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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中四至中六)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1. 整體教學重點 

 

1.1. 透過學習「金屬」#、「化石燃料」#、「工業化學」和「綠色化學」相關課題，增強學生對善用資源及環境保護的關注

及意識，讓他們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以及認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和資源安全的必要性。 

 

1.2. 化學科的課題三「金屬」討論金屬的存在和提取，讓學生明白金屬蘊藏量有限，並意識到保存和善用資源的重要性，以

及認識金屬再循環對社會、經濟及環境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1.3. 化學科的課題五「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討論石油餾分作為燃料和碳氫化合物的來源，讓學生認識使用化石燃料給我們

帶來的好處和方便的同時，亦讓學生認識使用化石燃料所帶來的空氣污染、酸雨、全球暖化等環境問題。 

 

1.4. 化學科的課題十三「工業化學」幫助學生學習從不同角度來評估化學在社會上擔當的角色，以及建立有關綠色化學的概

念和理解，並認識綠色化學如何幫助管理及控制工業生產過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1.5. 化學課程涉及不少化學與科技、社會和環境互相連繫的課題和議題，例如礦物和化石燃料的開發及使用、綠色工業的應

用、空氣質素管理等。在研習相關課題時，可引用本港及國家的例子，讓學生明白人類的活動為環境帶來重要的影響，

並為本港、國家及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培養學生共同承擔的責任感。 

註：本課程框架中，以“#”標記的課題，亦適用於組合科學（化學部分）課程（組合科學課程由 2021/22 學年起停止在中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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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重點

化學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章節 / 課題 學習元素 範疇 學習元素 

課題三「金屬」# 

 金屬的存在和

提取 

 認識金屬在自然界中以自由態和化合態形式存在，以及其

提取的方法 

 認識金屬蘊藏量有限的問題，從而明白保存和善用金屬資

源的重要性 

 描述金屬資源有限故有需要將金屬再循環 

 關注金屬資源蘊藏量有限的問題，並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培養共同承擔的責任感 

 在教授「金屬的存在和提取」時，簡單介紹國家和其他

地區的金屬資源蘊藏量，然後安排學生透過資料搜集、

分組討論和匯報等學習活動，進一步認識更多有關國家

和其他地區在金屬資源提取及再循環的現況。另外，學

生亦可運用化學知識了解化學對社會、經濟、環境和科

技的影響，從而認同維護生態安全和資源安全的必要性。 

七 

 了解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

響和責任，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需

要，認同維護生態安全、資源安

全、核安全和新型領域安全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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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章節/ 課題 學習元素 範疇 學習元素 

課題五「化石燃

料和碳化合物」# 

 各石油餾分的

主要用途 

 使用化石燃料

的後果 

 認識各石油餾分的主要用途及由燃燒化石燃料所引起的污

染 

 認識減少從燃燒化石燃料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的措施 

 關注環境保護，並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培養共同承擔的責

任感 

 在教授「各石油餾分的主要用途」及「使用化石燃料的

後果」時，可讓學生透過資料搜集、分組討論和匯報等

學習活動，認識國家及其他地區的能源結構和相關的環

境污染議題及政策，從而讓學生運用化學知識了解化學

對社會、經濟、環境和科技的影響，以及認同維護國家

生態安全和資源安全的必要性。 

 透過安排學生參觀本港或內地與能源科技相關的設施及

展覽（例如「中華電力低碳能源教育中心」），讓他們認

識不同能源科技及環境保護政策與可持續發展的連繫，

以及認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和資源安全的必要性。 

七 

 了解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和責任，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認同維護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

安全和新型領域安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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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中四至中六)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章節/ 課題 學習元素 範疇 學習元素 

課題十三「工業化

學」 

 工業過程的重

要性 

 綠色化學 

 從社會、經濟及環境角度，討論使用工業過程生產製品所

帶來的好處及弊端 

 明白可持續發展與綠色化學的關係 

 在教授「綠色化學」時，以國家或其他地區一些綠色化

工技術為例子，講解綠色化學於化工業的應用，學生亦

可透過資料搜集、分組討論和匯報等學習活動，認識國

家及其他地區如何運用綠色化學解決化工業對環境帶來

的影響，讓學生對國家加深認識的同時，亦認同維護生

態安全的必要性。 

七 

 了解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和責任，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認同維護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

安全和新型領域安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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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的學與教活動(舉隅) 

 專題研習 

 【金屬的存在和提取課題】搜集有關國家及其他地區金屬資源蘊藏量、提取及再循環的資料，並進行分組討論和匯報等

學習活動，促進學生了解資源安全對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使用化石燃料的後果課題】搜集有關國家及其他地區的能源結構和相關的環境污染議題及政策，進行專題研習讓學

生運用化學知識了解化學對社會、經濟、環境和科技的影響。 

 【使用化石燃料的後果課題】搜集有關本港及國家在近年改善空氣質素方面的研究及策略的資料，進行專題研習讓學

生認識本港及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及最新發展。 

 【工業化學及綠色化學課題】以綠色化學於化工業中的應用為題，搜集國家及其他地區有關綠色化工技術的資料，進行

專題研習讓學生認識綠色化學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配合課程宗旨和目標，設計適切的自學活動，讓學生了解其他國家對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等議題的關注和重視。 

 

 內地交流活動 

 【使用化石燃料的後果課題】安排學生到粵港澳大灣區考察，讓他們認識和了解國家的環境保護政策及相關設施的最

新發展情況。 

 

 跨科協作活動 

 【使用化石燃料的後果課題】與設計與科技科協作，設計及製作空氣質素監察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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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活動 

 【使用化石燃料的後果課題】安排學生參觀「中華電力低碳能源教育中心」，讓他們了解如何運用低碳能源來應對氣候

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