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悠）就外界有
聲音質疑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會出現「洗
腦」現象，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前主席黃
詩麗及香港家庭教育學院主席狄志遠均
認為，該科很難對學生「洗腦」，相信
學校及教師有專業能力選取合適教材及
進行評估，建議學界應好好利用3年開
展期試行該科，然後再檢討成效。
黃詩麗、狄志遠及國民教育家長關注

組發起人陳惜姿昨日接受電台訪問，討
論國民教育議題。對於有組織發起遊行
要求教育局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黃
詩麗對此表示尊重，但她認為，現時推
行上最主要的難題是「有關課程對國民
教育的定義」，故此「並不是做或不做
這麼簡單」。

黃詩麗不認同「洗腦說」
她指出，當局既已批出撥款推行課

程，學界就應善用環境，好好利用3年
開展期試行，「到時開展得唔好，咪到
時唔做囉」。黃詩麗坦言，獨立成科對
學界雖有一定壓力，但相信學校及教師
有專業能力，以多角度分析、教導學
生，並會選擇合適的教材及進行評估；
另一方面，家長亦有責任監督推行過
程；教育局則提供支援。她又不認同該
科會出現「洗腦」，現時學生可以接觸
很多資訊。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主席狄志遠亦不認
同推行國民教育是「洗腦」的說法。他
指出，「洗腦」必須有一套清晰、由上
而下的教育，並有一個執行機構，「但
暫時未見到有固定要褒揚任何一方的訊
息，加上我相信學校及教師不是附
庸」，且課程內容設計有自主性，故贊
成開展國民教育。

狄志遠倡設監察檢視組織
他認為，政府就推行國民教育與社會

溝通不足，故向當局提出3大建議：首
先，局長應以3個月至半年時間，定期
與校長、教師、學生及家長展開溝通，
讓學界了解課程發展及探討改進的方

法。其次，是成立監察委員會，了解學
校推行課程的情況，檢視有否偏頗及使
用強壓手段，並接受投訴。最後，他又
建議於試行階段設獨立委員會，邀請大
學校長或傳媒代表等加入，看該科目的
推行成效。陳惜姿則指出，憂慮推行國
民教育時，小孩子會被教師作情感引
導，甚至為得到老師及同學的認同而說
謊。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出席「香

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結業典禮後，亦
有回應國民教育議題。他指認為，現時
的問題是「教材有問題，但國民教育本
身是應該要推行」。他又稱，遊行人數
多少，政府都會聆聽市民訴求。

林鄭月娥及吳克儉昨日傍晚舉行記者會，回應昨日下午
由多個團隊發起的反國民教育遊行。林鄭月娥表示，

香港是多元社會，重視包容、自由權利和核心價值，而是次
遊行能做到和平、有秩序，而不論遊行人數多少，政府都會
聆聽意見，並以實事求是的方法及態度跟進。

學校自選教材與教法
在回應有參與遊行的家長擔心該科的教材不夠客觀，又或

出現所謂「洗腦式的教育」，林鄭月娥強調，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的宗旨，是推動學生的全人發展，而有關的教材編制以
至教學方法均由學校自決，不可能出現所謂的「洗腦」，希
望社會人士對本港教育界、老師的專業尊重及信任。
吳克儉亦表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是全新的課程，當中

「活動及課程，已在德育的範疇推行了。」他重申，學校有3
年開展期，當局不會強迫學校要在新學年推行該科。特區政
府發言人則補充，政府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學校可按辦
學團體的方針、校本及老師的準備程度，自行決定如何推
行。

委員會組成職權待定
不過，為釋除部分家長的疑慮，林鄭月娥表示，她在與吳

克儉商量後，同意政府應成立一個有廣泛代表參與的委員
會，以吸納包括家長在內的不同持份者之意見，集思廣益，
就國民教育科於3年開展期的推行向教育局反映意見，並期
望委員有一定廣泛的代表性。而委員會的組成、職權範圍，
則要留待吳克儉再研究，並相信新的委員會，會與現時的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專責委員有互動。

資助小學校長會副主席張勇邦支持政府成立有廣泛代表參

與的委員會，「3年開展期始終是預備階段，有助監察課程

的推行過程」。他建議委員會應由教育專業界別主導，加入

家長議會等代表性的組織。他認同應先試行國民教育科，

「邊做邊改不一定是壞事，始終要開展後才可見到實際情

況」。

廖亞全：有助釋除疑慮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廖亞全亦指出，有需要成立新的委員

會，為課程作出及時的監察外，更可為課程多作解釋，有助

釋除各界的疑慮。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李偲嫣表

示，若當局如期試行國民教育科，成立廣泛參與的委員會是

最好的方法，委員會可評估開展期間學校使用的教材質素、

收集意見展開討論、不斷就意見作相應的修改及監察推行過

程。

不過，「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發言人陳惜姿稱，「課程

本身有問題」，成立委員會「只是小修小補」，故關注組不會

派員加入委員會。「學民思潮」及教協代表亦聲言，不會加

入委員會。教協副會長黃克廉更威脅稱，倘政府於9月3日開

學日仍不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他們會考慮發起罷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勞雅文）多個團體昨日舉
行「反對國民教育」遊行，行
政會議成員張志剛重申，不應
簡單以遊行人數的多寡來決定
是否應推行國民教育，並強調
香港人有言論自由，加上以目
前社會氣氛而言，根本就不可
能出現所謂「洗腦」的問題，
並坦言倘真的出現「洗腦」現
象，即公共政策出問題，特區
政府對此是責無旁貸的。

學校可拒《中國模式》
張志剛昨日出席香港電台節

目《城市論壇》時示，香港討
論推行國民教育已10多年，而
特區政府今年開展的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已提供了3年的開
展期，並針對了近日家長的疑
慮作出了澄清，例如倘學校認
為《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
冊》不適合就可以不用：
「（《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
冊》）係民間組織負責編制
的，只係為教師提供參考資
料，（學校及教師）認為唔
睇，咪唔好睇囉，甚至掉 佢
都得，所以根本就無所謂『洗
腦』。」

要理性對話 不應糾纏
他認為，不應該以遊行人數

決定是否撤回國民教育，最重
要的是大家要有理性對話，有
疑慮就要解釋，但就不應糾纏
在政府已解釋清楚的事情上，
應該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在遇上問題時始針對個別問題去研
究，相信透過理性對話，問題一定可以解
決。
另外，盛傳會出任發展局局長的立法會

會計界議員陳茂波昨日也強調，特區政府
會留意大家表達的訴求，但國民教育科絕
非「洗腦」，「每個國家都有國民教育，但
教材是否合適就另一回事」，又指學校倘拒
絕採用不合適或偏頗的教材，是正確的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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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期向教局提供意見

黃詩麗狄志遠：先試行再檢討

邀各界組委會
釋除國教疑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悠）有團體昨日發起遊

行，要求港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見另稿），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重

申，「洗腦」教育不可能在學校出現，因為編制

的教材、教學方法都是以學校為本，由學校決

定，但為釋家長疑慮，當局會成立一個有廣泛代

表參與的委員會，就該科的3年開展期向教育局提

供意見，進一步吸納不同持份者及家長的意見，

以不斷優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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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成員狄志遠以家長的身
份，支持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昨日突
發表聲明，稱對狄志遠就有關
國民教育言論「表示驚訝及遺
憾」，聲言以對方的社會經驗
及政治歷練，「居然無視社會
人士強烈的反對和憂慮，堅持
認為推行國民教育並無問題，
違背民意及民主黨立場」。他
又稱，已收到黨員就狄志遠言
論之投訴，民主黨將作跟進，
並要求狄志遠收回有關言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有團體昨日發起遊行，
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警方表示，起步時約
有1.9萬人參與，最高峰人數約3.2萬人；主辦單位則稱至

少有9萬人參加遊行。有參與遊行的家長表示，原則上不
反對推行國民教育，只是擔心課程內容偏頗，希望政府
重新諮詢；亦有不願參加遊行的市民直言，國民教育必

須盡快推行，「這樣才可把港英時代的教育撥亂反正」。
遊行的主辦單位「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與參

與遊行人士，於昨日下午3時起在維園起步，途經銅鑼
灣、灣仔，遊行至金鐘新政府總部。龍頭在下午4時抵達
政府總部，龍尾在晚上7時半到達終點。
昨日天氣酷熱，有遊行人士未起步已感到不適，須接

受醫療隊協助，更有人一度暈倒；由於今次遊行有不少
家長帶同年幼子女出席，部分人須定時為年幼子女餵奶
或更換尿片，情況有別於一般遊行。
遊行期間，警方在沿途實施交通管制，並維持秩序，

但遊行隊伍在銅鑼灣糖街附近的行人天橋底遇上瓶頸，
便不耐煩繼而鼓譟。當時不少人拒絕理會警方呼籲，突
破封鎖走出行車線，令警方不得不開放通道，結果現場
交通大受影響。有司機不滿遊行人士只顧考慮自己，阻
礙的士司機「交更」，亦令他們困在街道上動彈不得。
參與遊行的家長，大都表示希望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並再作諮詢，但有家長承認並無看過教育局的
課程指引，本身對該科的認知及觀感，只從新聞中獲
得。從事工程界的黎先生表示，事前不認識國民教育，
不過看新聞後擔心該科會「洗腦」，故帶同6歲的兒子出
來遊行。
不過，有不願參加遊行的巿民則直指，參與遊行的人

才是被「洗腦」的一群。今年75歲的林先生，曾任紀律
部隊及傳媒行業。他指出，沒有國民教育等同沒有歷
史，令下一代方向全失。他批評遊行人士受「港英教育
洗腦」，又受政黨影響才會出來遊行，欠缺獨立思考。他
希望政府能如期推行國民教育，盡快撥亂反正。

■林鄭月娥（左）指，不論遊行人數多少，政府都會聆聽意見，將就國民教育科成立一個有廣泛參與的

委員會，吸納不同持分者的意見。右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張勇邦 ■廖亞全

■張志剛認為，不應該以遊行人數決定是

否撤回國民教育。 資料圖片

■高永文

■林先生批評遊行者受「港英教育洗腦」和

政黨影響才會出來遊行。 劉景熙 攝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昨日發起遊行，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圖

為遊行人士到達政府總部對面的海富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狄志遠■黃詩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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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者報大遊行人數
部分參與者不反國教 憂內容偏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