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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知道災害發生後，會有志願團體呼籲巿民捐款救助災民。 低 知道越南的文化受到中國及法國文化的影響。

低
列舉我們可以幫助災區災民的方法，包括捐款、捐贈物

資、參與志願團體的救災服務等。
低 明白我們在接受新文化時，也要珍惜傳統文化。

中
列舉會協助賬災的志願團體名稱，如香港紅十字、無國界

醫生、世界宣明會等。
中

知道文化交流可能會令一個地方的文化產生轉變，漸漸形

成當地獨特的文化。

中
列舉協助災區災民的志願團體的工作，包括替傷者治療、

提供糧食、供應食水、興建房屋等。
中

明白由於中國及法國先後統治越南，所以越南文化深受中

國及法國文化的影響。

中
知道越南受中國影響的事物例子，如服飾、飲食、建築、

音樂等。
中 知道越南受法國影響的事物例子，如飲食及建築等。

中
列舉外來文化影響香港人生活方式的例子，如飲食、語言

等。
中 明白我們要尊重及接納不同地方的文化。

高 知道法隆寺的木造建築風格，反映了受到中國文化影響。

高
明白外來文化為本地文化帶來的好處，如令本地文化更豐

富多樣。

高
明白外來文化為本地文化帶來的壞處，如侵蝕本地文化，

令傳統文化式微。

低 知道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傳統服裝。
低 知道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飲食文化。

低
列舉不同地方人民進食的食物種類，如日本人及韓國人以

米飯作日常主食、印度人喜歡吃咖喱、西方人以馬鈴薯和

麵包作主食等。
低 知道日本人日常吃米飯和麵條為主。

低 知道日本人平時會生吃海產。
低 知道日本人也喜愛喝茶。
低 知道韓國人愛吃味道辛辣的醃菜。

低 知道韓國人日常吃米飯主，配以豐富的醃菜。
低 知道印度人喜歡吃咖喱，配以薄餅或米飯。
低 知道西方人主要吃馬鈴薯和麵包。

低 知道西方人也會吃肉排、沙律等食物。

低 知道世界各地的建築有不同的特色。
低 認識西方有不同類型的藝術，如畫作、舞蹈、音樂表演。

中
知道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環境和方式不同，經過長時間演

變，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文化。
中 辨識不同國家傳統服裝的配搭。

中
明白世界各地因應不同的文化和地理因素，各有不同特色

的傳統服裝。

中
知道日本女生的傳統服飾是和服，並會佩戴頭飾及穿著木

屐。和服的特色是袖口較寬鬆。

中
知道韓國男生的傳統服飾是漢服，並會穿著布鞋。漢服的

特色是設計較寬鬆。

中
知道各地的人會在傳統節日、喜慶活動等日子穿著傳統服

裝。

中
知道各地人民所使用的餐具的異同，如日本人和韓國人都

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等。

中
知道西方人用刀叉進食，是因為他們會把整塊肉烹調，所

以需要用刀叉把肉切成小塊進食。

中
知道世界各地具特色建築物的名稱及其所在地方，如英國

根德伯里座堂、沙特阿拉伯庫巴大清真寺、法國凡爾賽宮

中
知道世界的寺廟、教堂和皇宮，反映了當地的歷史和宗教

信仰。
中 知道世界各地的特色建築相應的歷史和宗教信仰。

中
認識西外著名畫作的例子及相應作者，如塞尚《蘋果和報

春花》等。
中 知道西方畫常見的題材包括靜物、人物、動物、風景等。
中 知道西方畫的色彩通常較豐富。

中
認識西方舞蹈的例子，如芭蕾舞、拉丁舞、爵士舞、佛朗

明哥舞等。
中 知道佛朗明哥舞是西班牙的特色舞蹈。

中
認識世界各地音樂的例子，如西方古典音樂、印度音樂、

非洲音樂。

高
知道一個地方的文化可以從傳統服裝、飲食、建築、藝術

等呈現出來。

高
知道蘇格蘭男生的傳統服飾是恤衫配格子裙，並穿上帽及

皮鞋。

高
知道印度女生的傳統服飾是披紗麗，佩戴首飾，穿露腰長

及涼鞋。

高
知道荷蘭女生的傳統服飾是蕾絲大白帽，配繫上腰帶的圓

筒裙，並穿著木鞋。

高
知道俄羅斯女生的統服飾是鮮艷華麗的刺繡裙子，並佩戴

頭巾及穿著靴子。

高
分辨中西飲食文化的異同，如外國人通常坐在方形的長桌

進食，中國人通常圍坐在圓桌一起進食。
高 知道英國根德伯里座堂是當地最古老的基督教建築之一。

高
知道庫巴大清真寺的圓形拱頂設計，反映了沙特阿拉伯的

伊斯蘭教文化。
高 知道玉佛寺的金碧輝煌外形，反映了泰國的佛教文化。

高
知道凡爾賽宮的豪華、宏偉建築風格，反映了昔日法國皇

朝的歷史。
高 知道佛朗明哥舞節奏快、動作大。

高 知道佛朗明哥舞展現了西班牙人熱情奔放的性格。

高
知道世界各地音樂運用的樂器例子，如印度音樂會運用印

度嗩吶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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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知道資訊科技包括智能電話、平板電腦、電腦、互聯網

等。
低

列舉與人溝通的資訊科技工具的名稱，如電子郵件、即時

通訊應用程式、社交網站等。
低 知道我們可以利用電子地圖查閱目的地的路線。

低
知道日常生活中人們應用資訊科技工具的例子，如利用平

板電腦學習、在網上商店購物、利用智能手機接收資訊
中

知道利用電子地圖查閱目的地路線的功能，如能進行路線

規劃、預計所需時間、配合街景功能等。

低
知道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的方法，如上網搜集資料、觀

看影片等。
中 知道使用電子地圖查閱目的地路線的步驟。

低
知道我們可以運用資訊科技與人分享學習成果，如在社交

平台展示製成品。
中

知道傳統地圖和電子地圖的分別，如電子地圖具搜尋功

能、建議路線等。

低
明白在網絡上與其他人分享學習心得，能幫助他人解決困

難。
中

知道使用電子地圖查閱目的地路線的好處，如方便找出目

的地及規劃路線。

低
知道在學習遇到困難時，可主動在網絡上的討論區或社交

平台請教他人。

中
知道資訊科技是指以電子方式處理文字、影像等各種資訊

，加快處理速度和數量，並透過互聯網傳遞到世界各地。

中
明白互聯網的出現和資訊科技工具的普及，使人們可以輕

易取得各種資訊，方便工作和生活。

中
明白資訊科技令人們更容易掌握資訊，在計劃行程或處理

工作時更方便。
中 明白資訊科技方便人們足不出戶便可購物。
中 明白資訊科技令人更容易掌握新的知識。
中 知道互聯網是連接全世界的巨大國際網絡，能使資訊互

中
知道日常生活中應用互聯網的範疇，如處理生活事務、商

業貿易、娛樂、教育和學習、交流和溝通等。

中

知道日常生活中不同範疇應用互聯網的例子，如處理生活

事務上，人們可在網上預訂門票；商業貿易上，可舉行視

像會議等。

中
知道政府推動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巿，使創新科技融入居民

的日常生活中。
低 知道有不同的傳媒傳播資訊。

中
知道政府發展智慧城巿的措施包括增加免費公共Wi-Fi熱

點、加快發展數碼支付服務等。
低 知道傳媒會提供不同類型的資訊。

低 知道傳媒發放的資訊類型包括時事、娛樂及教育等。

低 知道時事類型的資訊包括新聞、財經、天氣等內容。
低 知道娛樂類型的資訊包括劇集、綜藝、旅遊等內容。
低 知道教育類型的資訊包括紀錄片、警訊、教育電視等內
低 知道傳媒會就未被市民大眾發現的社會問題作出報導。

低 知道傳媒會就政府施政的情況作出報導。
低 知道不良資訊對青少年有不良影響。
低 知道政府將電影分為三個級別。

低
知道政府將電視節目分類，在為觀眾在觀賞節目時提供指

引。
低 明白家長要避免讓青少年接觸不良資訊。

中 知道大眾傳媒是向公眾傳播資訊的媒介。

中
列舉大眾傳媒的種類，如電視、電台、互聯網、報章、雜

誌等。

中
知道不同種類傳媒發放資訊的特點，如報紙及雜誌的報導

較深入、互聯網的報導較快等。
中 知道按情況使用不同的傳媒去獲得資訊。
中 知道傳媒有發放大量資訊予公眾的功能。

中 知道大眾傳媒向巿民提供娛樂資訊，達致娛樂大眾的功

中
知道大眾傳媒向巿民提供各種資訊，可達致教育巿民的功

能。
中 知道同一類型的資訊，我們都可以透過不同的傳媒接收。

中 識別不同資訊的類型。
中 知道傳媒有揭發社會問題的功能。

中 知道傳媒有監察政府的功能。
中 知道事實是指事件的真實情況。
中 知道意見是指對事件的看法或想法。

中
明白青少年的心智當在發展，容易受外不良資訊影響，影

響行為和價值觀。

中
知道政府制定了相關法例和推行審查制度，避免兒童和青

少年接觸不良資訊。
中 知道政府會要求出版社在刊有不良資訊的刊物加上封套。

中
知道政府會要求出版社在刊有不良資訊的刊物，加上不適

合18歲以下人士閱讀的警告字句。

中
知道政府把電影級別分類，界定不同年齡界別才可觀看適

合其界別觀看的電影。

中
知道電影三級制的三個級別，分別是I級、II級A、II級B及

III級。
中 知道香港的I級電影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
中 知道香港的II級A電影是不適直兒童觀看。

中 知道香港的II級B電影是不適宜青少年及兒童觀看。

中 知道香港的III級電影是只准18歲或以上的人士觀看。

中
知道香港的電視節目劃分為「成年觀眾」(M)及「家長長

指」(PG)兩個類別。
中 知道「成年觀眾」的電視節目不適合兒童觀看。
中 知道「家長指引」的電視節目需要家長陪同觀看。

中
知道青少年避免接觸不良資訊的方法，如家人安裝過濾軟

件、家人多關心子女等。

中
知道在接收到不良資訊時的處理方法，如拒絕觀看、刪去

資訊、不要轉發等。

高
知道傳媒會報導政府公職人員行政失當或濫用職權等情況

，從而讓公眾人士及政府了解情況，引起社會關注，達到

監察政府的目的。

高
知道傳媒的報導內容中，會混合事實與傳媒機構的立場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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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明白我們要預防電腦病毒，確保網絡安全。 低 知道在網絡發放訊息可以幫助別人。 低
明白在街上查閱電子地圖時，要留意路面情況，以免發生

意外。

中 知道電腦病毒是一種會秘密執行的應用程式。 低
列舉屬於私穩隱資料的項目，如姓名、住址、性別、身份

證號碼、聯絡電話等。

中
知道電腦病毒入侵電腦後，會使使用該電腦的人蒙受金錢

和資料的損失。
低 知道我們使用資訊科技時，要小心保護個人私隱資料。

中 列舉預防電腦病毒入侵電腦的方法。 低 知道不應在網絡上隨便披露私隱資料。

中
知道於電腦內安裝防毒軟件並經常更新是預防電腦病毒入

侵的方法。
低 知道使用互聯網時遇到問題，可向父母或老師求助。

中
知道設定登入戶口的密碼時，使用複雜的密碼和定期更改

密碼是加強網絡安全的方法的方法。
低 知道網絡欺凌者往往是希望取笑及羞辱受害者。

中 知道不亂開來歷不明的電子郵件是預防電腦病毒的方法。 低
知道遇到網絡欺凌時，要把網絡欺凌的事件告訴家人或老

師。
中 知道不瀏覽可疑的網站是預防電腦病毒入侵的方法。 中 知道網絡資訊,並非完全真確。

中
知道使用公共Wi-Fi時不登入需輸入帳號和密碼的網站是

預防電腦病毒入侵的方法。
中

列舉分辨網絡資訊真偽的方法，如登入官方網站、通過不

同媒體了解更多資訊等、從不同消息來源查證資訊等。
中 知道定期為電腦備份資料是加強網絡安全的方法。 中 知道登入官方網站是查證網絡資訊真偽的方法之一。

高
知道被電腦病毒入侵的電腦會出現的狀況，如電腦內的資

料會被刪除、運作變慢、電腦內的個人資料會被盜用等。
中

知道通過不同媒體了解更多資訊是查證網絡資訊真偽的方

法之一。

高
知道電腦病毒入侵電腦後，該電腦會被入侵電腦者操控作

其他用途。
中

知道從不同消息來源查證資訊是查證網絡資訊真偽的方法

之一。

中
知道接收到網絡資訊後，應細心分辨資訊的真偽，不應未

經查證就轉發訊息。

中
列舉在網絡上散播不真確資訊的後果，包括造成社會恐

慌、自己失信於人、負上法律責任等。
中 明白會失信於人是在網上散播不真確資訊的後果之一。
中 明白要負上法律責任是在網上散播不真確資訊的後果之

中
列舉利用網絡幫助別人的例子，如在社交網站發放失物啟

示、尋找失物的主人、讚揚別人的良好行為等。
中 知道可以辨認個人身份的資料都屬於私隱。

中
列舉在互聯網披露或泄漏自己的個人私隱的後果，如個人

資料會被人盜用、收到濫發電話和電郵、損失金錢、危害

個人安全等。

中
知道個人資料會被人盜用是在互聯網披露或泄漏自己的個

人私隱的後果之一。

中
知道會收到濫發電話和電郵是在互聯網披露或泄漏自己的

個人私隱的後果之一。

中
知道會招致金錢損失是在互聯網披露或泄漏自己的個人私

隱的後果之一。

中
知道會危害個人安全是在互聯網披露或泄漏自己的個人私

隱的後果之一。

中
列舉在網絡上保障私隱的方法，如注意網站的私隱設定、

不隨便與陌生人接觸、不隨便透露個人資料等。
中 知道注意網站的私隱私定在網絡上保障私隱的方法之一。

中
知道在網站不隨便與陌生人接觸在網絡上保障私隱的方法

之一。
中 知道不隨便透露個人資料在網絡上保障私隱的方法之一。

中
知道我們要保護別人的私隱，不將別人的私隱資料於網上

公開。

中
列舉網絡欺凌行為的例子，如公開受害者的私隱、把受害

者的相片改圖、誹謗受害者、網上公開侮辱受害者等。

中
知道人們會利用電郵、網頁上的圖像或文字訊息、透過網

誌、聊天室、討論區、在線遊戲網絡、流動電話或其他通

訊科技平台進行網絡欺凌。

中
明白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的感受，如傷心、沮喪、痛苦、

羞恥、尷尬、恐懼，以及憂鬱等。

中
明白遇到網絡欺凌時，在網上作出回應或隱瞞，只會讓事

情惡化。

中
知道協助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的方法，如關心他、聆聽他

的傾訴、把網絡欺凌事情告知老師等。

中
明白我們要尊重別人，於網絡上避免讓人受到傷害，拒絕

參與網絡欺凌。

中
明白在使用網絡與人溝通時，要保持和諧及友善的態度，

避免發生網絡欺凌事件。
高 明白造成社會恐慌是在網上散播不真確資訊的後果之一。

高
知道網絡欺凌是指利用網絡對受害者進行身心的攻擊，造

成受害人感到痛苦、羞恥、尷尬、恐懼，以及憂鬱。

高 明白轉發網絡欺的訊息是助長欺凌行為的做法。

不

可

遷

移

的

學

習

重

點

了解健康地、

安全地及正確

地使用資訊科

技的重要性



　　　　課題

學習重點
5.1 小小考察隊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常識科 「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範疇

四年級 分層知識框架

3.4 廣告的魔力3.3 認清傳媒3.2 資訊科技與溝通3.1 資訊科技的應用1.4 世界各地文化1.2 多變的地球

低
知道版權作品的種類，包括影片、動畫、圖畫、歌曲、文

章、照片等。
中 知道知識產權是指不同形式的創意記錄的使用權。

中
知道知識產權的擁有者為該創作記錄的原創作者，即版權

持者。
中 明白要採用別人作品時，應該向版權持有者徵求同意。
中 知道要採用別人作品時，引用時必須要註明出處。

中
知道日常生活中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如抄襲別人作品、

未經版權持有者同意上下載等。
中 知道我們要拒絕侵犯版權的行為。

中 知道侵犯知識產權是違法的。

高
明白原創作品是人們辛勞創作的成果，所以我們應該要尊

重，不要侵犯知識產權。

低
知道不同與人溝通的資訊科技工具的例子，如facebook、

whatapps等

低
知道我們可以利用資訊科技工具向公眾或政府表達自己的

意見。

中
列舉可以用作溝通的資訊科技功能，在傳送信息時的特點

，如電子郵件件可用文字溝通和傳送附件。

中
知道我們可以按需要使用不同的資訊科技工具與別人溝通

，表達意見。
高 按不同需要選擇使用不同的資訊科技工具。

高 按不同表達意見的需要使用不同的資訊科技工具。

低 知道傳媒會有機會發放不良資訊予公眾。

低 知道青少年要拒絕接觸不良資訊。

中 知道不同的傳媒或會用不同的角度去報導同一件事情。
中 知道傳媒的報導能如實報導事實會較客觀。

中
明白我們在接受傳媒資訊時，要保持客觀，分辨事實與意

見。
中 知道傳媒所發放的不良資訊內容包括色情、暴力及賭博
高 辨識傳媒報導內容中的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內容。

高
知道可以比較不同傳媒報導同一事件的內容，細心分析，

以找出更完整、正確及客觀的事實。

低 知道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途徑來獲得消費資訊。
低 知道廣告是大眾獲得消費資訊的主要來源。

低 知道廣告對大眾的消費行為有一定的影響。

低
知道廣告為了吸引大眾購買某些產品，會採用各種策略推

銷產品。
低 識辨廣告中運用的廣告策略。

低
知道政府或公共機構都會以廣告宣傳公共政策，或正確的

價值觀。
低 知道如對廣告內容有任何疑問，可向家長或老師查詢。

低
知道政府立法禁止一些產品在電視、電影和互聯網上展示

廣告。
低 知道煙草是被禁止在媒體中展示廣告，避免誤導消費者。

中
知道獲得消費資訊的途徑，包括別人推介、《選擇》月

刊、不同媒體的廣告等。
中 知道商人利用廣告來宣傳和推銷產品。

中
知道消費者可以從廣告中取得有關產品的資訊，包括產品

品牌、名稱、特點、效能等資訊。

中
知道廣告中會運用的廣告策略，包括名人效應、專業信

服、減價促銷及羊群心態。

中
知道名人效應這廣告策略是指邀請名人拍廣告，以吸引人

們對廣和產品的關注。

中
知道專業信服這廣告策略是指標榜產品通過一些測試，或

聲稱產品受專家或權威組織推薦，以增加消費者的信心。

中
知道減價促銷這廣告策略是指強調產品的減價優異，甚至

指出優惠有時限或貨品數量有限，務求以低價格吸引消費

者儘快購買產品。

中
知道羊羣心態這廣告策略是指強調產品在市場上有理想的

銷售情況，令消費者在「人有我有」的心態驅使下，選購

該種產品。

中
知道廣告中的內容並不完全可信，我們要小心分析廣告的

資訊。

中
知道判斷廣告可信度的方法，包括到可信度高的機構或網

站搜集資料、請教專業人士的看法等。

高
知道必須分析廣告內容，並持懷疑態度，避免受到廣告中

所含有的負面訊息所影響。

不

可

遷

移

的

學

習

重

點

意識到傳媒和

社交媒體的資

訊中存有正面

和負面信息，

並作出判斷

不

可

遷

移

的

學

習

重

點

認識廣告策略

及其對人們思

想和行為的影

響

不

可

遷

移

的

學

習

重

點

認識尊重知識

產權的重要性

不

可

遷

移

的

學

習

重

點
了解科學與科

技的發展對社

會文化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