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人須增強國家意識
本來，一個國家的公民，你要愛這個國

家，要了解國家，這是知識也是常識，更是
國民共識。尤其作為中國香港特區的港人來
說，增強國家意識尤為重要。這不僅是對國
家的認同，也是對自身歸屬的肯定，更是香
港回歸以後的需要。回歸後，香港實施「一
國兩制」，國民教育正是「一國兩制」下「一
國」原則裡不可缺少的內容，也是香港回歸
祖國後的必要補充。
當然，需要港人認真研究和思考的是，香

港與內地不一樣，實行兩種社會制度，兩種
意識形態，教育如何做到既堅持「一國」，又
能體現兩種制度，這本身既是教育成果的反
映，也是一種新的探索。

國民教育有益學生成長

事實上，香港教育局推行該課程時已經過

長時間的公眾諮詢，盡量反映社會特別是教

育界對指引的意見，強調客觀地多角度分

析，對於有爭議性議題和任何事件，毋須回

避， 重培養學生獨立判斷、思維和分析能

力。該課程列明的學習目標，主要是探討國

家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包括成果、困難、局

限和改善方向。

更重要的是，香港各學校和教師完全可以

自行決定選擇何種教材及教學方式。最後，

教育局並沒有要求必須今年推行，而是給出

了三年的開展期，由學校自行作出決定。任

何香港市民只要仔細閱讀該課程的指引，定

能作出清楚的判斷。香港的國民教育是一門

特定的課程，對培養下一代的品質很有益

處。香港已回歸祖國15年，與內地的經濟文

化高度融合，並服務內地龐大市場。時至今

日，聽不懂普通話及不了解國情的港人已漸

漸難以適應社會發展，更何況香港青少年若

再不了解國情，勢必大大削弱其將來的競爭

力。

探討多種形式的國民教育
顯而易見，香港這門「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不是簡單講歷史，不能只擺現象和事實讓學

生去辨識，這不符合教育的要求。如何去詮

釋歷史，如何去看待國家的現狀，香港人資

訊靈通，有自己的辨識力，需要找到「一國」

和「兩制」的辯證統一。在國民教育內容上

遵循和尊重「一國」原則，同樣要謹慎思考

「兩制」的社會現實。不少香港學生家長對於

推出國民教育存在疑問是可以理解的，原因

是任何教育的改革都會影響到子女學習及成

績，家長們自然分外上心。實際情況是，香

港教育局對學生國民教育科的評估，既不屬

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更沒有設立公開

考試或呈分制度，因此對學生的派位及升

學，不會構成任何影響。須知，國民教育科

非本港獨有，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設立了

不同形式的國民教育科。

其實，香港教育局已安排學校以三年為國

民教育的「開展期」，讓學校能夠因應各自的

進度及情況循序漸進地推行，並且不斷汲取

經驗，進一步完善該課程，並非在今年9月就

要全盤推行，有顧慮的家長大可在這段「開

展期」提出意見。隨 時代的進步，各種資

訊在世界範圍傳播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帶來

技術的不斷更新換代。這次香港推行國民教

育科更是一次難得的機會，社會各界應共同

探討以合適的方式來推行國民教育。可以相

信，回歸祖國後的廣大市民將會為了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為了振興中華而團結一致﹗

對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社會各界對課程內容有不少

意見，其中有一些誤區，應進行解釋和溝通。為此，香

港教育局擬成立一個廣泛參與的委員會，諮詢意見並實事求是地加以改進。教

育局公佈的「國民教育科」指引共181頁，在該指引中明確說明要培養學生

「發展獨立、多角度及批判性思考能力」，計劃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將作為香

港學校的新必修科目，其目標除了為加深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及對國民身份的認

同外，亦是為了提升學生的個人品德及國民素質，促進對不同生活範疇（包括

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的身份認同與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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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新班子上任不過滿月之期，工作剛

剛展開，任務剛剛入手，政府新架構尚未設

立，新特點還來不及充分體現，其施政需要更

多的時間加以觀察、檢驗，因而「滿月賀辭」，

可說的其實並不多。社會上一味反對的聲音固

然是執己妄言，不屑一顧，就是讚揚的言辭，

其實也需要更多的論據。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表

達的意思很好：新班子需要更多的空間，需要

更多的時間。

當然，本屆政府班子履新已有一月，畢竟過

了五年任期的六十分之一，我們和廣大市民一

樣，對新班子的所行所言，還是有許多要表達

的感受。

4月25日正式啟用的梁振英的網站，有題為

《從心出發．重新認識．梁振英》的小冊子。

「從心出發」四個字，其實也是新班子上任一個

月來最動人心、彌足珍貴的施政特點。在當今

世界政治舞台上，政治家為了獲取民意，總會

開列出一條條的承諾，乃至看起來行之有效的

一系列實施方案，但真正能在日後付諸實現

的，往往並不多。究其因，根本上講，政治家

乃是用「言」承諾，是便宜之計，而不是用

「心」承諾。而諸位知道，只有用心的承諾，才

是真正的承諾。故而梁振英的「從心出發」，超

越了一般的「口惠」，表達了他對香港之承擔，

是「以心相許」。

這從新班子上任後的所言所行也得到了印

證。

先來看看落區行動。新班子上任後半個月，

已經三次落區，完成首輪巡迴18區。梁振英表

示，三次落區，達到預期目的，能夠更加充

分、更加立體了解市民對社會發展的期望，以

及市民心裡的一些想法和顧慮。俗話說，見面

三分親。落區行動一方面便於政府了解民情，

另一方面也縮短了同普羅大眾的感情距離、心

理距離和政策距離。更進一步說，通過特首帶

隊落區，以實際行動向整個政府團隊明確了

「施政以民生為本」的理念，令政府團隊在「想

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的施政理念上達到

「精誠團結」，為未來施政順暢打下基礎。因此

說，落區之行，體現的是「理」，是「情」，也是

「心」。絕大多數市民對政府高官落區給予很高評

價。梁振英更表示，高官落區將一直實行下

去。

再看看新班子推出新措施的特點。特首梁振

英在7月16日出席特區立法會答問大會時，表示

政府將落實推出五項措施：開設每月2,200港元

的特惠高齡津貼，每年允許5,000名符合申購居

屋的港人，在居屋第二市場購買未補地價的居

屋房子；與非政府機構合作興建青年宿舍，首

輪目標是提供3,000套住房；把長者醫療券金額

由每年500港元增至1,000港元；改善各地區無障

礙設施；成立「社會企業發展基金」協助推廣

社企。這些措施，一是對象均為物質及社會資

源相對不足人士，真正是急人所難的雪中送

炭；二是內容涉及到了高齡化、房屋政策、青

年置業以及醫療救濟等領域，真正是把藥劑敷

在了民生的痛處。特首梁振英說他的競選政綱

中已有這些承諾，可見這些承諾在他心中的份

量之重。而他帶領下的新班子不足一月即已實

現諸多承諾，也足見其雷厲風行的施政風格、

急民所急的施政理念，以及「成熟一項，落實

一項」的務實精神。

香港積壓的深層次問題很多，而反對力量對

施政的多方掣肘又客觀上加劇了這些問題的嚴

重性，以及解決的難度。接下來，香港面對

本港及外圍多方面挑戰，經濟發展、政制推

進、民生改善、社會和諧的任務十分艱鉅。要

在滄海橫流中顯出英雄本色，新一屆特區政府

需要付出的，不止是智慧、辛勞，更需要付出

一顆真誠服務香港的心。有此真心恆心，則精

鋼不可奪其志，萬難不可怯其力，必會於關鍵

時刻得到廣大市民的堅定支持。

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會得到中央

的大力支持，偉大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後

盾。胡主席出席香港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

的講話以及中央的一系列表態，都準確無誤地

強調了這一點。「心許香港」的新班子是值得

期待的，他們最需要的，不是刁難，甚至不是

掌聲，而是時間。請給他們時間！

（本文轉載自最新一期《紫荊》雜誌）

新班子「滿月」初贏民心

應走出國民教育爭議的誤區楊孫西

紫荊雜誌評論員

雖然香港回歸祖國已經15年了，但仍有很多香港市民，當然
也包括學生，對自己國家的認識不足。現在教育局設立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學校有系統地推行國民教育，實在是一件好事。
我是一位小學家長，我非常贊成在學校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教育局本來已就這個議題在社會上進行了廣泛的諮詢，但
是最近有人發出反對聲音，其實何需害怕推行國民教育呢？回
看一下，在我們周邊的國家：韓國、日本，甚或歐美國家，他
們都有推行國民教育，正正因為他們推行了國民教育，當國家
出現困難時，國民不單只沒有埋怨自己的國家，而且還站在與
國家一致的立場上去解決問題。日本、韓國都是好例子。我十
分欣賞她們的國民那麼愛國。
我的小兒子曾到過大埔的國民教育中心參加日營，他回來後

跟我說，國民教育是很有趣的，一點也不覺悶，他還學到很多
知識，包括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國旗國歌國徽的由來，認識與
品德修養有關的道理。事實上，國民教育完全與洗腦拉不上任
何關係，為何一些有心人硬要醜化國民教育呢？
當前政府要推行國民教育，確實有需要，相反我倒擔心政府

因少數人反對而撤回這個學科，那麼，我們的子女將會欠缺學
習成長的課程，將來長大成人後，不認識自己國家，不知道自
己身份，不懂自己對社會的承擔，那該是多麼可悲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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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日舉行的反國民教育遊行，除有教育工作者及

家長和他們的子女出席，還有不少政黨及立法會選舉

參選人參與。反國民教育遊行，連嬰兒也被推上前

線，令人嘆為觀止。一些家長將思想稚嫩的孩子擺上

，做法值得商榷。遊行之後，教協及學民思潮提出

有意發起罷課，脅迫政府在9月開學前撤回該科。教

協高層更通過決議，稱如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科，會

於9月3日開學日發動罷課。這種以犧牲學生學業為手

段，騎劫家長和中小學生的行為，更令人難以茍同。

對於罷課論，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罷教或罷課

都不是大家願見的」，學校教育應以學生的學習為中心

及其利益為先，希望教師或家長在表達訴求或意見

時，都能以不妨礙學生正常學習為首要考慮。許多家

長強烈反對罷課，強調「不要用小朋友作子彈射政

府」，認為做法如用刀要脅政府就範，而且會剝奪學生

上課時間。教評會副主席蔡國光稱，「動輒就罷課只

係當學生為談判籌碼」。

反國民教育完全沒有道理
回歸以前的香港，實行的是完整而嚴格的殖民主義教

育。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從學校到社會，真實的中國歷

史和燦爛的中華文化幾乎被抹得乾乾淨淨，歪曲、醜化

中國的資訊卻比比皆是，殖民奴化意識更無時不在、無

孔不入，滲透到每個角落。直到今天，反對派還反對香

港推行國民教育。

2007年6月胡錦濤主席訪問香港時曾語重心長地指

出：「我想特別強調的是，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和希

望，也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

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

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正如當時輿論指出，

胡主席上述談話可說一擊即中本港的一大盲點。胡主席

用「特別強調」一詞，說明國民教育工作對香港未來發

展的重要性。

行政長官梁振英主動回應反國民教育遊行，他強調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並非新政府的政治任務，不會強推亦無

意洗腦，指科目醞釀十年，學校可自行決定於今年、明

年或後年推行。他決定將備受爭議的當代國情部分教

材，上載於互聯網接受公眾監督。教育局將成立具廣泛

參與性的獨立委員會，考慮邀請大學學者加入。據悉，

獨立委員會將重新檢視課程指引內的當代國情部分，不

排除刪減或修訂引起爭議的字句。香港已回歸15年，醞

釀國民教育用了10年，諮詢跨越了2年，之後還有3年的

開展期，在如此寬鬆的空間下，反對派還要挑起反國民

教育的風波，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國民教育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慣例
國民教育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慣例。按照國際慣

例，公民對國家群體的責任和義務，是國民教育的核心

內容。對於公民來說，「國家」是一個由疆域、民族、

歷史、文化、語言、傳統等原初因素形成的總體，愛國

主義是公民不假思索的感情自然流露，是千百年來鞏固

起來的對自己的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政治學家馬

歇爾（T.H. Marshall）指出，「公民性」需要「凝聚力」

(bond)，而凝聚力的基礎，則是「直接的群體成員感，它

來自於對共同擁有的文明的忠誠，來自對國家的忠

誠」。

從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慣例來看，國民教育這一種集體

認同（mass identification）過程，是關乎如何在屬於同一

國家的群體中，建立國民身份的意識。國民教育在不同

的時代和不同的國家，固然有不同的內涵，但對民族歷

史文化和民族國家的認同，卻是一脈相承。這是一個民

族能夠自立於民族之林之根本所

在。實際上，國民教育不僅關乎教

育範疇，而且關乎香港的發展，香港只有

融入國家才能有更大的發展潛質。如果不認識國家，香

港怎麼能發展？港人如果對國家民族沒有認同感，怎麼

能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拓展自己的出路？

若是對學生負責就不能反對國民教育
反對派將國民教育妖魔化，其理由是指內地社會存在

一些負面現象。這是無視世界歷史發展的看法，也是一

葉障目的觀點。實際上，從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罪

惡到自由資本主義的文明建設，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

程。內地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濃縮了西方國家上百年

才走完的階段，存在一些負面現象，並不奇怪。但更為

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內地社會的進步舉世讚揚，

這才是國家發展的本質和主流。這也是作為國家的一個

特別行政區的青少年需要認識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國

情。香港的國民教育應幫助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尋找自己

的身份認同，應從「認知」、「情感」及「實踐」三個

層面推動國民教育，讓香港青少年認識國家的歷史和現

況，了解國家面對的機遇和挑戰，鼓勵青少年到內地認

識祖國和體驗國情，激發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及對國民身

份的認同。

目前在西方國家，學習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成為中

產和專業人士對下一代加強競爭力培養的新潮流。港人

如果不認識國家，香港怎麼能發展？港人如果對國家民

族沒有認同感，怎麼能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拓展自己的

出路？若是抱 對學生未來負責的態度，怎可反對和妖

魔化國民教育？

不應犧牲學生利益反對國民教育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國民教育不僅關乎教育範疇，而且關乎香港的發展。國家日益

強盛，香港與內地在各方面的合作日益緊密，香港只有融入國家

才能有更大的發展潛質。目前在西方國家，學習中國文化和中國

國情，成為中產和專業人士對下一代加強競爭力培養的新潮流。

推動國民教育，能夠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和自己前途的信心，

拓展他們的理想和事業。若是抱 對學生未來負責的態度，怎可

反對和妖魔化國民教育？怎可鼓吹罷課犧牲學生學業和家長利

益？作為一名資深青年工作者，本人不認同任何政黨或人士出於

政治私利，犧牲學生利益反對國民教育。■龍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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