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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從 2011-2012學年開始，「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正式改名為「德育、公民及國情教育組」（以下

簡稱「德國組」）， 除了推動德育和公民教育外，我們更注重國情教育，透過多元化的德育、公民活

動及國情知識，讓同學認識祖國，國情教育尤為重要，務求令活動的形式在興趣和教育的意義中取

得平衡。 

我個人認為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義務去了解自己的祖國和歷史。所謂「血濃於水」，我們身為中國

人，便要好好珍惜中國人的身分。 

已故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對國民說過：「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甚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甚麼。」

我們又能為國家做甚麼呢？「愛國」是指如何把國家變好，使天下太平，使十三億人安居樂業。國

情教育讓同學了解現時國家的情況，建立良好根基，將來為國家作出貢獻。 

一個學生擁有的不單只是知識，而且還需具備傳統中國的美德「仁、義、禮、智」。「德國組」

曾舉辦敬師日、「心靈清泉」文章分享和公民論壇等。同學們不但可以自我反思，更可以身體力行，

於活動中散發「仁、義、禮、智」的道德情操。 

我在這一年任內，得到無數老師和同學的鼎力襄助，「德國組」的活動才能順利舉行，我深深體

驗了他們「義」之美。我在此特別感謝各位「德國組」的老師和同學認真和努力的付出。 

我相信中基的同學從「德國組」的活動裡會有不少得着，希望這美德可以在中基裡繼續傳承，

更希望同學可以一傳十，十傳百，把中國的美德感染其他人。 

希望同學對國家的熱情，對中國美德的傳承，會「薪不盡，火不滅」地相傳下去。 

 

德育、公民及國情教育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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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 15周年特輯： 

編者按：轉眼間，香港已經迎來回歸後的第十五個年頭了，這十五年間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形成了

不少港人的集體回憶。年輕的一代又如何看待這十五年間所發生的大小事件呢？三甲班的陳靖淇、于

佳囡、許芷菁、林泳怡四位同學帶領我們一同回顧這十五年的歲月。 

                        

  1997年 7月 1日：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正式回歸中國。  

  

           中、英交接儀式        董建華先生擔任首位特首 

                                    

          1997年 7月初，東南亞出現金融風暴，香港亦不能倖免。 

  

 

         1998年 1月 9日：因每天進入香港的越南難民數量太多，政府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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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 5月 6日：汀九橋通車。 

                                               

         1998年 7月 6日，香港國際機場遷往赤鱲角。  

             

           赤鱲角原貌                                         香港國際機場初建面貌 

                1999年 1月 5日：特區政府決定收回香港海底隧道專營權。 

                                             

           海底隧道現時面貌                               海底隧道當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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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1月 28日：香港舉行回歸後首屆區議會選舉 。                                            

      區議會選舉的標誌 

 

       2000年 1月 8日， 香港房屋署揭發沙田圓洲角正興建的公屋短樁醜聞， 一度出現                       

 

 

          2000年 9月 10日香港舉行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第二屆香港立法會選舉。 

                 

   董建華先生及董夫人亦有投票                                    當時投票的情況 

         2001年 4月，無綫電視獲美國國家廣播協會（NAB）頒發 2001年「國際廣播卓越大獎」，表揚無  

  綫電視 製作各類型慈善節目和積極參與公益活動，而香港是第一個獲獎的亞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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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 5月 7日，《財富》全球論壇在香港舉行, 當時《財富》全球論壇的主題是「新一代的亞洲」，
內容涵蓋技術、人民和企業的未來。討論的焦點集中在世界大企業在新一代衝擊下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 

                  

           《財富》全球論壇舉行地點                               論壇當時的情況 

                  

        2002年 5月 27日，香港實施一般公眾地方潔淨罪行的定額罰款制度。任何人士如在公眾地方亂拋垃

圾、隨地吐痰等，都會被判定額罰款 600元。                                                                    

                     

                                亂拋垃圾定額罰款的宣傳單張 

          2002年 7月 1日，政府推行問責制。問責官員需進入行政會議直接參與政策的制定，他們要各自

管理自己的政治範疇，並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能有效地接受問責和向立法會和廣大市民作出交代。 

                        

                               第二届香港特別行政區領導新班子 



6 

             

        2003年 3月，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在香港爆發。其後 SARS感染人數激增，政府為有效控

制疫情，宣佈全港學校停課。 

                       

                   

    2003年 7月 1日， 五十萬人上街遊行，抗議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其後立法一事被擱置。 

                 

                          當時人們上街遊行抗議的情況 

         2004 年 6月 1日， 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九個內地省區聯合舉辦的首次「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

發展論壇」在香港開幕，推動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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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7月 1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爭取 07、08年雙普選的七一遊行，約有二十萬市民參加，是歷

次七一遊行人數最多的一次。 

              

         2005年 9月 12日，香港迪士尼樂園正式開幕，成為華特迪士尼全球第五個主題樂園，當時由國家

副主席曾慶紅到港主持開幕典禮。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主持開幕典禮的合照                        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表演 

        2005年 12月 13-18日，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會議期間，

會場附近的灣仔爆發騷亂。反世貿示威團體控訴發達國家剝削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導致國家失去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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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2月 23日，由香港電燈興建，位於南丫島的香港第一座風力發電站落成，並作為南丫島

上一個可再生能源教育及旅遊景點。 

                                

          2006年 6月 24日，大嶼山的昂坪 360纜車於上午 10時啟用。 

  

 

           2007年 1月 1日，絕大部分的工作間及公眾場所，正式實施禁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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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6月中旬，內地毒奶粉事件曝光，立刻引起民眾的高度關注和對乳製品安全的擔憂。 

               

          

2008年 8月 8- 24日，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舉行，馬術比賽由香港協辦。 

  

 

北京奧運標誌                   馬術運動健兒英姿  

   

              2008年 9月 15日，著名投資機構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觸發全球性金融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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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9月 20日，衛生防護中心正式宣布香港首名市民因攝入三聚氰胺而患腎石的個案。 

                          

         三聚氰胺的結構                                       有市民用文字表示不滿 

      2009年 5月 1日，香港確診首宗由外地傳入的人類感染甲型豬流感（H1N1）個案，患者為一名墨西哥

男子。 

      

       到處都是預防感染的橫額                       工作人員都戴上口罩 

      2009年 12月 5日至 13日，第五屆東亞運動會在香港舉行，是香港首次舉辦大型國際體育盛事。 

   

    第五屆東亞運動會標誌                            第五屆東亞運動會入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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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12月 1日，香港大部分公共運輸交匯處禁止吸煙。 

            

     2011年 5月 1日，《最低工資條例》實施，法定最低工資的標準，是工作時薪最少為港幣 28元。 

  

 

       2011年 6月 10日，每十年一次，為期一個月的人口普查當天展開。 

 

 

 

       2012年 3月 25日，第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舉行，梁振英以 689票當選。 

                              

         不同的媒體亦有報道投票結果                        同時亦有市民上街示威不滿結果 



12 

國情教育系列： 

編者按：本組在本年度的個人及社化課程(PSE)中推出國情教育系列，從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

行等基本方面入手，讓學生了解中國的自然、文化、政治、經濟狀況，各年級的課程安排如下： 

年級 課程主題 

 

中一 中國名山大川 

中二 穿衣有道 

中三 國家機構的職能及主要領導人的職責 

中四 民居萬花筒 

中國鐵路行 

中五 水之源 

中國八大菜系 

中六、中七 大道行思 

 

課程構思分享     

要了解當今國情，就要認識中國重要的國家機構職能及主要領導人的職責。中三級的國情教育課

程的編排是：當天教師先播放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的片段以帶出主題，然後透過簡報，簡介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及中國國務院的職能，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委員長等領導人的主要職責，藉此讓同學反思和

討論政治領袖應具備的條件及香港行政長官的表現等

問題，這是本課的主要目的。            (陳焜豪老師) 

 

    當我要為中四級設計其中一節國情教育課時，我先

思考同學最感興趣、他們最少接觸而又跟他們息息相關的是什麼課題，因為要選擇其他學科沒深入探

討過的，才能令同學對國情有多一份的了解。最後，我選擇了向中四級同學介紹中國民居的歷史演變。 

     

 

    現在香港人都為蝸居問題而苦惱，我們也希望能透

過這個課題，先讓同學對中國一些特色民居有初步認

識，了解其文化內涵，故安排班主任以簡報和影片向同

學介紹福建圓形土樓的建築特色、屏山鄧氏宗祠所反映

的香港傳統農村生活和建築、香港的廟宇、祠堂等如何

融合中國民居的建築特徵和文化意涵，希望同學能於課

後再搜尋資料，加以討論延伸課堂所學。                       

                                    (任翠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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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至中七課程的安排為：當天先播放影片「大道行思」，探討

世界政局在過去一百年間發生怎樣深刻的變化：蘇聯紅軍從德國法

西斯的統治下解放了波蘭首都華沙、世界如何被劃分為東方和西方、

並回首交相興替的大國演變。觀看影片後，同學分成小組討論以下

問題： 

1. 中國人深藏著一種強烈的「悲情情結」，就是譴責西方列

強的野蠻無理，你的看法如何？ 

2. 西方列強國家的崛起，對國人根深蒂固的歷史觀和世界

觀提出了挑戰。你認為有哪些方面？ 

3. 中國是否崛起中之大國？試發表你的意見。 

就在熱烈的討論中，班主任引導同學多方面思考：大國的內涵是什麼？強國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中六及中七同學都藉此課題對人類歷史、世界政局作出深刻的反思。而回首五百年，巡看交相興替的

大國演變，此課程主要的目的是——讓歷史照亮未來的行程。                     (麥偉恩老師) 

 

設計本單元，目的是希望透過我

國水資源的運用，一方面讓學生明白

水資源供應緊張，缺水狀況仍在加劇；

另一方面，水資源運用率低，浪費大。

此外，水污染也嚴重影響了水資源的

可利用價值。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

教導學生「節水」比「調水」更重要。

當天教節先展示《中國水資源分佈圖》，之後播放影片﹕《水之源》、《再說長江》，影片的鏡頭畫面讓

同學感受中國黃河及長江的澎湃和沿岸的風土人情。 

本課題旨在讓同學了解為了我們的天更藍、水更綠、山更美，也為了人類的生存，我們每一個公

民都應記住節水的標誌，就像對待掌上的珍珠一樣珍惜每一滴水。               （黃嘉明老師） 

 

全年部分活動回顧： 

（一） 公民論壇 

         

                     論壇當日，不論同學及老師都踴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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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這次的公民論壇能成功舉辦，全賴校內師生們的參與和付出。我們就外傭應否擁有居港權一事，

從入境署署長、外傭、僱主、市民的角度展開討論。而我作為該次活動的主持，親身參與後，也對現

今社會公民參與的重要性有了另一番感悟。公民論壇創造了機會和空間，讓對同一社會問題有不同看

法的人或群體發聲，以達到互相交流溝通的目的，也讓旁聽的同學更全面了解事件。  

  這次，我們聽見了入境署署長對居港權條例的解釋；聽見了外傭離鄉背井，到香港打工多年，卻

不能擁有居港權的無奈；聽見了僱主體恤外傭多年辛勞，對他們爭取居港權的支持；也聽見了市民對

香港人口增加，社會資源及市民福利被分薄的擔憂。從眾多聲音中，聽眾能自行判斷何謂客觀，何謂

事實。當然，聽眾對於事件不一定要有立場，但至少聽眾能對事件有更深入了解，從而反思有關課題。 

  在自然的討論氛圍中，在場的同學都積極地發表了個人意見。或許在社會問題方面，各同學所期

待的，不是單方面的知識灌輸，或片面的一言學堂，而是一個每人都有充分機會表達自己意見的平台，

並在表達意見的過程中，反省社會的既有價值與思考模式。而公民論壇正正就是這樣一個容納不同聲

音的平台。 

  社會是由不同階層、團體組成的。就因如此，任何進入公眾視線的事物，都會有叫好者，也會有

反對者；新的措施或在掌聲中前行，或在批判中卻步。但無論如何，這些都是時代進步的跫音。而這

些智慧的、閃亮的、厚重的、多元的聲音，將久久地縈繞在我們關於香港的記憶中。許多年後，當我

們撰寫這個城市的進步史時，或許會發現，這個社會的許多進步，正是由這些龐雜的不同聲音推動的。 

中五乙班  駱嘉時 

（二） 「特首選舉給我的啟示」 

適逢本年舉行特首選舉，本校為響應是次選舉，並透過在選舉過程中所引發的問題，例如梁振英

的「西九方案」事件，唐英年「感情缺失」、「住宅僭建」事件，皆可以讓同學反思當中的問題。 

以下為優秀作品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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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論壇盛況，老師及同學們皆認真投入。四位嘉賓老師分別為潘敏聰老師、唐敏中老師、黃嘉明老師及何迪信老師 

 

反思 

德育、公民及國情教育組與性教育組在早前攜手舉辦了「兩性關係」話劇，以及論壇。我對於在

話劇和其後的論壇中，有不少的感想與反思。 

無論男女，踏進青春期後，便開始對異性產生好奇心，希望結識異性談戀愛，最後結婚生子。這本應

是人生必經的階段，但隨著社會不斷進步，資訊發達，傳統上中國人對「性」的觀念也起了巨大變化。

以往，「性」是神聖的，不會公開討論，即使是已婚夫婦，若在公開場合表現過分親昵，也會被批評

為不雅。 

時至今日，未成年男女於公衆場合熱吻擁抱，甚至青少年情侶在熱戀中發生關係，好像已是司空

見慣的事。部分青少年對「兩性關係」的態度，已被扭曲成有愛必定有性行爲。然而，正是因爲社會

對「性」的開放，朋輩的影響，以致引起很多社會問題，例如：未婚媽媽、單親家庭、援交等等。這

些問題不只影響青少年的成長，同時也為社會造成不少悲劇。 

沒錯，我們每做一件事情前都必須「三思而後行」，性教育的討論與提倡，主旨並不是宣揚「性」，

而是讓我們正視一些由「性」衍生出的社會問題，認真地建立對「兩性關係」的正確態度。 

中五乙班  黃竣鋒 

（三） 馬灣千樹誌 

馬灣公園推出「千樹遊導賞團」，我校由國際樹木學會中國分會會長專業樹藝師歐永森先生帶領

同學運用 iphone或 ipad內已裝置的「馬灣千樹誌」App的定位功能及樹木名冊，了解不同樹木的學名、

科目以及樹種等資料。 

       

         我們猜猜野蘭園入口是真花，還是假花          感謝歐永森先生沿途詳盡有趣的講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