(a) 接受成長中的各種轉變及成長與
發育的個別差異。  

小四至小六   知識和理解  
(a) 青春期的生理、心理及社交方面的
轉變；  

(b) 青春期成長與發育的個別差異；  
(c) 性別角色與關係；  
(d) 對性的感覺、反應及處理方法；  
(e) 健康的生活方式 (例如︰作息定時、
不沉迷上網及健康飲食 )；  

(f ) 拒絕賭博、吸毒、濫用物質、
抽煙、飲酒和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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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續 ) 
 

各相關科目課程指引中有關性教育的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小學 

科目  學習階段  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常識科  小四至小六   知識和理解 (續 ) 
(g) 處理壓力及挫折 (例如：朋輩壓力、
騷擾、學業 )；  

(h) 增進人際關係及自我肯定的技巧；  
( i) 減低在日常生活遇到的危機 (例如：
安全方面、健康方面、關係方面 )；
及  

( j) 資訊年代對個人及社會的影響
(例如：傳媒、數碼隔閡、網絡
欺凌 )。  

 技能  
(a) 能夠處理青春期的個人健康、生理和
情緒上的轉變；  

(b) 分析有關個人健康的資料，並作出
適當的考慮和抉擇；  

(c) 實踐健康的生活方式；  
(d) 掌握拒絕誘惑的技巧；  
(e) 識別一些由於性別不同導致期望不同
的事例，並了解這些期望如何影響

個人選擇與取捨；及  
(f ) 在通訊網絡及社交媒體，拒絕接收或
轉發不雅和不正確資訊。  

 價值觀和態度  
(a) 接納青春期成長與發育的個別差異；  
(b) 愛惜自己的身體；  
(c) 接納對性的感覺與性反應，並以正面
的態度處理這些感覺及反應；及  

(d) 拒絕不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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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續 ) 
 

各相關科目課程指引中有關性教育的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初中 (中一至中三 ) 

科目  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生活與社會

課程  
 

 認識自己，做個自尊自信的人  
(a) "我 "的不同面相，包括別人眼中的我、真我、
理想我。  

 攜手互助，彼此尊重  
(a) 同性及異性友誼的建立和滋養。  

 駕馭網上友誼  
(a) 妥善處理和健康發展網上友誼的方法。  

 提升家庭凝聚力  
(a) 家庭成員的角色；及  
(b) 個人對家庭的責任及承擔。  

 戀愛認知  
(a) 友誼和戀愛的異同；  
(b) 戀愛包含的元素、談戀愛的目的、應有態度和
原則；  

(c) 維繫和培養一段戀情的方法；及  
(d) 引致關係結束的因素、處理方法和應有的
態度。  

 保持警覺，保護自己  
(a) 色情媒介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  
(b) 處理色情媒介及它所傳遞資訊的方法；  
(c) 生活中的性騷擾行為；  
(d) 保護自己免遭性騷擾及處理性騷擾的方法；及  
(e) 網上色情陷阱的對策。  

 性態度的培養和發展  
(a) 社會對性、愛及婚姻的不同態度與主張；  
(b) 與戀人或異性訂定親密界限的目的和原則；及  
(c) 青少年處理成長階段的性幻想和性衝動的
方法。  

 意外懷孕的影響  
(a) 意外懷孕的後果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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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續 ) 
 

各相關科目課程指引中有關性教育的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初中 (中一至中三 ) 

科目  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生活與社會課程

(續 ) 
 

 兩性平等  
(a) 兩性平等的意義和重要性；  
(b)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主要
原則；  

(c) 國際間主要的兩性不平等現象和成因；  
(d) 推動兩性平等的國際機構的功能和面對的
限制；及  

(e) 世界公民對推動兩性平等可作出的努力和
貢獻。  

科學科  
 

 人類生殖  
(a) 性成熟和第二性徵；  
(b) 生殖系統；  
(c) 性細胞；  
(d) 受精和植入；  
(e) 懷孕和親代撫育；及  
(f ) 家庭計劃與控制生育。  

家政／  
科技與生活  
 

 家庭生活  
(a) 家庭的類別；  
(b) 個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責任；及  
(c) 維繫和諧家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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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續 ) 
 

各相關科目課程指引中有關性教育的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高中 (中四至中六 ) 

科目  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通識教育科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a) 自我了解—探討的問題包括青少年的自尊受

甚麼因素影響、它與青少年的行為和對未來的

期望的關係及傳媒所傳遞的信息和價值觀，

對青少年的影響；及  
(b) 人際關係—探討的問題包括在不同的關係中，

青少年如何建立身份和理解角色。  
 公共衞生  

(a) 對公共衞生的理解—探討的問題包括人們對

健康的理解怎樣受經濟、社會等因素影響。  

生物科   人類的遺傳  
(a) 性別決定。  

 人的生殖  
(a) 男性和女性生殖系統的一般結構；  
(b) 精子和卵的結構；  
(c) 月經週期；  
(d) 受精；  
(e) 胚胎和胎兒的發育；  
(f ) 出生過程；  
(g) 親代撫育；及  
(h) 控制生育。  

 傳染病  
(a) 成因；  
(b) 傳播途徑；及  
(c) 治療。  

 疾病的預防  
(a) 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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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續 ) 
 

各相關科目課程指引中有關性教育的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高中 (中四至中六 ) 

科目  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倫理與宗教科   生存與死亡  
(a) 生育；  
(b) 避孕；及  
(c) 墮胎。  

 性、伴侶關係與家庭  
(a) 異性及同性的性關係；  
(b) 獨身；  
(c) 婚前及婚外的性行為；  
(d) 婚姻與離婚；  
(e) 色情；  
(f ) 賣淫；及  
(g) 家庭。  

 傳媒倫理  
(a) 專業操守及專業精神；及  
(b) 與傳媒倫理相關的議題。  

科技與生活   家庭部分  
(a) 甚麼是家庭；  
(b) 家庭的價值及其在社會的角色；  
(c) 家庭生活的里程碑；  
(d) 家庭結構；及  
(e) 近四十年影響香港家庭及生活方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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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續 ) 
 

各相關科目課程指引中有關性教育的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高中 (中四至中六 ) 

科目  主要學習元素／課題  

健康管理與

社會關懷  
 人生不同階段的個人發展、社會關懷及健康  

(a) 健康的定義與其社會、心理及文化角度；  
(b) 影響個人發展的因素，例如家庭、朋輩及社區
的影響；  

(c) 人生不同階段的發展和轉變；及  
(d) 影響個人與社會福祉的因素，例如科技進步及
其對健康和健康護理的影響。  

 本地與全球健康與社會關懷的情境  
(a) 與健康、社會關懷、個人與社會福祉有關的
結構性議題，例如家庭問題，以及不公平及

資源剝奪的現象與社會階級、性別的關係；  
(b) 當代有關危機的議題，例如愛滋病及對不同
性別人士或病人的偏見和歧視；及  

(c) 生活方式改變、全球化及家庭的轉變引致人口
更容易受疾病感染或處於危險邊緣。  

 回應健康與社會關懷範疇的需要  
(a) 個人在保持健康及預防疾病方面的角色。  

 推廣及維持社區內的健康與社會關懷  
(a) 個人衞生習慣及傳染病預防；  
(b) 對性和濫用藥物的正確態度、以預防性傳染病
或成癮；  

(c) 學校的健康和安全，例如如何面對性騷擾或
欺凌；  

(d) 健康的關係，包括家庭關係和親密關係；  
(e) 對家庭、朋輩、群體、社區或弱勢社群的
關心；及  

(f ) 對家庭、社區和群體的承擔。  
資料來源：教育局 (2012 年 )及 Education Bureau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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