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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課程發展和教學方法的研究和實踐工作，一日千里，課程發展處一直關注

課程發展的方向，不時留意並檢討各個課程及相關的教學方法。現行中國歷史科

（中一至中三）課程推行至今將近二十年，有鑑於此，課程發展議會通過成立專

責委員會，全面開展檢討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工作。專責委員會成員包括大學學

者、在職教師，以及相關的專業人士及持份者；經過多次的專業討論，正式提出

修訂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課程指引建議，以優化中國歷史教育。 

 

這個課程的發展分兩個階段進行諮詢。第一階段的諮詢集中在建議的課程理課程理課程理課程理

念念念念、、、、宗旨和目標宗旨和目標宗旨和目標宗旨和目標、、、、初擬課程架構初擬課程架構初擬課程架構初擬課程架構等等等等。中國歷史科中國歷史科中國歷史科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 修訂課程第修訂課程第修訂課程第修訂課程第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諮詢稿諮詢稿諮詢稿諮詢稿（文件）提供未來課程實施的初步構思，從而蒐集意見和建議。修訂

稿和課程的其他詳細部分將於第二次諮詢文件（2017 年 4 至 5 月）中發表，以

蒐集更多意見。 

 

有關本文件的意見和建議，可發送至：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2 

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13 樓 1319 室 

 

傳真：2573 5299 / 2575 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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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 

 

修訂課程的原因和理念修訂課程的原因和理念修訂課程的原因和理念修訂課程的原因和理念 

 

1. 由於現行的初中中國歷史課程已推行近二十年，為了配合歷史教育和學校課程的最新發展，

以切合學生未來的需要，有需要對現行課程作檢視和修訂。 

 

2. 修訂課程旨在提高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並以「學生為本」的原則，加入學生感興趣的

社會文化史課題，如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戰爭武備的改進等，讓學習變得更立體、更吸

引、更有趣味。 

 

3. 修訂課程在保留不少過往王朝歷史的課題的基礎上，以「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世史」、「中

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為各級的主幹，讓學生能「古今並重」地認識中國在歷代的發

展歷程。 

 

4. 修訂課程將中國歷史組合為不同「歷史時期」，以學習重點將學習內容組織起來，從而騰出空

間，加入一些有趣的新課題，並加強培養學生的歷史與思考技能，使學習變得更聚焦、更有

效能，並為他們日後修讀中國歷史科、高中通識教育科或其他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目奠

定基礎。 

 

5. 為了提升學生對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認識國家與香港的關連，修訂課程內容將按中國歷史

發展的脈絡，涵蓋相關的香港歷史，讓學生明白香港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使學習變得

更切身、更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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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宗旨課程宗旨課程宗旨課程宗旨 

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課程的宗旨在使學生： 

 

1. 認識中國重要歷史事件、人物事蹟、民族發展及社會文化面貌，以提高學習歷史的興趣； 

2. 認識、理解及分析相關的歷史資料，從而培養學生研習歷史的能力，以能鑑古知今； 

3. 建立優良的品格，培養個人對社會、國家及民族的歸屬感。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課程的目標在幫助學生： 

 

1. 認識及理解中國歷史事件、民族發展、社會文化概況和香港演變的基本史實，豐富中國歷史

的學習內涵，提高學習興趣； 

2. 透過不同的探究方法，整理、理解及分析歷史資料，從而培養對史事的分析與客觀評價能力； 

3. 通過理解不同史事的因果關係及相互影響，了解現今事物的演變及發展趨勢，明白歷史鑑古

知今的意義； 

4. 通過對香港重要史事的認識，了解香港過去發展的歷程、及與國家的關係，加強對社會、國

家的歸屬感； 

5. 透過對中國社會文化發展、民族交往、中外文化交流、科技發明的認識，了解及欣賞中華文

化兼容並包、開拓創新的精神，並能尊重及關懷不同的文化與承傳。 

 



 

4 

 

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 

 

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架構設定學生在初中階段須掌握之重要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學校和

教師在規畫本科課程的實施，及安排適切的學、教、評活動時，須以本課程架構為依歸。 

 

1. 課 程 設 計 原 則課 程 設 計 原 則課 程 設 計 原 則課 程 設 計 原 則  

本課程是根據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小一至中三）》

（2002）、《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11）、以及現正修訂中的《個人、社會及人文

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6）第 2章，發展出以下的設計原則： 

 

� 建 基建 基建 基建 基 於 小 學 常 識 科於 小 學 常 識 科於 小 學 常 識 科於 小 學 常 識 科     

學生在小學常識科的「學習範疇五：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對國家的重大史事、文化特

色及相關歷史人物已有認識；但中華民族歷史源遠流長，初中階段學生應對本國的歷史有系

統的認識。本課程以初中學生應該掌握的內容為基礎，系統設計課程，使學生全面認識中國

歷史的整體發展，深化與鞏固在初中階段獲得的歷史知識，並提升其思維能力。 

� 均 衡 地 認 識 中 國 歷 史均 衡 地 認 識 中 國 歷 史均 衡 地 認 識 中 國 歷 史均 衡 地 認 識 中 國 歷 史     

為免學習過多側重古代史，本課程的設計以時間為經，以歷史特點為緯，將二千多年的史事

組合為不同的歷史時期，初中三年均衡地教授「古代史」、「近世史」及、「近代史」及「現代

史」，讓學生能古今並重地認識中國在歷代的發展歷程。 

� 多 角 度 認 識 中 國 歷 史 的 面 貌多 角 度 認 識 中 國 歷 史 的 面 貌多 角 度 認 識 中 國 歷 史 的 面 貌多 角 度 認 識 中 國 歷 史 的 面 貌     

本課程除著重從時間的角度縱向探討中國歷史在政治方面的演變，讓學生對中國歷史的整體

發展有全面的認識；亦因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提供多個文化史專題，讓學生能從文化層面

多角度認識中國歷史，並作深入的研習，擴闊其歷史視野；另外加入香港史課題，不但能使

學生投入學習，產生對歷史的親切感，更使他們認識所居住地方與國家密不可分的關係。 

� 照 顧 學照 顧 學照 顧 學照 顧 學 生生生生 的的的的 多 樣 性多 樣 性多 樣 性多 樣 性     

本課程化繁為簡，盡量騰出課時及空間配合探究式學習模式，教師可安排豐富兼多樣化的學

習活動如參觀博物館、考察歷史遺跡、專題研習等，從而照顧不同學習者在能力、性向、需

要及興趣上的多樣性。 

� 讓 學 生 學 會 學 習 和 探 究讓 學 生 學 會 學 習 和 探 究讓 學 生 學 會 學 習 和 探 究讓 學 生 學 會 學 習 和 探 究     

本課程建議採用探究式學習方式，以引領學生能達到「學會學習」的目標。透過史事的研習，

讓學生學會運用各種歷史研習的基本方法，如整理資料、辨識觀點、比較史事等，以提升個

人的共通及思維能力，並培養反思能力及奠定獨立學習的基礎。 

� 培 養 價 值 觀 與 態 度培 養 價 值 觀 與 態 度培 養 價 值 觀 與 態 度培 養 價 值 觀 與 態 度     

通過對不同史事、歷史人物、民族關係、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習，培養學生認同國家民族、

尊重別人、欣賞不同文化，從而發展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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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 程 架 構 及 組 織課 程 架 構 及 組 織課 程 架 構 及 組 織課 程 架 構 及 組 織  

進入初中前，學生在小學常識科已初步對部分中國歷史的知識有基本了解。以此為基礎，本課程

將系統地將國家歷史分為四個階段，即「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世史」、「中國近代史」及「中國

現代史」，下再分若干歷史時期，旨在使學生能依照時序宏觀地了解中國歷史的發展。本課程並不

以帝制王朝的起訖作為畫分不同課題的標準，而是化繁為簡，將多個王朝組合為不同的歷史時期，

確定學習重點，讓學生理解不同時期歷史的特色。在四個階段中，各以政治演變、文化特色及香

港發展三條主線勾勒各時期的變化軌跡。「政治演變」主要探討國家規模與體制的演變、社會結構

的發展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交流。「文化特色」則從藝術、科技、交通、宗教等各方面顯示

中華文化的不同面貌。「香港發展」讓學生理解香港在不同歷史時期與國家的互動關係，從而認識

香港與國家的緊密關係，同時確立國民身分的認同。 

 

下圖展示了本科的課程架構。 

 

中 一  中 二  中 三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中 一  中 二  中 三  

 

圖 1 初中中國歷史科的課程架構 

（II）中國近世史、 

中國近代史 

（五代至清末） 

 

� 政治演變 

� 文化特色 

� 香港發展 

（I）中國古代史 

（遠古至唐末） 

 

� 政治演變 

� 文化特色 

� 香港發展 

 

 （III）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 

（中華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 

 

� 政治演變 

� 文化特色 

� 香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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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配時間分配時間分配時間分配 

按照《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6），本科學習的總課時，不

可少於本學習領域總課時的四分之一，即平均計每年級約每週兩節課。扣除一般考試及測驗的時

間，每年約有 50節可供教學之用，三年總計為 150節。建議的課節分配如下： 

 

 課 節 分 配課 節 分 配課 節 分 配課 節 分 配  

歷 史 階 段歷 史 階 段歷 史 階 段歷 史 階 段  政 治政 治政 治政 治 演 變演 變演 變演 變  文 化文 化文 化文 化 特 色特 色特 色特 色  香 港香 港香 港香 港 發 展發 展發 展發 展  

中 一中 一中 一中 一 ：：：： 中 國 古 代 史中 國 古 代 史中 國 古 代 史中 國 古 代 史  32 16 2 

中 二中 二中 二中 二 ：：：： 中 國 近 世 史中 國 近 世 史中 國 近 世 史中 國 近 世 史 、、、、 中 國 近 代 史中 國 近 代 史中 國 近 代 史中 國 近 代 史  30 16 4 

中 三中 三中 三中 三 ：：：： 中 國 近中 國 近中 國 近中 國 近 代 史代 史代 史代 史 、、、、 中 國中 國中 國中 國 現 代 史現 代 史現 代 史現 代 史  36 5 9 

 總 計總 計總 計總 計  98 37 15 

 

表表表表 1 初初初初中中國歷史科的中中國歷史科的中中國歷史科的中中國歷史科的建議課節分配建議課節分配建議課節分配建議課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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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初中中國歷史初中中國歷史初中中國歷史初中中國歷史科科科科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歷史時期歷史時期歷史時期歷史時期與學習與學習與學習與學習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課課課課節節節節    

中國 

古代史 

史前至夏商周：華夏的起

源與早期國家的形成 

1. 華夏民族與文明的起源 

甲、 神話傳說：早期歷史發展的敘述 

乙、 考古發現：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遺址介紹 

2. 早期國家的形成與發展 

甲、 夏、商、周三代的更替 

乙、 早期的管治：西周的封建及禮樂制度 

丙、 社會發展概況：從青銅器看商、周兩代社會與文化發展的特色 

3. 春秋戰國時期的變局 

甲、 戰爭、變法與民族融合 

乙、 百家爭鳴局面 

11 

秦漢：統一國家的建立與

中外文化的交流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 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 漢武帝的統治政策與疆域拓展 

丙、 昭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的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 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 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13 

三國兩晉南北朝：國家分

裂與南北發展 

 

1. 魏晉南北朝的分裂與政權的更替 

2. 南北方的發展概況 

甲、 北方的胡漢衝突與融和 

乙、 士族政治與南方的開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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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措施 

3. 魏晉南北朝的科技與藝術發展 

甲、 科技：水陸武備的改進 

乙、 藝術：石窟與繪畫藝術 

隋唐：國家的擴展與開放

的社會 

1. 隋朝的統一 

甲、 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 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 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 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化 

丙、 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流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融和及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方對外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地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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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課程大綱中二級課程大綱中二級課程大綱中二級課程大綱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歷史時期歷史時期歷史時期歷史時期與學習與學習與學習與學習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課課課課節節節節    

中國 

近世史 

中國 

近代史 

 
宋元：繁榮富庶的國家與

橫跨歐亞大帝國的經營 

1. 兩宋的發展 

甲、 五代的興替與宋朝的統一 

乙、 邊疆民族政權的出現及其與宋室之間的關係 

丙、 兩宋文人政治的發展 

丁、 兩宋經濟的繁榮與經濟重心南移 

2. 蒙元的統治與文化傳播 

甲、 蒙古帝國的拓展 

乙、 元朝的建立及其族群政策 

丙、 重要發明西傳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 

丁、 伊斯蘭教的傳播 

3. 宋元時期的香港：宋末皇室與中原人士的南來和香港經濟發展 

16 

明：君主專制國家的建立

與經濟、文化的變遷 

1. 君主集權政治 

甲、 明太祖建國與君主集權措施 

乙、 靖難之變與君權政治的加強 

2. 交通與經濟發展 

甲、 鄭和下西洋與海上交通的開拓 

乙、 明代貿易、商業與經濟發展 

3. 國防建設與科技成就 

甲、 明長城和北京城建築 

乙、 基督宗教再度來華與明代科技的成就及影響  

12 

清：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

成與西力衝擊 

1. 滿清入關與清初政局 

甲、 清初統一與盛世 

乙、 清朝與不同民族的關係 

丙、 清朝文化的發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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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開始) 

2. 西力衝擊與內憂 

甲、 西力東漸與鴉片戰爭 

乙、 太平天國運動與各地叛亂 

丙、 鴉片戰爭後與列強的交涉 

3. 清廷的自強與改革 

4. 明清時期的香港： 

甲、 明清時期的海患、遷界與防禦設施 

乙、 香港的割佔與早期的華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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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課程大綱中三級課程大綱中三級課程大綱中三級課程大綱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歷史時期歷史時期歷史時期歷史時期與學習與學習與學習與學習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課課課課節節節節    

中國 

近代史 

中國 

現代史 

中華民國：現代化國家的

建立與困難 

1. 革命、共和與軍閥割據 

甲、 革命運動的發展與中華民國的成立 

(中國現代史開始) 

乙、 軍閥政治與五四運動 

丙、 民國時期的邊疆問題 

丁、 民國時期的經濟及文化生活 

2. 國共合作與分裂 

3. 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 

4. 國共內戰與國民黨退守台灣 

5. 清末民國時期的香港 

甲、 二十世紀初內地政局與香港的發展 

乙、 香港淪陷與抗日活動 

27 

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

的成立與發展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概況 

甲、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社會主義建設 

乙、 「文化大革命」 

丙、 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與國家的發展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的發展 

3. 改革開放前後人民生活剪影 

4. 共和國時期的香港 

甲、 改革開放前後香港在國家發展角色的轉變 

乙、 回歸後的香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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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預期學習預期學習預期學習預期學習知識內容知識內容知識內容知識內容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秦漢秦漢秦漢秦漢）））） 

 

初中中國歷史課程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修訂：：：：預期學習預期學習預期學習預期學習知識內容知識內容知識內容知識內容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秦漢秦漢秦漢秦漢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課程大綱：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歷史時期歷史時期歷史時期歷史時期與與與與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中一級 

 

中國古代史 
秦漢：統一國家的建立與中

外文化的交流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 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 漢武帝的統治措施與疆域拓展 

丙、 昭宣以後政治與社會的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 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 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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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學習的知識內容： 

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秦漢秦漢秦漢秦漢單元後單元後單元後單元後，，，，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內容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內容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內容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內容) 

深化延伸深化延伸深化延伸深化延伸（（（（舉隅舉隅舉隅舉隅））））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可按校情及可按校情及可按校情及可按校情及學生興趣與能力學生興趣與能力學生興趣與能力學生興趣與能力，，，，選取選取選取選取部分部分部分部分課題作學習的深化或延伸課題作學習的深化或延伸課題作學習的深化或延伸課題作學習的深化或延伸）））） 

� 認識秦始皇推行的統治措施（中央集權、統一文字、焚書坑儒、

統一貨幣、用兵等）對其維持一統王朝的作用與影響。 

� 認識漢武帝的文治（獨尊儒術、士人政府）及武功（伐匈奴）對

西漢國力發展的影響。 

� 了解昭宣以後外戚、宦官勢力相繼興起與中央勢力的崩解。 

� 認識張騫、班超打通西域通道後，建立中國向西的通道，中外接

觸頻繁，促進中外彼此的文化交流。 

� 了解佛教隨著中西交通的開通而傳入中國。同時，中國本土的道

教亦出現，成為中國兩大重要宗教。 

� 了解嶺南地區的概念，並秦始皇開發嶺南，香港自此成為中國版

圖的一部分。 

� 探討秦始皇 / 漢武帝的措施內容，進一步分析有關措施的得失與深

遠影響 

� 探討秦漢時期對匈奴的軍備、戰略概況 

� 從北方地理與人民生活概況，了解長城的興建及其特色 

� 認識與絲綢之路相關的傳奇人物 / 古國風情 / 東傳之西域文化等

主題  

� 專題研習：古代絲綢之路與今天「一帶一路」的關係 

� 透過參觀九龍李鄭屋漢墓博物館，了解漢朝時期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 透過考察廣州南越王墓博物館，認識秦漢時期嶺南地區的發展概況、

嶺南文化特色，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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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三三三三：：：：預期學習預期學習預期學習預期學習知識內容知識內容知識內容知識內容說明說明說明說明（（（（隋唐隋唐隋唐隋唐）））） 

 

初中中國歷史課程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修訂：：：：預期學習知識內容說明預期學習知識內容說明預期學習知識內容說明預期學習知識內容說明（（（（隋唐示例隋唐示例隋唐示例隋唐示例）））） 

內容大綱：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歷史時期與學習重點歷史時期與學習重點歷史時期與學習重點歷史時期與學習重點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課課課課節節節節    
中一級 

 

中國 

古代史 
隋唐：國家的擴展與開放的社會 

1. 隋朝的統一 

甲、 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 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 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 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化 

丙、 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流概況 

4. 安史之亂及其後北方民族的融和與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方對外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地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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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學習的知識內容： 

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 

（（（（完成隋唐時期的學習後完成隋唐時期的學習後完成隋唐時期的學習後完成隋唐時期的學習後，，，，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內容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內容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內容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內容）））） 

深化延伸深化延伸深化延伸深化延伸（（（（舉隅舉隅舉隅舉隅）））） 

（（（（教師可按校情及學生興趣與能力教師可按校情及學生興趣與能力教師可按校情及學生興趣與能力教師可按校情及學生興趣與能力，，，，選取部分課題作學習的深化或延伸選取部分課題作學習的深化或延伸選取部分課題作學習的深化或延伸選取部分課題作學習的深化或延伸）））） 

� 從政治（三省六部制、科舉制）及社會（整理戶籍及授田、

置倉窖、開運河）兩方面，掌握隋文帝的措施及對國家發展

的作用。 

� 了解隋代大運河其對促進統一及交流的作用。 

� 認識唐代盛世的概況及唐太宗、武后及唐玄宗三朝的特色

（三省制與地方制度、用人、版圖的擴展） 

� 從唐朝婦女的生活面貌（例如服飾打扮、社交娛樂、婚姻），

理解唐朝社會的開放性。 

� 明白玄奘西行取經促進佛教在中國的本土化，並豐富中國文

化的內涵。 

� 了解唐朝與周邊民族的關係及交流概況（如日本、朝鮮、吐

蕃及回紇等）。 

� 了解唐玄宗安史之亂以後，北方民族的融和與南方經濟的發

展面貌及唐朝走向衰亡的概況。 

� 認識魏晉至唐朝的海路交通發展概況，並屯門鎮成為扼守中

國海路的軍事角色。 

� 探討隋文帝／唐太宗／武后／唐玄宗的措施內容，進一步分析有關措

施的得失與深遠影響或評價一位隋唐君主的功過得失。 

� 分析隋代速亡原因／比較秦隋兩代速亡的原因。 

� 探討安史之亂的始末及其與唐朝國力由盛轉衰的關係。 

� 人物專題研習：選取唐代一位傳奇人物（例如李靖、魏徵、李白、唐

玄奘、上官婉兒、狄仁傑、杜甫、郭子儀），探討其生平行誼與時代的

關係。 

� 認識唐詩中的隋唐故事，例如： 

� 皮日休《汴河懷古》／李敬芳《汴河直進船》／杜牧《過魏文貞

公宅》／杜甫《春望》／杜甫《麗人行》 

� 認識世界遺產中的大運河／大運河今昔比較。 

� 探討日本／韓國文化如何受中華文化的影響。 

� 考察／專題學習：安排學生考察或分組搜集有關屯門的古蹟遣址，並

以地圖或年表方式展示成果。 

� 跨學科活動：製作唐代服飾／唐代仕女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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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個人個人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中國歷史科中國歷史科中國歷史科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修訂課程修訂課程修訂課程修訂課程  第一次諮詢第一次諮詢第一次諮詢第一次諮詢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總共收回總共收回總共收回總共收回__293___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有學校未回答個別題目，故此個別題目的百分比總數會少於 100%。 

 修訂課程修訂課程修訂課程修訂課程的的的的原因和理念原因和理念原因和理念原因和理念（見文件第 2頁）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現行的初中中國歷史課程已推行近二十年，有需要作檢視和修訂。 25.6% 67.2% 5.8% 0.7% 

2. 修訂課程首要應提高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 46.8% 47.4% 4.1% 1.4% 

3. 修訂課程應該讓學生「古今並重」地認識中國在歷代的發展歷程。 26.6% 63.8% 7.8% 1.4% 

4. 修訂課程將中國歷史組合為不同「歷史時期」，有助精簡學習內容。 9.2% 61.1% 24.6% 4.8% 

5. 修訂課程應該涵蓋不同歷史時期相關的香港發展歷史元素。 4.8% 56.3% 31.4% 6.5% 

 

 修訂課程修訂課程修訂課程修訂課程的宗旨和目標的宗旨和目標的宗旨和目標的宗旨和目標（見文件第 3頁）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 修訂課程的建議課程宗旨是合適的。 13.3% 70.6% 14.3% 1.0% 

7 修訂課程的建議學習目標是合適的。 9.6% 65.5% 20.5% 3.4% 

 

 修訂課程修訂課程修訂課程修訂課程的的的的架構架構架構架構（見文件第 4至 5頁及第 7至 11頁）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 修訂課程分別以「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世史」、「中國近代史」及 「中國現代史」為初中三年課程的編排主幹是合適的。 

8.5% 61.8% 20.1% 7.8% 

 

9. 修訂課程應包括政治演變、文化特色及香港發展三條主線。 4.4% 43.7% 40.6% 10.2% 

 

10. 修訂課程能恰當地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九個歷史時期九個歷史時期九個歷史時期九個歷史時期。 6.5% 65.2% 20.5% 4.4% 

 

11. 修訂課程為每個歷史時期提供一個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作為學習切入點。以下學習重點能顯示每個歷史時期的學習主題及特色。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i) 史前至夏商周：華夏的起源與早期國家的形成 8.9% 77.8% 8.5% 3.8% 

(ii) 秦漢：統一國家的建立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11.9% 63.1% 21.2% 2.7% 

(iii) 三國兩晉南北朝：國家分裂與南北發展 6.5% 67.2% 20.5% 2.7% 

(iv) 隋唐：國家的擴展與開放的社會 11.6% 60.8% 22.9% 3.8% 

(v) 宋元：繁榮富庶的國家與橫跨歐亞大帝國的經營 7.2% 58.7% 27.0% 5.8% 

(vi) 明：君主專制國家的建立與經濟、文化的變遷 8.9% 64.5% 20.8% 4.4% 

(vii) 清：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西力衝擊 14.0% 72.7% 9.9% 2.4% 

(viii) 中華民國：現代化國家的建立與困難 12.6% 76.5% 8.5% 1.4% 

(ix) 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的成立與發展  12.6% 69.6% 14.0% 2.7%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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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下列出的課題課題課題課題能配合每個歷史時期的學習重點，成為主要的學習 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i) 史前至夏商周：華夏的起源與早期國家的形成 8.2% 75.4% 12.6% 3.4% 

 (ii) 秦漢：統一國家的建立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9.6% 49.5% 33.8% 5.8% 

 (iii) 三國兩晉南北朝：國家分裂與南北發展 3.8% 53.6% 35.5% 7.2% 

 (iv) 隋唐：國家的擴展與開放的社會 10.6% 53.6% 30.0% 5.8% 

 (v) 宋元：繁榮富庶的國家與橫跨歐亞大帝國的經營 6.8% 54.3% 32.4% 6.5% 

 (vi) 明：君主專制國家的建立與經濟、文化的變遷 7.5% 57.3% 29.7% 5.5% 

 (vii) 清：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西力衝擊 14.7% 68.9% 14.0% 2.0% 

 (viii) 中華民國：現代化國家的建立與困難 11.9% 73.4% 12.6% 1.4% 

 (ix) 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的成立與發展 10.9% 61.8% 23.2% 2.7% 

 

13. 

 為了讓教師清楚各課題所要求的深度，專責委員會就秦漢及隋唐時期草擬了有關預期學習知識內容與教學示例（見文件附錄一、二及三），供教師參考。 

 

 (i)秦漢秦漢秦漢秦漢示例的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預期學習知識內容能清楚闡明課題的深度。 5.8% 64.8% 23.2% 4.4% 

 2. 預期學習知識內容的說明具體、可行。 6.5% 57.7% 27.0% 7.6% 

 3. 預期學習知識內容能在建議課節內完成。 5.1% 38.9% 39.2% 15.7% 

 4. 教學示例與預期學習知識內容配合。 4.8% 74.7% 17.1% 2.0% 

 5. 教學示例有助掌握課題的重點及要求。 6.5% 70.6% 18.4% 3.1% 

 6. 教學示例的內容深淺適中。 4.4% 56.0% 29.7% 7.8% 

 7. 教學示例建議的課節合理、可行。 4.8% 37.5% 40.6% 15.7% 

 
 
       (ii)隋唐隋唐隋唐隋唐示例的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預期學習知識內容能清楚闡明課題的深度。 4.8% 68.6% 21.5% 3.8% 

2. 預期學習知識內容的說明具體、可行。 5.1% 58.0% 28.0% 7.8% 

3. 預期學習知識內容能在建議課節內完成。 4.1% 39.2% 39.2% 16.4% 

4. 教學示例與預期學習知識內容配合。 6.1% 76.8% 13.0% 2.4% 

5. 教學示例有助掌握課題的重點及要求。 6.5% 73.0% 16.4% 2.7% 

6. 教學示例的內容深淺適中。 4.8% 58.0% 28.7% 7.2% 

7. 教學示例建議的課節合理、可行。 4.8% 37.9% 39.9% 15.7%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4. 九個歷史時期的課題應提供預期學習知識內容預期學習知識內容預期學習知識內容預期學習知識內容。 18.1% 63.5% 11.6% 0.7% 

 
 時間分配時間分配時間分配時間分配 
 

15.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2002 年編訂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已列明中國歷史及文化是中小學基礎教育的必須學習內容，教學課時不可少於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總課時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此課時基礎上，你認為建議的課程內容能否完成？ 
� 能夠  (24.6%)          � 不能夠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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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修訂課程建議政治演變、文化特色及香港發展的課時比例是否合適？（見文件第 6頁） 
� 合適 (20.8%)           � 不合適 (73.0%)  建議： 

                           � 增加 (42.7%)     �(6.1%) 減少 政治演變的課時比例； 

                           � 增加 (6.8%)      �(55.3%) 減少 文化特色的課時比例； 

                           � 增加 (6.8%)      �(51.2%) 減少 香港發展的課時比例。 
 
 
 

17. 按修訂課程建議的預期學習知識內容（秦漢及隋唐示例），你會如何安排教學示例中有關政治演變、文化特色及香港發展的課節，以提升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見文件附錄二及三） 秦漢秦漢秦漢秦漢示例建議課節為（以一節 40分鐘計算）： 

   政 治 演 變 ： 最少:2 最多:38 課節 

 文 化 特 色 ： 最少:0 最多:18 課節 

 香 港 發 展 ： 最少:0 最多:4 課節 隋唐隋唐隋唐隋唐示例建議課節為（以一節 40分鐘計算）： 

  

 

 政 治 演 變 ： 最少:1 最多 36 課節 

 文 化 特 色 ： 最少:0 最多:18 課節 

 香 港 發 展 ： 最少:0 最多:6  課節 

 支援措施支援措施支援措施支援措施 
 

18. 教育局將組織多個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以支援修訂課程的實施。請建議合適的課程。(可選多項) 

 (i) 專業發展課程 

(a) 課程詮釋及規畫： 

� 課程理念及編排精神(29.7%)    � 學習重點、課題及預期學習知識內容(70.6%) 

� 歷史研習能力(47.1%)          � 教學示例(51.2%) 

 (b) 學與教策略： 

� 學與教策略(例如自主學習、史料學習、協作學習、電子學習等)的經驗分享(89.4%) 

� 觀課交流活動(34.8%) 

(c) 評估策略： 

� 多元評估策略的經驗分享(62.1%)   � 歷史資料題的理念及設計(72.4%) 

(d) 知識增益： 

� 政治演變(30.7%)      � 文化特色(63.5%)       � 香港發展(59.4%) 

(e) 教師本地參觀考察： 

� 博物館專題展覽導賞(48.8%)       � 香港的文物徑(42.7%) 

� 香港的古蹟(59.7%)               � 不同主題的考察(17.4%) 

(f) 教師內地參觀考察： 

� 廣東省(34.8%)             � 中國古都(58.4%)       � 一帶一路(37.2%) 

(ii) 教材及範例 

     � 教學設計示例(58.0%)       � 教學資源(54.9%)       � 考察設計示例(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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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實施課程實施課程實施課程實施 
 

19. 修訂課程於 2019/20 學年自中一級開始逐級實施是適當的。 

� 合適     (60.4%)                       � 不合適 (38.6%) 

 
 

20. 如有教育局的足夠支援，貴校會否願意在 2017-2018 年先行修訂課程？ 

� 會      (7.2%)             � 不會   (59.4%)         � 尚未決定   (33.4%) 

 
 

21. 你的學校現時現時現時現時以哪種學科模式在初中階段實施中國歷史課程？ 

 � 獨立中國歷史科模式 (85.3%) 

� 兩史結合模式          (7.5%) 

� 綜合學科模式          (3.4%) 

�  其他：(請註明：        (3.8%)                                               ) 

 

22. 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在 2002 年編訂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 中三）》，已列明中國歷史及文化是中小學基礎教育的必須學習內容，教學課時不可少於個人教學課時不可少於個人教學課時不可少於個人教學課時不可少於個人    、、、、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總課時的四分之一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總課時的四分之一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總課時的四分之一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總課時的四分之一。 你的學校現時學習中國歷史的課時是否符合要求： 

� 符合   (81.2%) 

� 不足本學習領域總課時的四分之一  (15.0%) 

� 多於本學習領域總課時的四分之一  (1.0%) 

 

 

23. 其他意見或建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