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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總學校發展主任 

(一)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年度報告(2021-2022 年度)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校行政 

1. 成立「國家安全教育」小組﹕ 

➢ 策劃及統籌有關政策； 

➢ 協調各科組盡快落實有關措施； 

➢ 促進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和協作，加強學生品德培

養和相關的訓育輔導工作；及 

➢ 制定策略和應變措施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 於 2021 年 9 月正式成立「國

家安全教育」小組，成員包括﹕

副校長、課程統籌主任、各範疇

負責主任、升旗隊負責老師等。 

 

➢ 本年度正草擬一套《校本程序

手冊》，詳列各種策略、指引和

應變措施，有效防止政治活動

入侵校園。然而內容仍需修訂

及補充，將持續進行。 

2. 完善校舍管理機制及程序（包括租借校園設施及

定期檢視圖書館藏書），確保學校活動不會涉及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 本年度未有任何組織及單位需

租借校園設施。 

➢ 圖書館主任已於本年度再次檢

視全校圖書，當中未有任何內

容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資訊。 

➢ 一向學校對租借校園已有明確

標準，相關指引亦嚴格規定借

用團體的守則。 

➢ 圖書館主任於日後訂購圖書及

刊物，均會先小心審視內容，並

會向信譽良好的供應商購置讀

物。 

3. 成立「升旗隊」﹕ 

➢ 負責於指定日期或典禮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 

➢ 制定相關的程序及指引； 

➢ 編訂直播的安排。 

➢ 學生升旗隊已成立，而本年度

大部分的儀式均由升旗隊負

責，指導老師則從旁協助。 

➢ 由於校舍的限制，部分日子或

因與其他學校活動有場地上的

衝突時，會改為以直播形式進

行，學生透過屏幕觀看升旗禮。 

➢ 由於訓練的時間不多，故此主

要由幾位學生升旗隊的骨幹成

員負責每周升旗禮。 

➢ 來年會訓練更多學生學習及負

責升旗的工作，以讓學生能更

深入了解升旗禮的意義及對國

民身分有所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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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人事管理 

1.  完善考績機制﹕ 

➢ 於現行的考績機制中加入有關「國家安全教育」

的內容，要求員工於其行為操守及參與的專業培

訓課程均符合學校及局方的要求。 

➢ 已於現行的考績機制中加入有

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內容，所

有職員(包括老師)均需嚴格遵

守，並恪守其行為操守及參與

的專業培訓課程符合學校及局

方的要求。 

➢ 另外，有關晉升的條件，亦已要

求相關人士必須完成足夠的培

訓時數，才達校方的要求。 

➢ 根據教職員進修記錄，大部分

老師主要均以參與由學校舉行

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教師培訓

為主。來年度會鼓勵科組負責

人多參與及出席相關的培訓或

工作坊，藉以帶動學與教於國

家安全教育的發展。 

2.  完善監察外聘服務及導師﹕ 

➢ 在招募外聘服務及導師的報價文件中，加入相關

要求； 

➢ 加強監察所有導師及活動，避免一切政治活動進

入校園。 

➢ 於招聘興趣班或校隊訓練導師

的報價文件中，已加入條文以

避免一切政治活動進入校園。 

➢ 負責外聘服務及導師的校內人

士亦會監察所有導師及活動，

必須附符合學校的要求。 

➢ 學校的採購服務程序均嚴格遵

照教育局及天主教香港教區所

訂立的規則，負責老師亦會監

察外聘服務及導師的質素及成

效，有關程序及工作將會持續

進行。 

教職員培訓 

➢ 於現行的教師專業發展項目中加入局方要求的內

容，並要求老師適時參與進修課程及每年提交資

料核實； 

➢ 計劃於教師發展日安排專業人士到校，講述有關

國安法的議題，加強老師於此範疇的認知。 

➢ 校長與全體老師於 9 月 14 日

參加了由教育局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組主辦的「國家安全

教育工作坊」。 

➢ 校長於 11 月 13 日參加校董培

訓，認識在國家安法成立後，與

學校運作相關的法理依據及規

則。 

➢ 大部分參與的老師均積極參

與，對工作坊的內容亦有正面

評價。 

➢ 校長在行政會議分享培訓內

容，並提示管理層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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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與教 

1.  於課程中加入「國家安全教育」內容﹕ 

➢ 重新規劃科目、國民教育及成長課等的教學內容，

適當地加入國安教育的內容； 

➢ 於隱蔽課程方面，計劃舉辦講座、學習活動，透

過課堂以外的學習，去讓學生以不同角度認識國

家歷史和發展。  

➢ 本年度要求各科於進度表中加

入「國家安全教育」的項目，目

的是要求各科任老師審視教學

內容，以適切地把「國家安全教

育」的內容實踐於日常課堂中。 

➢ 學校每年均會舉辦中國文化日

活動，透過讓學生欣賞傳統文

化表演、參與攤位遊戲等，以隱

蔽課程方式去讓學生認識國家

歷史和文化，活動得到學生、家

長及老師的踴躍參與，成效顯

著。 

➢ 有關教學內容的檢視仍屬起步

階段，將要求各科另製作「國家

安全教育學習元素對照表」，讓

各科能更完整規劃教學內容，

更能適切地把「國家安全教育」

的內容踐於日常課堂中。 

2.  全方位學習活動﹕ 

➢ 來年開始將安排更多有關認識國家歷史和發展的

參觀活動； 

➢ 一如以往，每年均安排教職員及學生參加內地交

流計劃及姊妹學校的交流活動。 

➢ 由於疫情的關係，學校未能安

排學生外出進行參觀有關認識

國家歷史和發展的活動。 

➢ 中港姊妹學校交流活動亦因疫

情的關係而停辦，只保留視像

觀課及評課的交流及分享。 

➢ 雖然疫情之下難以外出進行參

觀，不過學校仍會透過借用展

板、進行全校性活動(例如﹕中

國文化日)讓學生認識「國家安

全」的內容。 

➢ 雖然未能北上，但中港姊妹學

校透過網絡，老師間仍然可以

進行學與教的交流。來年計劃

讓學生嘗試藉網絡與內地學生

進行學習活動，促進彼此的聯

繫，加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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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3.  強化現行的監察機制﹕ 

➢ 定期檢視學與教的內容和質素，避免因個人的政

治立場而影響教學，甚或誤導學生及灌輸負面或

錯誤的價值觀。 

➢ 學校選用坊間的教材，均會嚴

格審視內容，並必定依從教育

局的適用書目作選擇。 

➢ 至於校本教材(單元學習冊)，均

會由科主席、課程主任等作審

視後才會印發，確保內容沒有

個人的政治立場及灌輸負面或

錯誤的價值觀。 

➢ 現存有關學與教內容的監察機

制已見完善，審視學、教、評

教材的程序會持續進行，以確

保內容確切符合課程要求，並

不會含有錯誤的訊息。 

學生訓輔及 

支援 

➢ 來年將全面檢討校本訓輔制度，以配合社會的發

展及《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 學校訓輔組負責處理學生出現有關違反《香港國

安法》的行為； 

➢ 學校會按既定的訓輔政策處理，透過現行的輔導

工作，讓學生重回正軌，並加強教導他們正確的價

值觀、正面思維和與人相處應有的態度等； 

➢ 透過每月月訓板及早會週訓，向學生灌輸與「國家

安全教育」相關的內容。 

➢ 現時的學校訓輔政策已見完

善，過去亦未有學生出現違反

《香港國安法》的行為。 

➢ 利用「愛國愛家」作為 4 月份

月訓主題。 

➢ 利用「中國節日」、「中國名

勝」及「念親恩」作早會週訓

子題，教導學生認識中國文化

及中國傳統。 

➢ 學校一貫以「訓輔合一」的原

則去處理學生問題，透過現行

的訓導及輔導工作，學校對違

規的學生已有適切的處理方

法，亦與家長溝通無間，以讓

學生能改正錯誤，重回正軌。 

➢ 學生能結合正規課程，學習相

關內容。 

家校合作 

➢ 學校將檢視現有的親子活動和家長教育活動，適

當地加入中華文化等元素； 

➢ 計劃舉辦家長講座，幫助家長協助子女以理性和

正面的態度了解《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建立

正確的價值觀。 

➢ 中國文化日活動邀請家長參與

義工，協助攤位活動。 

➢ 因疫情的關係，未能安排到校

的家長講座。 

 

 

➢ 一向學校均重視與家長的合作

及聯繫，將持續安排家長參與

親子活動和家長教育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