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題

學習重點
低 明白在表達意見時要有禮貌。

中 知道利用資訊科技向公眾表達意見的方法，包括致電

電台或電視台的時事節目、傳送電子郵件到報社或雜

中
知道致電電台或電視台的時事節目是利用資訊科技向

公眾表達意見的方法。

中
知道傳送電子郵件到報社或雜誌社是利用資訊科技向

公眾表達意見的方法。

中
知道在社交網站的公開群組發言是利用資訊科技向公

眾表達意見的方法。
`

中
知道利用資訊科技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方法，包括致電

及傳送電子郵件到相關政府部門、在相關政府部門的

社交網站專頁留言等。

中
知道致電及傳送電子郵件到相關政府部門是利用資訊

科技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方法。

中
知道在相關政府部門的社交網站專頁留言利用資訊科

技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方法。
中 知道在表達意見時要有理據支支持自己的觀點。

低 知道染上傳染病時，要保持公德心，避免將病毒傳染

給別人。

中
知道防止將傳染病的病毒傳播，要保持良好的衛生習

慣，如掩口、戴口罩、不共用品物等。
低 知道香港水資源的管理及輸送是由水務署負責。 低 知道香港的醫院分為公立及私立。

低 知道濾水廠用沉澱和過濾等方法處理和淨化食水。 低 知道香港日常收集人們血液的工作是由香港紅十字會

負責。
低 知道政府會向市民徵收排污費。 中 知道香港的公立醫院是由醫院管理局負責管理。
中 排列濾水廠處理食水過程及其次序。

中 知道濾水廠會在食水中加入氯氣消毒，亦會加入能保

護牙齒的氯化物才分配給用戶。

中 知道食水離開濾水廠後，便會經由水管輸送到大廈天

台水箱，並由水管輸送到用戶家中。

中
知道處理污水需要一定成本，所以政府根據「污染者

自付」原則向市民徵收排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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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知道1963年香港政府與廣柬省達成共識，開展了由東

江輸水到香港的計劃。
低

知道從香港出土的文物可見，香港最早在6000年前已

經有人居住。
低 知道「開埠」是指開放港口成為通商口岸。 低

知道由於人口急升，當時香港社會面對不少社會問

題。
低

知道政府在1970至1980年代大規模開發新界，發展新

巿鎮。
低 知道戰時爐灶於抗日戰爭期間修建。

低 知道李鄭屋漢墓位於九龍深水埗區。 低 知道香港於1842年正式開埠。 低 知道1950年代不少香港居民住在簡陋的木屋。 低 知道沙田是於1970年至1980年代發展的新巿鎮。 中 認識香港汽水廠的土地用途的改變。

低 知道李鄭屋漢墓於1955年被發現。 低
知道於1842年，英軍宣佈香港島成為對外開放的通口

岸。
低

知道1950年代由於居住房屋不足，由內地移居到香港

的居民會自行在山邊蓋搭臨時建築物。
低 知道1970年代的沙田人口約有3萬。 中 認識東區以至香港島填海前後的海岸線改變。

低
知道政府派人夷平山坡，準備動工興建李鄭屋邨時，

在鑽探土地的過程中發現了李鄭屋漢墓。
低 知道1840年清政府與英國爆發鴉片戰爭。 低

知道1950年代由居民自行搭建的房屋環境惡劣，缺乏

設備。
低

知道1970年代沙田的土地主要以農地為主，政府慢慢

開始興建房屋。
中

知道金文泰香港總督在港任期期間的工作，例如興建

九龍醫院、瑪麗醫院和城門水塘。

低 知道宋王臺源於宋朝，位於九龍城。 低 知道1841年，英軍強行登陸上環水坑口。 低 知道1953年石硤尾發生木屋區大火。 低
知道1970年代沙田連接新界和九龍的交通設施，如一

條隧道、兩個站火車、少量巴士路線等。

低 知道圍村四周建有高牆。 低
知道1860年清政府與英國、法國的聯軍爆發戰爭，清

政府戰敗，九龍半島被英國管治。
低

知道為了安置火災災民，政府於1954年興建徙置大

廈。
低 知道1970年政府並沒有在沙田興建社區設施。

低 知道書室是讓圍村內的子弟受教育的地方。 低 知道1898年清政府國力衰弱，英國要求清政府租借新 低 知道於1963年香港發生水荒。 低 知道1980年代的沙田人口約有30萬。

低
知道井水是圍村村民重要的水源，所以村中的水井是

重要設施。
低 香港不少地坊的命名見證香港曾被英國管治的歷史。 低

知道於1963年由於旱災和人口暴增，所以導致香港出

現食水短缺問題，造成水荒。
低

知道1980年代沙田的土地主要以發展住宅及工商業大

樓為主，亦開始將土地發展擴展至馬鞍山。

低
列舉認識香港歷史的途徑，如參觀博物館、進行實地

考察、訪問長輩和閱讀古籍等。
低

知道港督是回歸前英國政府派到香港作為管治香港最

高權力的人。
低

知道於1965年，香港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訂供水協議

，開始向香港輸入東江水。
低 知道現今的沙田人口約70萬。

低 知道我們要保護歷史遺產。 低 知道於1863年，當時的港英政府興建了薄扶林水塘。 低 知道萬宜水庫是全港儲水量最多的水庫。 低 知道現今沙田的土地主要用途為住宅及工商業。

低 知道個人保護歷史遺產的方法，如參觀文物時遵守規

則、不破壞、不塗鴉等。
低 知道薄扶林水塘是香港的第一個興建的水塘。 低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香港的貪污問題嚴重。 低 知道現今政府於沙田興建的社區設施，如文娛、康

樂、體育、醫療等。

中 知道香港的出土文物例子，包括石鈎、骨鎚、陶豆及

陶罐。
低 知道1864年煤氣公司為500盞街燈和指定大廈供氣。 低 列舉1950至1970年代香港居民從事的職業，如裁縫、

苦力、理髮匠、人力車夫、工廠工人、漁民、農民
低 知道1960至70年代，香港有電視台開始成立。

中 知道石鈎的出土地點在南丫島，推算屬於距今約6000

年前的物品。
低 知道於1872年東華醫院成立。 低 明白1950年至1970年代社會各行各業都能推動社會發

展，滿足居民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低 知道1980年代不少大型購物商場在香港建成。

中 知道香港先民會利用石鈎來鈎魚。 低 知道於1904年於港島區興辦以電力推動的電車系統，

即現今的電車。
低 明白1950年至1970年代香港的行業，如裁縫、人力車

夫、工廠工人等越來越少人從事。
低 知道1980年代不少香港居民都會到外地旅遊。

中 知道骨鎚的出土地點在長洲，推算屬於距今約4500年

前的物品。
低 知道電車興建後，把香港島自東至西連接起來。 低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香港盛行修補行業。 低 知道現今香港居民的消閒活動，如利用互聯網購物、

玩網上遊戲、看網上節目等。

中 知道香港先民會利用骨鎚製成長矛捕魚和捕捉獵物。 低 知道於1910年興辦連接九龍和廣州的鐵路，稱為九廣

鐵路。
低 知道我們要學習昔日香港居物愛惜物品，減少浪費的

美德。
低 知道香港1990年代的課室與現今的分別，如現今的安

裝了冷氣、電子器材等。

中 知道陶豆的出土地點在赤鱲角，推算屬於距今6000年

前的物品。
低 知道1941年日本軍隊入侵香港，香港淪陷。 低 知道大牌檔是在街頭露天經營熟食的攤檔。 低 知道香港1990年代的學校科目與上課時間與現今的不

同之處，如新增了不少科目、由以前半日制改為全日

中 知道香港先民會利用陶豆盛載食物。 低 知道日軍入侵香港時，政府興建了一些防空洞。 低 知道1950伡至1970年的香港兒童生活的情況。 低 知道回歸前後，香港推動各項基礎建設和發展項目，

有利社會和經濟發展。

中 知道陶罐的出土地點在屯門，推算屬於距今6000年前

的物品。
低 知道日軍入侵香港時，會對香港進行空襲。 中 知道1950年代中國內地爆發內戰，大量難民逃到香

港。
低 知道1990年至2020年間，香港政府興建了多項交通建

設。

中 知道香港先民會利用陶罐儲存水果。 低 知道當空襲發生時，市民可以走到防空洞內避難，以

保障市民生命。
中 知道1950年代大量內地居民移居香港，香港人口由數

十萬急升至超過二百萬。
低 知道1991年大老山隧道正式通車。

中 知道香港遠古時代的先民是以捕魚及狩獵為生。 低 知道防空洞內的結構像迷宮一樣。 中 列舉香港於1950年代所面對的社會問題，如房屋短

缺、食水供應不足、貪污嚴重等問題。
低 知道1997年青馬大橋正式通車。

中 知道從香港的出土文物反映，香港遠古先民是以捕魚

及狩獵為生。
低 知道香港曾被日軍統治了三年零八個月。 中 知道於1950年至1970年代政府推出相應措施解決房

屋、食水供應、貪污等社會問題。
低 知道1998年香港國際機場落成。

中
知道屯門地理位置優越，位於新界西部，靠近廣州南

方，三面環山，西面向珠江口，是優良的天然避風港

，亦是進入或廣州的必須路線。

低 知道香港居民於日佔時期生活艱苦，飽受欺凌。 中
知道1950年居民在山邊興建的建築由木材搭建，容易

引起火災，而且房屋非常密集，火勢容易蔓延。
低 知道1998年大欖隧道正式通車。

中 知道新界圍村村民的生活習俗，如吃盆菜、在宗祠供

奉祖先等，形成獨特圍村文化。
低 知道日佔時期日軍可隨意入屋搶掠財物。 中 知道興建徙置大廈後，政府逐步興建公共房屋，以改

善居民的居住環境。
低 知道2003年港鐵西鐵線落成。

中 知道圍村的高牆可以防禦盜賊入侵，保障村民的財產

和性命。
低 知道日佔時期，日軍可在街上任意殘害居民。 中 知道於1963年，政府因應水荒而實施食水管制措施。 低 知道2007年深圳灣口岸落成。

中 知道圍村村民會利用井水耕種和飲用。 低 知道為了紀念兩次世界大 的死難者，政府建造了和平

紀念碑。
中 知道廣東省開始向香港輸入東江水，以解決食水供應

不足的問題。
低 知道2013年啟德郵輪碼頭落成。

中 知道香港現存的古蹟和文物，能為探究歷史提供寶貴

資料，有助我們認識香港歷史，所以我們要保護它
低 知道和平紀念碑位於中環遮打道。 中 知道於1978年政府興建萬宜水庫，以解決食水供應不

足問題。
低 知道2018年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落成。

中 知道政府保護歷史遺產的方法，如立法保護古蹟、修

茸古蹟等。
低 明白戰爭的可怕，並珍惜和平。 中 知道1950年至1970年反映社會貪污問題嚴重的例子。 低 知道2018年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

中 明白在保育歷史文物與城巿發展之間需取得平衡。 中 知道香港開埠前的情況，如只是小漁港、海上只有捕

魚的魚船、人口稀少等。
中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香港公共機構職員向居民索

取金錢，不行賄就不提供服務是當時貪污嚴重的例
低 知道政府在香港回歸後推出多項重點建設發展。

中
知道香港於開埠後的情況，如成為了貿易港、海上多

了商船、外國商人經常進出港口、有些更在香港生

活、人口增多、商業活動增多了等。

中
知道1950至1970年代香港居民從事職業的工作性質，

如裁縫是做衣服、苦力搬運貨物等。
低 知道2003年香港面對非典型肺炎的侵襲。

中 知道香港有些地方名字的命名與英國人物有關，如港

督、皇室成員等。
中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香港居民從事的職業大多靠勞

力和技術為生。
低 知道非典型肺炎俗稱「沙士」。

中 列舉以英國人物命名的香港地方，如砵典戶街、麥理

浩徑、威爾斯親王醫院、維多利亞公園、軒尼詩道
中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的香港居民工作時需付出較大

勞動力，工作辛勞。
低 知道香港醫護人員無懼「沙士」，堅守崗位，照顧病

人。

中 知道部份現存的建築物在英國管治時期的用途。 中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香港行業越來越少人從事的原

因，如不少行業都以機器替代人力、工廠外移等。
低 知道在抗「沙士」疫情期間，有醫護人員受感染而犠

牲性命。

中 知道現今的茶具文物館在英治時期的三軍司令官邸。 中 列舉於1950年至1970年代香港修補行業的例子，如補

鞋、磨刀、補衣、補傘等。
中 知道新巿鎮的特色，如社區設備齊備、對外交通網絡

完善等。

中 知道現今的終審法院大樓英治時期是最高法院。 中 明白1950年至1970年代香港居民生活節儉、避免浪費

的生活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中 知道1970至1980年代，因新市鎮的配套齊備，不少香

港居民都搬到新市鎮居住。

中 知道英國管治香港早期，有不少重要的基礎建設和公

共事業，方便了居民的生活。
中 知道1960年至1970年代香港居民的消閒活動，如到大

牌檔、大笪地、戲棚、荔園等。
中 知道1970年至1980年間沙田的交通發展概況。

中 知道於1863年前，香港沒有穩定的食水供應，所以港

英政府興建薄扶林水塘儲存雨水，確保供水。
中 知道在大牌檔進食的特色，如氣氛輕鬆，食物種類多

，價錢相對便宜。
中 知道1970年至1980年間沙田的社區設施的興建情況。

中 知道煤氣公司供應媒氣，令供氣地區居民出入和生活

帶來方便。
中 知道大笪地是昔日的夜市，不同類型的商戶會在街道

兩旁擺擋，如飲食、購物等攤檔。
中 知道1980年代政府開始在沙田興建不同的設施，如威

爾斯親王醫院、沙田大會堂、新城市廣場等。

中 知道東華醫院是為當時的華人提供免費中醫藥服務。 中 知道大笪地的特色，如價廉物美、氣氛熱鬧、到訪人

士多為低下階層等。
中 知道現今沙田的連接香港各區的交通設施，如四條隧

道、十四個鐵路站、條巴士線等。

中 知道電車興建後，方便港島區的居民出入。 中 知道戲棚是臨時搭建的，是演出粵劇的舞台。 中 知道1980年代香港居民的消閒活動，如到戲院看電

影、在家中看電視、到大型購物商場消費及到外地旅

中 知道九廣鐵路的興建，方便了人們往返中港兩地。 中 知道戲棚的特色，如方便搬衰遷，座住不及戲院舒適

等。
中 知道1980年代香港居民喜歡到戲院看電影的原因，如

電影票的價格低廉，電影精彩有趣等。

中 知道早期香港的基礎建設和公共事業，至今仍然服務

市民的例子，如煤氣、電車等。
中 知道荔園是曾是昔日香港最大的遊樂場。 中 知道1980年代香港居民喜歡到大型購物商場消費的原

因，如方便、商場內貨品齊全、商場有不同的商戶

中 列舉日佔時期香港居民的生活情況。 中 列舉荔園遊樂場的設施，如露天電影場、冷氣戲場、

攤位遊戲、機動遊戲等。
中 知道1980年代越來越多香港居民到外地旅遊的原因，

如普遍收入增加、旅行社行越來越有規模等。

中 知道日佔時期日軍以配給方式向香港居民提供食米。 中 知道荔園遊樂場可供觀賞的動物，如大象、老虎、長

頸鹿、獅子、棕熊、袋鼠等。
中 知道現今香港居民消閒活動的轉變，是因為資訊科技

的發展，改變了人門消閒的模式。

中 知道日佔時期日軍為了減少居港人口，強迫居民回

鄉。
中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的香港基層兒童要代替外出工

作的父母照顧家中的弟妹。
中 知道回歸後香港交流日趨頻密，學生加強普通話教學

，讓學生應付溝通需要。

中 知道日佔時期，日軍發行軍票作貨幣。 中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的基層兒童因經濟困難，家中

的長子長女很年輕便要外出或在家中工作，幫補家
中 知道小學由半日制改為全日制，可讓學生有充足時間

學習不同知識和技能。

中 知道日軍強迫香港居民將所有金錢換成軍票。 中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因教育資源貧乏，學校缺乏獨

立校舍，出現在徙置大廈天台開設的小學。
中

列舉1990年至2020年間興建香港交通建設，如大老山

隧道、青馬大橋、香港國際機場、大欖隧道、港鐵西

鐵綫、深圳灣口岸、啟德郵輪碼頭、廣深港高速鐵路

（香港段）、港珠澳大橋等。

中 知道日軍戰敗後，軍票變得不能使用，居民的財產便

化為烏有。
中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的鄰里關係融洽，當時的兒童

會跟鄰居到遊樂場玩耍。
中 列舉政府在香港回歸後推出的重點發展建設項目，如

亞洲國際博覽館、西九文化區、香港科學園等。

中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兒童的生活與現今兒童的分別

，如昔日的兒童需要代父母照顧弟妹，現今的兒童會

由外傭照弟妹。

中
知道政府推動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有助香港在文化的

發展。

中 明白現今香港的兒童生活較昔日兒童所獲得資源及學

習環境較好，又不用工作，生活比較幸福。
中 知道政府興建亞洲國際博覽館，助推動香港在經濟交

流的發展。

中 知道我們要欣賞和感激昔日香港居民的努力，讓我們

享受到今天舒適的生活。
中 知道政府推動香港科學園的發展，有助香港在科學與

科技的發展。

高 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香港的貪污問題嚴重，令社會

風氣敗壞，居民飽受貪污的禍害，引起公眾不滿。
中 知道2003年香港各界面對非典型肺炎時的情況。

高 明白於1950年至1970年代物資缺乏，修補工人專門幫

忙修補器具，居民便不用花錢購買全新的器具。
中 知道香港醫護人員對抗「沙士」的情況。

高 知道1960年至1970年代香港居民收入較少，所以他們

的消閒都以消費較低的活動為主。
中 知道「沙士」期間，香港各商戶發揮創意，推出優惠

措施，以挽救商戶生意及刺激經濟。
中 知道「沙士」期間，香港政府推出不少活動以刺激經

中 列舉「沙士」期間香港政府推出的刺激經濟活動，如

免費宴請香港居民參加晚宴、送出免費電影戲票等。
中 知道香港人在面對「沙士」時仍然堅毅不屈，互助互

高
知道政府在1970至1980年代發展新巿鎮，以分散香港

市區內擠迫的人口，以紓緩市區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改善香港居民的居住環境。

高 知道政府開發新市鎮的影響，如令新巿鎮的交通網絡

逐漸完善，連接香港各個地區，社區設施不斷增加

高 明白1980年代的香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以較1950

至1970年代時更可以花更多金錢娛樂。

高
知道1980年代觀看電視是香港家庭生活一部份的原因

，如幾乎每個香港家庭都擁有電視機、不用收費、節

目精彩等。

高 知道1980年代香港居民的消閒活動越來越多，反映居

民的生活質素得到明顯的提升。

高
知道香港小學教育模式的轉變所帶來的好處，如增加

了科技和電子元素，令學習更互動、學科的增加令學

生有更全面的發展等。

高
知道香港興建了多項交通建設，完善了交通網絡，不

僅方便居民往來，更促進商貿往來，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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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題

學習重點
5.2 漫遊香港5.1 小小考察隊4.3 防治傳染病2.2  潔淨的水 3.2 資訊科技與溝通 4.4 現代都市病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常識科 「社會與公民」範疇

四年級 分層知識框架

6.1 古時的香港 6.2 香港開埠後 6.3 戰後的香港 6.4 今日香港社會 全方位

低
知道香港的食水主要來自收集得來的雨水及從廣東省

輸送來的東江水。
低 知道政府興建引水道及水塘收集雨水。

低
知道香港政府每年花費數十億元購買東江水，需要花

費大量金錢來換取。

中
知道廣東省先將東江水先注到深圳水庫，再直接輸送

到香港，部份會儲存在水塘。
中 知道東江鄰近香港，輸送食水到香港較方法。
中 知道水塘裏的水含有很多雜質和細菌，不適宜直接飲

中
知道水流經不同地方時所受到的污染，如沙泥、樹

葉、動物排泄物及遺體、工業及家居污水等。

中
知道水被沙泥、樹葉、動物排泄物及遺體等自然物污

染是無可避免。
中 知道水被工業及家居污水污染等人為污染是可避免。

中
知道因為飲用未經處理的食水會引致生病或死亡，所

以政府會將食水處理後才輸送到用戶。

中
知道經水管及天台儲水箱送到用戶家中的自來水可能

受到污染，所以取自水龍頭的水不可直接飲用。

低 辨識香港位於世界的位置。

低 知道香港位於中國的東南端。

低 辨識香港位於中國的位置。

低 知道香港的山地較多。

中 知道香港100米以下的平地比較分散。

中
知道香港較大片的平地位於九龍，以及新界北部和西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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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香港地形

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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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香港食水

的來源和處理

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