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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工作紙設計 

個人在維持公共衞生方面的責任：預防流感篇 

 
甲.  工作紙的基本資料 

 

教學課題 個人在維持公共衞生方面的責任：預防流感篇 

相關主題、課題、

學習重點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課題：公共衞生與人類健康 

學習重點： 

 個人在維持公共衞生方面的責任（特別是應對傳染病） 

整體構思要旨 

本份工作紙是在學生已經認識公共衞生的含義，以及個人在

維持公共衞生方面的責任的知識基礎上，進一步以預防流感

為例，讓學生理解不同層面的預防流感策略，以及掌握準確

的公共衞生資訊。 

工作紙同時要求學生分析市民在流感爆發時，應如何配合政

府的公共衞生政策和措施，藉此提升他們的公民意識，主動

履行個人在公共衞生方面的責任。 

教學目標 

知識： 

 認識傳染病、流行病、流行性感冒（流感）及疫苗接種的

概略含義，以及與之相關的條例 

 以預防流感為例，理解預防傳染病的策略，以及個人所應

履行的公共衞生責任 

技能： 

 利用不同類型的資料（文字、視頻及漫畫）探究課題 

 多角度分析預防傳染病的策略，並辨識防疫資訊的可信性 

 同儕協作、自主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價值觀及態度： 

 提升公民意識，履行與公共衞生相關的責任 

 在疫情期間主動配合政府的政策，共同抗疫 

所需課時 

本份工作紙共有四項學與教程序，其中程序一和四分別安排

於課前及課後完成，而於課堂進行的程序二和三，約需 50-60

分鐘完成。請教師按照校本情況而安排適合課時，以及各項

學與教程序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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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使用工作紙的學與教程序 

 

程序一：學生課前預習及鞏固前備知識 

 

 這份工作紙以學生已經學習公共衞生的含義，以及個人在維持公共衞生方

面的責任而設計，如學生未具備這些背景知識，宜在使用這份工作紙前適

當地向學生補充1。 

 於課前派發附件一，並要求學生於上課前完成預習題目，為課堂學與教活

動作好準備。 

 該份附件包含兩則不同形式（漫畫、文字、視頻）的資料： 

 資料一是一幅討論疫苗效用及佩戴口罩的漫畫，內有四名漫畫人物分

別就相關內容表示意見。 

 資料二包含文字和視頻形式的資料，分別說明佩戴口罩的作用，以及

疫苗能夠有效對抗流感病毒的原因。 

 該份附件共有兩題預習題目： 

 第 1 題分為 A、B 兩小題，分別要求學生假設自己是漫畫內的兩名人

物，然後參考附件一，並自行搜集其他資料及就以往所學（特別是 B

題涉及的個人在公共衞生方面的責任），從而回應漫畫內其他兩名人物

的意見。 

 第 2 題要求學生承接第 1 題的答案加以引伸，並另附一段有關公共衞

生的資料給學生參考，讓他們指出接種疫苗和佩戴口罩，如何配合公

共衞生的着重點。學生利用所提供資料及應用以往所學，應可回應問

題。此外，由於屬預習性質，旨在鞏固背景知識，學生無須詳述，相

關內容將會在課堂進一步處理。 

程序二：教師檢查課前預習及講授 

 

 教師檢查學生的課前預習，並邀請學生分享預習成果。 

 教師在學生分享後作簡略總結，藉以引入教學課題，例如： 

 強調患上流感時在公共場所佩戴口罩，以及接種疫苗以預防傳染病，

不僅可保護個人健康，亦同時是個人應盡的公共衞生責任。 

 關於接種疫苗的效用，將於隨後的課堂講授進一步說明（見下交）。 

 派發附件二課堂講授資料，該附件包含四則資料，教師可配合個人認識向

學生講授。以下為講授重點的建議： 

 資料三簡介傳染病、流行病及流感，以配合本份工作紙以流感為例子

的學與教方向。學生認識這些內容後，可以在小組討論，以至處理課

                                                      
1  教師可參考教育局開發的公民科工作紙：〈個人在維持公共衞生方面的責任：健康生活篇〉。

https://cs.edb.edcity.hk/tc/lt_resources_for_ts_cs.php?filename=lt2_t3t4lf3_1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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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延伸習作時，更具體地提出他們的意見。教師講授時無須深入說明

當中的病理學內容，請將重點放在這些傳染病的傳播途徑、政府應對

流行病的策略，以及流感爆發對於個人和社會的影響等方面。此外，

亦可從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及其帶來的影響入手，強調個人履行公共衞

生責任的重要性。 

 資料四分別介紹預防傳染病散播的國際及本地衞生條例，教師可指出

世衞所有成員國需要執行國際衞生條例，旨在應付國際關注的公共衞

生事件，特別是要防止傳染病在全球漫延。至於香港特區政府執行《預

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可以加強香港的公共衞生監測及防控疾病的能

力，務求有效地控制及預防傳染病，保障市民健康。 

 資料五介紹世界衞生組織發布的《2019-2030 年全球流感戰略》。教師

可指出流感病毒的威脅是全球性的，因此，世衞制訂多方面戰略，協

助各國對抗流感，而每年接種流感疫苗，就是預防流感的最有效方法。 

 資料六介紹接種疫苗的功能及其安全性。教師可藉此補充學生在回答

課前預習題目時的知識，並強調除了流感外，一些其他疾病亦可透過

接種疫苗而獲得預防作用；而且疫苗雖會產生副作用，但風險甚低，

所以在衡量了副作用的風險及保護效能之後，應該接種疫苗以保護個

人健康，而此舉亦是盡個人在公共衞生方面的責任。 

程序三：學生小組討論及課堂總結 

 

 要求學生分組及派發附件三小組討論工作紙。該份附件共有兩則資料： 

 資料七是關於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所推出的多項疫苗接種計劃，當中

引述了衞生署防護中心發言人的說話，呼籲市民盡早接種疫苗。 

 資料八顯示香港當時已踏入流感高峰期，流感個案正在增加，部分更

屬於嚴重個案。然而，部分市民受到一些失實的公共衞生資訊所誤導，

故對接種疫苗抱持猶豫態度。 

 學生閱讀資料後即可開始小組討論。工作紙設定了兩題討論題目： 

 第 1 題要求學生討論市民可以從哪些途徑掌握正確的衞生資訊而免被

誤導。學生除了可以參考附件三外，亦可應用曾經學習的資訊素養知

識而回應討論題目2。 

 第 2 題要求學生利用附件一至三各則資料，指出市民應如何在流感高

峰期做好維持公共衞生的責任。學生需要運用綜合能力，分類整理各

則資料所涉及的相關資訊，從而回應題目。 

 邀請學生匯報討論結果，並結合個人認識（教師可參考工作紙內的提示），

就學生的匯報內容作點評和補充。例如： 

                                                      
2 公民科課程主題 3 第二個課題涉及資訊素養的內容，按照公民科課程及評估指引所編定的課程

次序，學生應已學習這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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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調市民應密切留意政府發放的公共衞生資訊，從可靠的來源（例如

政府網站、專業團體的意見）獲取防疫資訊，切勿被謠言誤導。 

 當流感爆發時，個人要盡公民責任，檢視個人健康、生活模式和環境

衞生，並遵守與公共衞生相關的條例，以及配合政府的公共衞生政策。 

 總結課堂教學內容： 

 流感是世界最大的公共衞生挑戰之一，國際社會、特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都應齊心協力，以迅速和互相配合的方式及早預防。接種疫苗，

以及於疫情期間在公共場所佩戴口罩，都是非常有效的預防方法。 

 總括而言，維持公共衞生安全，既是政府和社會的責任，也是個人的

責任，需要政府、公私營機構、社區、家庭和個人共同協作維持。 

程序四：課後延伸習作 

 

 派發附件四作為課後延伸習作，要求學生於課後完成。 

 該份習作包含兩則資料： 

 資料九簡介公民意識的含義，內容與個人在維護公共衞生的責任相關，

旨在讓學生認識除了在日常生活需要履行公共衞生的責任外，亦應在

其他方面提升公民意識，並將公民意識內化成為個人的價值信念。由

於學生已學習在公共衞生層面的公民責任，應可理解該則資料的含義。

教師亦可視乎學生情況，在派發附件四時向學生簡略解說。 

 資料十主要介紹香港在市民抗疫期間的表現，並結合資料九公民意識

的含義（資料十最後一段），認為提升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對於維護

香港的公共衞生是非常重要的。 

 延伸習作只設一題，要求學生提出一些在公共衞生層面有助提升香港市民

公民意識的建議，學生需要綜合各則資料及結合課堂所學而回應題目。教

師可視乎情況給予學生一些提示，例如可透過學校、社區作為教育和宣傳

重點，又或是利用不同媒體宣傳相關訊息。此外，教師亦應提示學生，他

們所提出的建議應該具針對性（例如減低市民對疫苗所抱持的猶豫態度）、

可以實行和有具體內容。 

 教師可安排學生於下一課節匯報，或用其他形式分享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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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前預習 

 

資料一：一幅討論接種疫苗的效用和佩戴口罩的漫畫 

 

 

 

 

 

 

 

 

 

 

 

 

 

 

 

 

 

資料來源：該漫畫由教材設計者繪製 

 

資料二：關於佩戴口罩和接種疫苗的資料 

 

 佩戴口罩可遮掩鼻和口，阻隔液體與飛沫微粒通過。若佩戴得宜，口罩能

有效預防經飛沫傳播的疾病。 

 何時要佩戴口罩： 

 當我們需要照顧呼吸道受感染的患者；或在流感大流行 / 高峰期間進

入醫院或診所，佩戴口罩可以保護自己。  

 當我們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例如發燒、流 鼻水、咳嗽、打噴嚏），

應該配戴口罩，此舉可以保護他人免受感染。 

視頻：「流感病毒及疫苗之戰」，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片長 2 分 22 秒，粵語旁白，中文字幕）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DHXVK6xwYo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正確使用口罩 護己護人〉，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網頁 

https://www.chp.gov.hk/files/her/use_mask_properly_pamph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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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習題目 

 

1. 參考資料一及資料二，並搜集相關資料及就你以往所學，回答以下問題： 
 

A. 如果你是資料一的李先生，你會如何釋除陳先生對於疫苗效用的疑慮？ 

 

 

 疫苗具預防功能：接種疫苗是預防流感及流感併發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亦可以減低因感染流感而住院和死亡的風險。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資料，

流感疫苗對 65 歲以下的健康人士，可以提供 70%至 90%的保護作用。只

要接種疫苗，對於不同但相關的流感病毒，亦可提供一定的保護作用。 

 

 從正確渠道獲取資訊：部分網上流傳的資訊未必準確，甚至可能是謠言，

應參考官方或具權威的專業網站的資料，或聽取專業醫護人員和學者的意

見。例如世界衞生組織和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的網頁所載的資料，都指出

接種疫苗是預防流感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B. 如果你是資料二的張女士，你會如何回應兒子不應脫下口罩的要求？ 

 

 

 保護他人：流感可經由患者咳嗽或打噴嚏所發出的飛沫傳播，而口罩可以

阻隔液體與飛沫微粒，所以當我們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時，應該佩戴口罩

以阻隔由自己發出的飛沫，從而保護他人免受感染。  

 

 盡公民責任：若自己患上流感而在公共場所活動，應佩戴口罩以減少感染

他人的機會，這是身為公民在公共衞生方面應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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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接你在上題的答案，並參考下表一段關於公共衞生的資料，你認為接種

疫苗和在患上流感期間佩戴口罩，是否配合公共衞生的着重點？為甚麼？ 

 

參 

考 

資 

料 

公共衛生所涉及的重點不僅在於疾病治療，或單純地提供醫療服務，

亦注重透過預防疾病以減少傷亡、降低醫療費用及減輕公共醫療服務設

施的負擔。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公共衞生》，第 18 及 23 頁。 

https://cs.edb.edcity.hk/file/about/related_publications/public_health_c3.pdf 

 

 接種疫苗和在患上流感期間佩戴口罩，都有助於保護自己，以及減少他人

感染流感的機會，正與公共衞生強調透過預防疾病以減少傷亡的着重點互

相配合。 

 

 感染流感的市民數目減少，亦可降低用於治療流感的費用開支，並且減輕

公共醫療服務設施的負擔，同樣配合公共衞生的着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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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堂授課資料 

 

資料三：簡介傳染病、流行病及流行性感冒（流感） 

 

傳染病是由病原體侵入人體所引致的疾病。病原體侵入人體後可以繁殖或釋放

毒素，損害正常細胞及其功能；如果情況嚴重，可以引致死亡。傳染病可經由

不同途徑傳播。有些傳染病可透過直接接觸而由感染者人傳給其他人；有些則

可透過水、空氣、飛沫、食物、體液、排泄物或其他媒介（如昆蟲）傳播。 

流行病是指在某特定時間內，於某族群或地區中出現的患病個案較預期為多的

疾病；如果流行病在全球多個國家肆虐，感染者眾，則稱為大流行。大部分引

起人們關注的流行病都是傳染病（例如「沙士」、禽流感、2019 冠狀病毒病）。

政府能否有效控制疫情，取決於對流行病的理解、科學研究的進度、有效執行

公共衞生措施、良好的風險管理，以及市民合作等因素。 

流行性感冒（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致的急性感染，主要影響呼吸道，也可以

引致肺炎，心肌炎，腦炎等病發症。疾病主要在高危人群（嬰幼兒、老年人或

慢性病患者）中造成住院和死亡。香港流感季節性的高峰期一般是發生在 1 至

3 月和 7 至 8 月。蔓延世界各地的流感大流行，通常伴隨較多感染個案及較嚴

重的病情，引致較高死亡率，並對社會及經濟帶來極大影響。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公共衞生》，第 15-16 及 40 頁。 

https://cs.edb.edcity.hk/file/about/related_publications/public_health_c3.pdf 

 

 

資料四：預防傳染病散播的國際及本地衞生條例 

 

《國際衞生條例（2005）》是國際法律條文，對世衞所有會員國均具有約束力，

要求各會員國就所有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情況，尤其是新型流行性感冒和嚴重

急性呼吸道綜合症（沙士）等嚴重疾病向世衞報告，並藉此加強其公共衞生監

測和應對系統的能力，以應付國際關注的公共衞生事件。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即香港法例第 599 章，賦與衞生機關權力，使能控制

及預防任何疾病、疾病源頭或污染傳入香港、在香港內蔓延及從香港向外散播；

並且能採納世界衞生組織公布的《國際衞生條例》內的相關措施，使香港的國

際機場、港口和陸路過境點，能符合條例內所列明的要求。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以下資料 

 《國際衞生條例》，衞生署網頁，2022 年 11 月 21 日。 

https://www.dh.gov.hk/textonly/tc_chi/useful/useful_Regulations/useful_Regulations.html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電子版香港法例，2022 年 11 月 11 日。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9!zh-Ha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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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五：世界衞生組織發布《2019-2030 年全球流感戰略》 

 

流感是世界最大的公共衞生挑戰之一。每年全球估計有 10 億宗病例，其

中 300 萬至 500 萬宗為重症病例，導致 29 萬至 65 萬宗流感相關呼吸道疾病死

亡。世界衞生組織建議每年接種流感疫苗，這是預防流感的最有效方法，對於

嚴重流感併發症風險較高的人群和衞生保健人員，尤為重要。 

 

世界衞生組織於 2019 年 3 月發布《2019-2030 年全球流感戰略》，旨在保

護各國人民免受流感威脅。該戰略概述了每年為人群提供保護的途徑，並通過

加強恆常的流感規劃為大流行做好準備，主要在疾病的監測和應對、預防和控

制，以及在防範方面加強國家能力，並研發更有效的治療和防控流感的工具，

例如流感疫苗、抗病毒藥物和治療方法，以促進國家和全球防範及衞生安全。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世衞組織推出新的全球流感戰略〉，2019 年 3 月 11 日。世界衞生組

織網頁。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detail/11-03-2019-who-launches-new-global-influenza-strategy 

 

 

資料六：接種疫苗的功能及其安全性 

 

疫苗通過與你身體的天然防禦系統合作來建立保護，在身體內引起免疫反

應，從而降低患病風險。接種疫苗後，你的免疫系統會做出反應，能夠： 

 

 識別入侵的病毒或細菌。 

 產生抗體，即免疫系統為抵抗疾病而自然產生的蛋白質。 

 記憶有關疾病以及對抗方式。如果你將來暴露於相同病菌，你的免疫

系統便會在你患病之前迅速將其摧毀。因此，疫苗不是為了在生病後

進行治療，而是要預先防止生病。 

 

沒有疫苗，我們就會面臨麻疹、腦膜炎、肺炎、破傷風等疾病所導致的嚴

重病症和殘疾風險。疫苗接種是安全的，它的副作用通常很小而且是暫時性，

例如手臂疼痛或輕度發熱；雖然也有可能出現更嚴重的副作用，但極罕見。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疫苗和免疫：甚麼是疫苗接種？〉，世界衞生組織網頁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questions-and-answers/item/vaccines-and-immunization-what-is-

vaccination?gad_source=1&gclid=EAIaIQobChMIvZm0-

aXshAMVEs0WBR2TiQc_EAAYASABEgKqgf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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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小組討論工作紙（需同時應用附件一及二的資料進行討論） 

 

資料七：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推出多項疫苗接種計劃 

 

2023/24 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

計劃」及「院舍防疫注射計劃」，於 2023 年 10 月初展開，衞生署衞生防護中

心呼籲市民踴躍接種免費季節性流感疫苗，以應對流感季節。 

  

  衞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說：「接種流感疫苗是其中一種最有效預防季節性流

感及其併發症的方法，亦可減低因流感而入院留醫和死亡的個案。由於人體在

接種疫苗後需約兩星期產生抗體，市民應及早接種流感疫苗。流感疫苗安全有

效，所有年滿六個月或以上人士，除有已知禁忌症外，均應接種流感疫苗，保

障個人健康。兒童及長者更應盡早接種。」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二○二三 / 二四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明日展開〉，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3 年 1 月 4 日。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310/04/P2023100400219.htm 

 

 

資料八：部分香港市民對接種疫苗抱持猶豫態度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指出，根據截至 2024 年 1 月 6 日的監測數據，本地

季節性流感活躍程度繼續上升，並已超越基線水平，表示香港已踏入冬季流感

季節，預期未來數周流感的活躍程度會進一步攀升。衞生署發言人表示，社會

各界應提高警覺並加強個人保護措施，以應對流感。尤其是有較高風險患上流

感及其併發症的人士，包括長者及兒童，應盡早接種流感疫苗以減低重症和死

亡的風險。此外，亦有呼吸系統科專家指出香港的流感個案正在增加，部分更

屬於嚴重個案，呼籲家長盡快帶子女接種流感疫苗。 

 

然而，一些失實的公共衞生資訊，很可能誤導市民，令他們對接種疫苗失

去信心。例如網上流傳接種疫苗會導致死亡或嚴重副作用，即使政府和醫護專

家推廣接種疫苗的重要性，仍有一些市民對接種疫苗猶豫不決。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以下資料 

 〈許樹昌認為本港流感個案正增加 籲家長帶子女打疫苗〉，香港電台中文新聞，2023 年 8 月

5 日。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712167-20230805.htm 

 〈香港已踏入冬季流感季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4 年 1 月 11 日。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401/11/P2024011100425.htm 

 〈2023-24 季度本港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常見問題〉，衞生署網頁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0764.html#FAQ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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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題目 

 

1. 根據資料八，部分香港市民因為接觸失實資訊而對接種疫苗猶豫不決。參考

資料七及八，並就你所知，市民可從哪些途徑掌握正確資訊，免被誤導？ 
 

 

 從可靠來源或可信任的渠道（例如政府網站或專業團體的意見）收取公共

衞生資訊，以判斷實際風險和採取合適預防措施。例如根據衞生署的資料，

顯示嚴重的流感死亡個案，全部沒有接種流感疫苗；亦有呼吸系統科專家

指出，香港的流感個案正在增加，部分更屬於嚴重個案。因此，市民應提

高警覺和加強個人保護措施，盡早接種疫苗以得到較佳的保護。 

 

 對謠言提高警覺，切勿被謠言誤導，更不應傳播，甚至捏造謠言。舉例來

說，市民不應該被網上的謠言誤導而對接種疫苗猶豫不決，需要聽取政府

和專家的意見，盡早接種疫苗。 

 

2. 綜合附件一、二及三各則資料，並就你所知，指出在流感高峰期間，市民應

如何從個人做起，履行維持公共衞生的責任？  
 

 

 平日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保持個人健康，例如均衡飲食、恆常運動、保

持生理與心理健康、注意環境衞生。 

 

 若患病就應及時就醫，並佩戴口罩及消毒家居。 

 

 掌握準確的公共衞生資訊，盡力瞭解事實，例如從可信任網站查核公共衞

生資訊，理性判斷網上流傳關於疫苗是否有效的資訊，切勿被謠言誤導。 

 

 配合政府的預防措施，及時接種疫苗。 

 

 遵守公共衞生法例，例如當疫症爆發，需要遵守《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 599 章）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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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課後延伸習作 

 

資料九：簡介公民意識的含義 
 

公民意識是指公民對自己在社會和國家中的地位的自我覺醒，並且在享受

個人權利的同時，願意履行義務和責任。身為一名公民，除了要關心身邊的人

和事，也要意識到自己於公共生活當中必須要有責任感、公德心和持守基本道

德，並有投入參與之心，才可說具備了公民意識。 

 

要培養公民意識，個人應開拓視野，例如留心所在社區的現況，以及主動

了解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議題。另一方面，日常的生活行為，亦要超越個人

利益的考慮，例如愛護公物、以禮待人、關懷不同社群。總的來說，就是要逐

步將涉及公民意識的要求，內化成為個人的價值信念，並據此引導個人的日常

生活習慣和行為。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今日香港》，第 26 頁。 

https://cs.edb.edcity.hk/file/about/related_publications/hk_today_c1.pdf 

 

資料十：香港市民在抗役期間（2019 冠狀病毒病、流感）的表現 
 

香港市民在抗衡 2019 冠狀病毒病期間，不僅注重個人，同時遵守社交距

離措施，盡量避免外出以堵截病毒傳播，並盡快接種疫苗以保護自己和他人，

這些行動均有助全城抗疫，並且展現出高度的公民意識和責任感。 

 

另一方面，在踏入流感季節前，特區政府呼籲市民接種流感疫苗，尤其是

有較高風險受感染和併發症影響的人士，務求預防感染流感，以及降低感染後

出現嚴重併發症和死亡的機會。普遍而言，除少部分市民因不同原因而對接種

疫苗抱持猶豫態度外，大都願意接種疫苗。例如由 2023 年 9 月開展的季節性

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到了 2024 年初，共接種超過 170 萬劑季節性流感疫苗，

較 2022/23 年度同期增加約 21%。 

 

由上述可見，如果進一步提升市民的公民意識，讓他們更為重視社會的整

體利益，並且願意支持及配合政府的公共衞生政策，對於維護香港的公共衞生

而言，實在是非常重要的。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以下資料 

 〈群策群力 同心抗疫〉，財庫論網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及庫務局網頁，2022 年 2 月

14 日。https://www.fstb.gov.hk/tc/blog/blog140222.htm 

 〈疫苗資助計劃詳情：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衞生防護中心網頁。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46199.html 

 〈政府呼籲市民提高警覺應對流感及新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4 年 1 月 4

日。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401/04/P20240104004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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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習作題目 

 

參考資料九及十，並結合課堂所學，提出一些在公共衞生層面有助提升香港

市民公民意識的建議。 

 

 

 透過學校推動公共衞生教育，培養學生在公共衞生方面的公民意識。 

（需要具體指出如何透過學校推動公共衞生教育，例如舉辦校際公共衞生

常識問答比賽。） 

 

 加強社區宣傳及媒體教育，闡明公共衞生意識的重要性，強調維持公共衞

生是公民責任，以培養市民的公共衞生意識。 

（需要具體說明宣傳行動所針對的重點、宣傳的方式和途徑。例如針對市

民對疫苗抱持猶豫態度，可以透過哪些宣傳方式和途徑，以釋除市民的疑

慮。） 

  

 善用不同媒體（例如報刊、電視、網上社交平台），由政府官員、學者、醫

護人員等，向市民提供正確的公共衞生資訊。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