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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報告
註

 

 

致  ：總學校發展主任 (沙田 ) 

 

 

_2022-2023 學年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年度報告  

 

學校名稱：林大輝中學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校行政 一、「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

育」工作小組會定期開會及開展

工作，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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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分落實。 

− 本校已經成立相關小組，小組亦有召

開會議，並制定策略和應變措施。 

− 本校在三年及五年的計劃中亦與各科

組及部門加強溝通，特別強調將價值

教育的元素在課程及活動上實踐出

來。 

− 本校在是項工作上效果不俗，

惟須不斷優化，例如增加召開

會議，加強溝通，務求達致更理

想的目標。 

二、完善校舍管理機制及程序（包括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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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落實。 

− 員工定期巡視校園範圍，留意有否展

示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標語或口號，

如發現，立即通知管理層跟進。 

− 來年將持續監察校舍設施及圖

書館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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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 學校圖書館已建立購買書籍的機制，

並適時檢視藏書，確保內容不涉及危

害國家安全 

三、完善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

序，確保以學校名義舉辦的活動

（包括學生活動、課外活動、邀

請校外嘉賓演講、校友或家長教

師會為學生舉辦的活動、校外導

師任教的活動等），不會涉及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  已落實。 

−  校外人士(包括活動導師、周會主講者

等)到校進行活動前及活動內容(包括

簡報、筆記等)必須得到校長或副校長

批準，確保校外人士在校舉辦的活動

均符合校方及教育局要求。於活動進

行期間，負責老師亦適當地監察，留意

所有校外人士均符合校方這方面的規

定。 

− 來年持續監察及執行相關工

作。 

人事管理 − 在聘任教師的程序中繼續執行

機制甄選合乎教育專業操守的

申請者。 

− 建立指引說明教職員的行為操

守要求及因應《香港國安法》建

立處理教職員行為操守的原則。 

− 就以其他形式聘用的教學及非

教學人員（包括專責人員、教練、

興趣班導師等），若有關人員涉

及不當行為，服務提供者應作出

跟進安排，例如撤換有關人員。 

− 已落實。 

− 已參照教育局通告第 3/2020 號設立機

制在聘任教師的程序中甄選合乎教育

專業操守的申請者，並已建立指引說

明教職員的行為操守要求及因應《香

港國安法》建立處理教職員行為操守

的原則。於 2021 年加入教職員守則內，

並於每年向全體教師說明。 

− 非教學人員的聘任或服務合約，已加

入《國家安全》條款。 

− 按教育局要求，所有新聘任教師，查核

已通過《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及

取得合格成績。 

−  已按原定計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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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教職員培訓 − 透過會議及學校通告，讓教職員

認識和了解《香港國安法》的立

法背景、內容和意義等，以及政

府發放的相關資訊。 

− 推動教職員參加有關《基本法》

或《香港國安法》的研討會。 

− 已落實。 

− 於全學年提名不同教師參與關於《憲

法》、《基本法》及國安教育培訓課程，

包括新入職教師核心培訓課程 -《憲

法》、《基本法》及國安教育培訓課程，

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增益網上課程及

《憲法》和《基本法》中學教師知識增

益網上課程等。 

− 於 2023 年 2 月 27 日發放教育局最新

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及 鼓勵

教職員參與。 

− 教職員積極參與不同的《憲

法》、《基本法》及國安教育培訓

課程，配合上一周年的到校國

安法講座，讓老師在不同層面

上加深對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

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理解及認

知。 

− 除了學校發放相關資訊外，教

職員更可更主動了解維護國家

教育安全及相關措施工作，以

提升對國家安全教育於學校的

推動及加強成效。 

學與教 − 為加強學生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培養學生成為具國家觀念、尊重

法治和守法的良好國民，本校落

實於來年的正規課程內教授學

生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範疇一至

範疇八的知識。 

− 已落實。 

− 檢查課業可見各科依計劃表安排教學

材料及功課。 

− 學生課業可見，各科均於課業

上有相關設計，學生亦完成該

部分的課業，大部分表現達到

老師要求的水平。 

範疇一 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義 

− 涵蓋科目：中國語文、中國歷史

科、生活與社會科、綜合人文科、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通識教育

科、地理科、企業、會計及財務

概論科、經濟科。 

− 已落實。 

−  各科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關教學內

容。 

−  已落實科目：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科、

生活與社會科、綜合人文科、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通識教育科、地理科、企業、

會計及財務概論科、經濟科 

−  科目的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

關教學內容，學生的學習及課

業水平達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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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範疇二 《憲法》、《基本法》與國家安

全 

− 涵蓋科目：中國歷史科、生活與

社會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通

識教育科。 

− 部分落實。 

− 各科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關教學內

容。 

− 已落實科目：中國歷史科、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通識教育科 

− 部分落實科目：生活與社會科 

− 大多數科目的檢討報告顯示已

落實相關教學內容，學生的學

習及課業水平達到要求。唯生

活與社會科表示課時問題，部

分內容壓縮了教學時間。 

範疇三 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目的和原

則 

− 涵蓋科目：生活與社會科、公民

與社會發展科、通識教育科。 

− 已落實。 

− 各科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關教學內

容。 

− 已落實科目：生活與社會科、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通識教育科 

− 科目的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

關教學內容，學生的學習及課

業水平達到要求。 

範疇四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及機構設置 

−  涵蓋科目：生活與社會科、公民

與社會發展科、通識教育科。 

− 已落實。 

−  各科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關教學內

容。 

−  已落實科目：生活與社會科、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通識教育科 

−  科目的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

關教學內容，學生的學習及課

業水平達到要求。 

範疇五 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責任 

− 涵蓋科目：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通識教育科。 

− 已落實。 

− 各科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關教學內

容。 

− 已落實科目：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通識

教育科 

− 科目的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

關教學內容，學生的學習及課

業水平達到要求。 

範疇六 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 

− 涵蓋科目：生活與社會科、公民

與社會發展科、通識教育科。 

− 已落實。 

− 各科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關教學內

容。 

− 已落實科目：生活與社會科、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通識教育科 

− 科目的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

關教學內容，學生的學習及課

業水平達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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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範疇七 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 涵蓋科目：中國語文科、生活與

社會科、綜合人文科、地理科、

物理科、化學科、生物科、創新

與科技科、經濟科、健康管理與

社會關懷科。 

− 部分落實。 

− 各科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關教學內

容。 

− 已落實科目：中國語文科、綜合人文

科、地理科、物理科、創新與科技科、

經濟科、生活與社會科、生物科 

− 部分落實科目：化學科、健康管理與社

會關懷科 

− 科目的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

關教學內容，學生的學習及課

業水平達到要求。部分科目指

課時問題，部分內容壓縮了教

學時間。 

範疇八 國家安全與人權、自由、法治

的關係 

− 涵蓋科目：生活與社會科、公民

與社會發展科、通識教育科。 

− 已落實。 

−  各科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關教學內

容。 

−  已落實科目：生活與社會科、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通識教育科 

− 科目的檢討報告顯示已落實相

關教學內容，學生的學習及課

業水平達到要求。 

− 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推行國家

安全教育，加強學生認識法治和

國情，明白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

性，並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除

國家安全外，相關內容亦有助學

生學習國情，加強了解國家的歷

史文化和最新發展，深化對憲法

和基本法的認識。學習活動包

括：升旗禮、參觀博物館、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展覽暨問答比

賽、《基本法》問答比賽、早會校

長及老師分享。 

− 大部份落實。 − 已完成項目包括：每個上課日

升國旗、成立升旗隊、早會升旗

禮及唱國歌、星期四分級升旗

禮、國歌練唱、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早會分享及問答比賽、國

家憲法日早會分享及問答比

賽。唯參觀博物館及展覽因疫

情停課而未能舉辦。來年將會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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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生訓輔

及支援  
一、政策與組織： 

− 將教育局就涉及學校政治宣傳

活動的指引處理方法，落實於

本校危機處理指引附錄中，並

向學生、家長及老師詳細說

明。 

− 已落實。 

− 透過家教會，加強與家長溝通及聯繫

機制。 

− 配合學校危機小組，已檢視及制定危

機處理的程序及應變方案及指引，應

對違法活動入侵校園和多變情況，並

於校務會議向教師詳細說明校本的政

策及處理流程。學生發展組定時檢視

校規，以配合指引或相關法例。 

− 從學生的違規記錄及教師日常

的觀察反映，學生的行為持續

改善，守法守規。 

− 訓導組、輔導組、社工與學生

支援組能夠聚焦關顧及引導學

生的行為，而學生亦表現合

作，行為及態度有明顯改善。 

二、輔導工作：加強正向、德育/個

人成長教育： 

− 加強和學校聯絡主任的聯繫，以

正面鼓勵為原則，讓同學參與警

務處就預防破壞社會秩序所推

廣的活動和計劃。如少年警訊的

網上分享會等。 

− 每星期的訓育早會會加強教育

元素，就同學正確價值觀和行為

態度予以肯定和讚賞。 

− 大部份落實。 

− 已安排學生參與學校聯絡主任主持的

講座，讓同學了解守法守規的重要性，

及了解警務處就預防破壞社會秩序所

推廣的活動和計劃。 

− 每星期的訓育早會已加強教育元素，

加強守法守規的價值觀，並就同學正

確價值觀和行為態度予以肯定和讚

賞。 

− 大部份學生能遵從學校教導，

明白學校對他們的安求，守法

守規。 

− 透過訓育早會會加強教育元

素，學生能培育學生守規自律

的價值觀。 

三、訓育工作：提醒學生，切勿參加

危險或違法的活動，在校內不應

發起或參與一些違規活動，妨礙

自己及其他學生學習，甚或影響

學校的日常運作 

− 按教育局就涉及學校政治宣傳

活動的處理方法，訂立具體指

− 大部份落實。 

− 訓育早會及「優秀班別」計劃，就同學

正確價值觀和行為態度予以肯定和讚

賞。 

− 已安排學校聯絡主任到校，進行講座，

提醒學生，切勿參加危險或違法的活

動講座。 

− 從學生的違規記錄及教師日常

的觀察反映，學生的行為持續

改善，守法守規。 

− 透過「優秀班別」計劃，強化學

生的自律守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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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引，並適時向同學和家長作出提

醒。 

− 對部份不同程度的個案作研究

和檢討，以配合校情和教育局的

指引。 

四、個別學生支援服務： 

− 訂立指引，為相關學生制定個人

化計劃及跟進方案，加強教導他

們正確價值觀。 

− 對不同學生的違規行為，按教肓

局指引，視乎事件的嚴重性，訂

立指引，審慎處理。 

− 已落實。 

− 社工/輔導人員提供適時支援及輔導，

協助有需要的學生檢視個人行為，訂

立適切的目標及作生涯規劃。 

− 已訂立「違規行為指引」。 

− 本學年針對性識別、支援及教

導有潛在行為問題的學生，然

後透過聚焦小組教導學生，成

效顯著。訓導組、輔導組與學生

支援組能夠聚焦關顧及引導學

生的行為，而學生亦表現合作，

行為及態度有明顯改善。 

家校合作  − 透過學校通告、家長日及家長教

師會與家長保持溝通並訂立原

則守護校園免於政治干擾，尋求

家長的支持、理解和配合，加強

家校合作，與學校攜手以促進學

生有效學習及健康成長。 

− 已落實。 

− 學校與家長教師會保持溝通，並適時

向家長及學生發出通告，說明守護校

園免於政治干擾的原則。 

− 來年將持續保持與家長教師會

緊密溝通。 

− 邀請家長義工協助中華文化日

活動及主持攤位，透過一起寫書

法，推廣中華文化，承傳中華文

化。 

− 邀請家長義工協助中華文化日活動的

推展 

− 學生享受寫書法樂趣，並把完

成作品帶回家去。 

− 公民教育組合辦家長講座透過

舉辦家長講座或座談會，與家長

保持緊密溝通，發揮家校合作的

精神。協助家 長建立良好的親

2023 年 7 月 10 日「正向教育」 

− 據正向心理學研究結果,發掘、培養及

發揮品格優勢，有助開發潛能，提升動

機，增強自信、自制力。 

− 透過舉辦家長講 座或座談會，

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發揮家

校合作的精神﹔協助家長建立

良好的親子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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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子溝通，促進他們與子女 一同

以多角度分析及認識身邊事物，

幫助子女明辨是非，促進學生有

效學習。 

■ 發掘與建立優勢：性格優勢評估 

■ 批評與讚賞方法 

■ 處理行為問題與管教策略 

 

 

 

校監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監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由 2022 年 11 月起，學校須按照本指引的規定，於每年 11 月底前向本局提交經學校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

員會／學校營辦者通過的年度報告及工作計劃（例如： 2021/22 學年的年度報告和 2022/23 學年的工作計劃須於 2022 年

11 月底前提交）。
 

校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