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社倫（港情專題）教案題目表 

以下列舉各範疇和例題，只供各老師參考。教師可以自由設計教案課題及其內容。當中

的六個範疇可供小學採用，初中則細分為十二個小範疇。 

（一） 初小用表 

 範疇 課題例子 概念/價值例子 天社倫 

1 香港史 認識大埔北區

理民府 

擁有權、和平(過

渡) 

彙編第十一章 推動和平 

第一節 聖經觀點 

第二節 和平：正義和愛的

果實 

（說明）透過認識英國政府租借新界後最早設立的民政中心，初步認識香港早期歷

史和主權等問題，引伸出和平過渡的重要性；隨後提出天主教對「和平」的解釋。 

2 香港的管治

原則 

校規知多少 秩序、權力、團體

生活 

彙編第八章 政治團體 

第一節 聖經觀點 

（說明）透過認識校規的意義和原則，讓小朋友了解秩序的重要性，從而引伸出天

主教對秩序和團體生活的看法。 

3 香港人的權

利和義務 

鄰家的寶寶出

生了 

珍惜生命、成長權 彙編第三章 人與人權 

第四節 人權 

彙編第五章 家庭 

第三節 家庭的社會主體性

意義 

（說明）展示嬰兒及小孩子的相片，介紹生命的誕生及兒童的權利，隨後介紹天社

倫中有關生命的觀點。 

4 香港的經濟 如果我有 100

元 

善用金錢、慷慨 彙編第四章 教會社會訓導

的原則  

第三節 財物為眾人普遍擁

有 

彙編第七章 經濟生活 

第一節 聖經觀點 

（說明）透過討論小學生玲玲如何分配 100元，讓學生了解金錢的用途和如何善用

金錢，隨後引伸出天主教對財富的觀點。 

5 香港人的生

活方式 

我最喜愛的社

會企業 

關愛、尊重 彙編第三章 人與人權 

第三節 人的多種面向 

彙編第四章 教會社會訓導

的原則  

第三節 財物為眾人普遍擁



有 

（說明）透過工作紙等工具協助小朋友認識一些社會企業，了解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及一些社會問題，隨後引伸出天主教會對貧弱者的立場。 

6 政治與法律 訪問立法會議

員 

秩序、法律、守法 彙編第八章 政治團體 

第三節 政治權力 

（說明）透過模擬訪問或資料搜集等，初步了解立法會的功能，隨後可引伸出天主

教對法律和守法的觀點。 

 

（二） 高小用表 

 範疇 課題例子 概念/價值 天社倫 

1 香港史 中英談判：和平過

渡 

問題協商、暴力與

和平 

彙編第十一章 推動和平 

第一節 聖經觀點 

第二節 和平：正義和愛的

果實 

（說明）透過認識影響香港前途的主要事件，如中英談判，讓學生明白社會上除暴

力以外，有許多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天主教認為和平是一種價值，亦是普世的義務，

建基於天主賦予社會的理性/道德秩序中。 

2 香港的管

治原則 

三權的分佈 秩序、權力分佈、

司法獨立 

彙編第八章 政治團體 

第二節 政治團體的基礎與

宗旨 

（說明）透過認識中港在政制上的基本分別，了解香港政制的特別之處，如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藉此讓學生思考此模式對中港關係的影

響，以及探索天社倫對權力的看法，認為每一個文明社會都需要有統治的權力，此

權力如社會本身，根源於自然，即來自於天主。 

3 香港人的

權利和義

務 

言論自由與尊重 人權、需要、權利、

義務 

彙編第三章 人與人權 

第四節 人權 

（說明）透過討論港人行使權利的情況，如言論自由所帶來的尊重討論中，反思行

使權利所帶來的責任和義務，並介紹普世價值和天社倫在權利與義務上各自的表

述。天主教認為只有在自由中，人才能歸向善。自由是天主所賦予的，是天主肖像

最傑出的標記之一。 

4 香港的經

濟 

清潔嬸嬸的工資 勞動、金錢、尊嚴 彙編第六章 人的工作 

第三節 工作的尊嚴 

（說明）透過認識資本主義的特質和實施時所發生的情況，讓學生批判和反思經濟

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並讓他們明白天社倫中工作使人得以確認人乃按天主的形象而



受造的崇高身份。 

5 香港人的

生活方式 

老人家的福利 尊重、互助、關懷、

社會責任 

彙編第四章 教會社會訓導

的原則 

第二節 大眾福祉原則 

（說明）透過重新檢討香港的民生政策，讓學生多思考政府和民間如何共同建立一

個更美好的社會，當中可以引述不同持分者的取向與天主教的立場作比較。天主教

認為大眾福祉涉及社會的全體成員，所有人都應按自己的能力合作，達至並發展大

眾福祉。 

6 政治與法

律 

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平等、公義、權力

制衡 

彙編第八章 政治團體 

第三節 政治權力 

（說明）透過認識法律的基本原則，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讓學生思考法律能否彰

顯公義，內容除了包括法律和大眾的觀點，亦會從信仰角度介紹天主教對公義的看

法。天主教把人視為政治團體的基礎和宗旨，首先意味着致力承認和尊重人的尊

嚴，透過捍衛和促進基本和不容侵犯的人權來達成。 

 

（三） 初中用表 

 範疇 小範疇 課題例子 概念/價值例子 天社倫 

1 香港史（一） 從開埠至 

二戰前 

 

鴉片戰爭 

與割地 

國家主權、 

擁有權 

彙編第四章 教會

社會訓導的原則 

第二節 大眾福祉

原則 

彙編第八章 政治

團體 

第一節 聖經觀點 

（說明）透過認知鴉片戰爭中割地的事件，引出討論國家主權、擁有權的概念，

隨後提出天社倫對公權的觀點是以大眾福祉為原則，且大地的擁有者是天主，由

合法的政權執管。 

香港史（二） 1980-90年

代 

從中英談判

到回歸 

中英談判 主權移交、過

渡、和平 

彙編第十一章 推

動和平 

第一節 聖經觀點 

第二節 和平：正

義和愛的果實 

（說明）透過認知中英談判的事件，引出討論和平過渡的概念，隨後提出天社倫

對各政治團體應堅拒以戰爭來尋求解決問題。 

2 香港的管治

原則（一） 

中港關係 一國兩制 國家、人與民族 

 

彙編第八章 政治

團體 



 範疇 小範疇 課題例子 概念/價值例子 天社倫 

第二節 政治團體

的基礎與宗旨 

（說明）透過認知一國兩制的內容，引出國家、人與民族三者的概念，並指出一

個民族通常都各自組成國家，可是因為種種原因國家會有變化的情況。隨後提出

天社倫對謀求問題解決時要考慮人的權利，因為人是政治生活的基礎和宗旨。 

香港的管治

原則（二） 

法律解釋 權力誰屬 公權力、法治 彙編第八章 政治

團體 

第三節 政治權力 

（說明）透過認知基本法中法律解釋的運作，引出討論公權力和法治的概念，隨

後提出天社倫對公權力的運用是尊重人的尊嚴，捍衛、促進人的權利。 

3 香港人的權
利和義務
（一） 

個人性 言論自由 人權、需要 
權利、義務 

彙編第三章 人與
人權 
第四節 人權 

（說明）透過討論言論自由的條件，引出討論人權、需要、權利與義務的概念，

隨後提出天社倫的人權觀念及範圍建基於人作為天主子女的尊嚴，而非依政權的

施恩而來。 

香港人的權

利和義務

（二） 

社會性 選舉權 大眾福祉、 

公民意識 

彙編第四章 教會

社會訓導的原則 

第二節 大眾福祉

原則 

（說明）透過討論選舉權的現況，引出討論大眾福祉、公民意識的概念，隨後提

出天社倫的公民意識是一種責任在自己的崗位上堅守原則，以和平的方式抵制不

尊重人權的政策。 

4 香港的經濟

（一） 

制度 人與經濟 人的工作、薪酬 彙編第六章 人的

工作 

（說明）透過討論各類人士（家庭主婦、傷殘人士、長者等）對經濟的價值，引

出工作和薪酬的概念，隨後提出天社倫對人的工作是參與天主創造工程的作為，

且勞工優先於資本等觀點。 

香港的經濟

（二） 

應用 標準工時 人的尊嚴 

勞工權益 

彙編第七章 經濟

生活 
第二節 道德與經
濟 
第四節 經濟制度
為人服務 

（說明）透過討論標準工時的制定，引出人的尊嚴、勞工權益的概念，隨後提出

天社倫的公道報酬、家庭工資的觀點。 

5 香港的生活

方式（一） 

政府 文明社會與老

年保障 

社會責任、社會

福利 

彙編第三章 人與

人權 



 範疇 小範疇 課題例子 概念/價值例子 天社倫 

第三節 人的多種

面向 

彙編第四章 教會

社會訓導的原則 

第六節 團結關懷

原則 

第七節 社會生活

的基本價值 

（說明）透過討論社會老化及老人保障，引出社會責任、社會福利的概念，隨後

提出天社倫指出一位老人家都有平等權利享受有尊嚴的晚年生活這目標出發。 

香港的生活

方式（二） 

民間 網上欺凌 修德之心 

公德心 

彙編第四章 教會

社會訓導的原則 

第七節 社會生活

的基本價值 

（說明）通過討論資訊時代下網上欺凌的情況，引出修德之心及公德心的概念，

隨後提出天社倫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價值在於真理、自由與正義。 

6 政治與法律 

（一） 

政治 二十三條 

立法 

權力分配 

與制衡 

彙編第八章 政治

團體 

第三節 政治權力 

第五節 政治團體

為公民社會服務 

（說明）透過理解二十三條的內容及目的，引出權力分配與制衡的概念，隨後提

出天社倫提出公民有抗爭的權利和公民社會的優先性。 

政治與法律 

（二） 

法律 香港法治的基

石 

守法、公義、 

法治四層次 

彙編第八章 政治

團體 

（說明）透過討論香港法治的基石，引出守法、公義及法治四層次的概念，隨後

提出天社倫對政治團體的基礎與宗旨，是以人為政治生活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