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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科助識國情免港青只識批評
楊耀忠盼學生勿想「一日變天堂」 多想如何為國出力

■麥燕薇（右）表示，調查反映近5成市
民贊成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中小學
生必修科。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將於明年推行，各界對
其推行甚感關注。一項調查顯示，近5成
市民贊成把新科目列為中小學生必修
科。逾4成人認為，課程能有效培養學生
品德，以及國民身份認同感。不過，有
半數市民擔心，新增科目會加重教師壓
力，認為現有師資只能勉強應付有關科
目的工作。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15日至20日，以

電話成功訪問了1,098名18歲或以上的市
民，了解他們對中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的意見。受訪者中，有8%為中小
學教師。

逾半人不認同「國教」是「洗腦」
調查發現，48%受訪者贊成把「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列為中小學生必修科。43%受訪者認為，課程
對培養學生品德和國民身份認同感有「很大作用」
及「較大作用」。同時，有52%受訪者並不認同國民
教育是為了「洗腦」的說法。

7成教師憂增工作壓力
不過，由於國民教育屬新學科，逾半受訪者擔

心，會加重教師工作壓力及學生學習壓力。43%認
受訪者認為，現有學校師資只能勉強應付有關科目
的工作。至於受訪的中小學教師，更有近70%人表
示，擔心工作壓力增加。約40%人認為，「能夠」
及「勉強能夠」勝任教授新科目的工作。
香港研究協會總幹事麥燕薇認為，調查反映市民

普遍支持中小學生必修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同時，市民亦相信，該科目對培養學生品德和國民
身份認同感有正面作用。但她指，不少教師對新科
目的教學工作感到困惑，建議政府應在餘下諮詢
期，了解各持份者的意見，積極優化新增科目的課
程安排，例如：推行試點計劃，並增加對學校及教
師的支援及培訓，以減輕師生工作和學習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新中國成立逾60年以來，

國家經過多番起落，及至改革開放後，國家發展才漸趨穩

定。3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坦

言，年輕時亦曾只接觸到「負面的中國」。但70年代初，聯

合國恢復新中國重要地位，方讓他開始反思對國家的片面

認知。他於是開始以親身體驗，客觀了解實際國情。他經已在教育界打滾30多

年、每年接觸數以千計的學生。他認為，年輕人追求完美的心，往往令他們輕視

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困難與挑戰，「他們希望中國一日變天堂，要求一下子把問題

解決。但我們不應只愛一個完美的國家，反而要想想，自己要如何出

一分力，令國家變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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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經濟迅速發
展，連帶香港亦受

惠。楊耀忠指，香港旅遊業、零售業及
金融業，與內地關係日趨密切。年輕人
發展時，更需要「北望神州」。不過，
如果青少年不掌握國情，甚至仍然「看

不起」內地社會，文化差異必然影響將
來的發展機會。他坦言，近年內地不少
獵頭公司積極到台灣及新加坡發掘人
才，主要認為該地與內地語言、文化接
近，工作上也「同聲同氣」。倘若港青
再不加把勁了解內地社會，必然吃虧。

楊耀忠指，香港與內地經濟方面正加
緊融合。除了大量內地訪港客推動旅
遊、零售業外，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亦
與日俱增，年輕人內地發展機會相應增
加。不過，他亦表示，得悉近年內地獵
頭公司傾向選擇到台灣及新加坡「揀
蟀」，主要是看準當地語言、文化與內
地貼近，在工作上更易磨合。
反觀香港，他慨嘆指，目前不少學生

不單對中國歷史、文化不掌握，而且對
內地當代文化抱「看不起」態度，最終
只會令自己吃虧，「如果香港青少年只
對日本或西方文化感興趣，不肯放開成
見，多看內地電視節目，未來若工作上
與內地人接觸，不單沒有共通話題，對
方說笑時又不明白，便很難建立信任關
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對祖國抱成見 「肥水」流台星

楊耀忠為第9、10、11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現亦為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他認為香港學生對
國家認識「真的太少」，對國家制度、人大運作
等也非常陌生。然而，青少年卻喜歡追求完美，
想法較急進，對國家現有的不足之處，都要求快
速發展改善，忽略現實中的困難，「但中國人口
龐大，要解決問題，實非如想像中容易」。

中國重返聯合國激反思
中學於青年會書院就讀的楊耀忠，回想自己昔

日對國家的認識亦非常片面，只接收「欠自由、
人民受勞役」等負面資訊。直至70年代初，聯合
國大比數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合法權
利，包括：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重要地位，才令
他反思，「中國被批評得如此差，為何仍可以獲
得如此重視呢？這激發我開始了解內地的實情，
而非停留在批評的層面」。
升讀大學後，他爭取機會到內地交流，親身接

觸內地的人和事。他發現國家與既有觀念有很大
落差：人民雖然貧窮，但對生活滿足，並非像當
時傳媒所形容的苦況。自此，他不時回內地考
察、參與以中國為題的研討會，以及閱讀大量內
地參考書籍，豐富自己所知、了解國家實況。

促當局先辦好教師培訓
對於今天的老師，楊耀忠認為，不少人仍受偏

頗的資訊影響，容易停留在既定的負面框框。他
建議教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時，老師要有持
平態度，助學生客觀分析事件，「例如在外交關
係上，有人質疑國家經常與鄰近地方發生糾紛。
但事實上，中國與20多個國家接鄰；而美國則只
與2個。受地理環境影響，鄰近國家必然更容易
出現磨擦，這是需要先去理解的」。他認為，當
局應先提供培訓課程，增加老師對國家的認知；
亦須鼓勵學生多到內地交流，親身體驗國家真實
的發展情況，以全面掌握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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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耀忠指親身的交流體驗，有助了解真實國情。圖為
他（左二）到內地考察時攝。 資料圖片

■楊耀忠認為，年輕人應親自到內地交流體會，以第一
身經驗認識國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