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團體反對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在３年內推行，抹黑課
程以及指責有關國情的交流團
都是「洗腦」，其中最為離譜的
是有報章借國民教育促進會的
湖北交流團大做文章，借題發
揮，恣意攻擊此交流團為「洗
腦團」。此團名為「香港青少年
紅色之旅」，反對派報章不問內
容便任意上綱上線，聲稱部分
教師指此團其中一天參觀辛亥
革命博物館，再參加八一建軍
節聯歡，把共產黨在1927年在
南昌武裝奪權「等同」1911年
辛亥革命，向學生灌輸扭曲觀
念云云。

一場反對派的選舉操作
這些教師首先是假設學生是

一張白紙，經歷小學常識以及
歷史甚至中文課的學生，有可
能會認為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是同盟會孫中山、黃興以外的
人領導的嗎？莫非中學生真的
如鸚鵡般不經思索、人云亦
云？莫非參觀辛亥革命博物館
時無專人向學生導賞展品並解
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前因後
果嗎？「偷換概念」只是少部
分教師團體的藉口，妄圖利用
一些正常學術、文化交流活
動，抹黑國民教育科，實情上
是一場反對派的選舉操作。
只要細心看「香港青少年紅

色之旅」的行程，學生們參觀
遊覽湖北省博物館、三峽大
壩、屈原故里、赤壁古戰場等
著名景區和文化名城，領略人
文風情，探尋歷史之根、民族
之根，何來「洗腦」？莫非讓

學生們以實惠價親身體會中華文明之光亦為
「洗腦」？再者學生在暑假中原本可以四處遊
玩，安心放假，此交流團充分補充了學生對中
國歷史、中華文明的知識，讓他們的暑假除了
休閒度日外，還可擴闊見聞，這不是教師的期
望嗎？

「洗腦」論調 上綱上線
今年暑假，教育局資助了近十個交流團讓學

生走訪各地，而教育局之通函亦清楚指出教學
重要目標是要讓學生有批判性思維，明確對內
地的發展進行反思等等。
部分反對派團體認為凡是有關國情的交流團

就是「洗腦」，這些大帽子或上綱上線的操作
伎倆顯然經不起事實的考驗。
查看近年來交流團的紀錄，如香港校長教師

考察團、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班、
「薪火相傳」系列活動等，多家來自不同背景
的學校校長、主任、教師亦曾參加過赴內地交
流團，有沒有「洗腦」成分，各參加者已經有
切身體會，如果對交流團有質疑，大可回港後
向教育局、校方或媒體即時反映。同時，政府
已經表明國民教育科是由校方或教師自決，這
種安排亦迎合了學校醞釀已久的計劃。早在
2006年，教育統籌局首席教育主任（課程發展）
容寶樹在《香港國民教育的路向》中已經提到
國民教育推動原則是「不能『只談成就，不談
缺失』，要中肯持平、實事求是，讓學生全面
掌握事理」，有了校方自訂的教學方針，亦明
確了訓練學生有批判性思考的原則，這不正是
教育者所期望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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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3月發出數碼聲音廣播牌照以
來，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支援措施，推動
數碼聲音廣播的發展，包括取得撥款在政
府隧道裝設數碼聲音廣播系統、經與內地
當局商討頻譜協調後加強發射功率，以擴
大訊號覆蓋，以及在過去數月透過不同平
台作出宣傳推廣等。

發射訊號的功率
在去年審議數碼聲音廣播牌照時，各營

辦機構已按實際需要向當局提出訊號傳輸
計劃，列出營辦機構自己提出需興建的發
射站及其發射訊號的功率。當局在審批牌
照時，經考慮計劃對現有頻譜使用的影響
後，已於發出廣播牌照時一併予以批准。
而數碼聲音廣播機構的牌照中亦已清楚訂
明，興建廣播發射網絡以提供合適的訊號

覆蓋，是廣播機構的責任。
各營辦機構其後因應籌備工作，要求增

加發射站的發射功率。由於香港用作數碼
聲音廣播的頻譜和內地鄰近一帶用作電視
廣播的頻譜相同，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通訊辦）經與內地商討頻譜協調後，已
於去年年底同意各營辦機構加強大部分發
射站的發射訊號的功率，例如筆架山發射
站和金山發射站的發射功率已分別增加
70%及650%。事實上，數碼聲音廣播的
整體發射功率已大幅超越FM廣播的整體
發射功率。
我們必須指出，不斷增加發射功率並非

解決接收問題的萬應良藥。現時訊號接收
的問題主要是因地勢和建築物遮擋而產
生，而改善問題的最有效方法是增加補點
發射站。

至於發射站網絡方面，我們注意到各電
台現正籌建4個補點發射站，在今年年底
至明年年初相繼落成，這將有效改善接收
情況。各數碼聲音廣播機構如能在日後繼
續發展廣播網絡，廣播訊號的覆蓋範圍可
望進一步得到完善。當然，各廣播機構之
間需要建立共識，為興建補點發射站增加
投資。當局會繼續督促有關廣播機構採取
有效措施，盡快改善數碼聲音廣播訊號接
收的情況。通訊辦亦會通力配合，繼續與
內地商討頻譜協調的事宜。

行車隧道和港鐵內的接收問題
自我們在去年6月取得立法會撥款超過4

千6百萬元後，現正於11條政府隧道安裝
專用數碼廣播轉播系統。流量最高的香港
仔隧道、中區海底隧道、獅子山隧道和將

軍澳隧道安裝工程可望於本年年底完成，
其餘七條政府隧道的安裝工程會陸續在
2014年年初前完成。
至於在港鐵地下車站及鐵路和私營隧道

內接收問題，與模擬聲音廣播的安排一
樣，乃屬商業事宜，應由商營電台，按商
業原則與有關機構商討。
政府一直為數碼聲音廣播服務作出大力

的宣傳。配合電台試播節目，我們在本年
四月底開始，在巴士車身和車站張貼廣
告、在報章刊登廣告、派發宣傳單張及海
報、於《選擇》月刊中刊登文章，及在電
台，電視台和主要網頁推出宣傳聲帶和宣
傳片段等，費用達380多萬元。
數碼聲音廣播只是剛推出不久，各項服

務正在發展當中，我們期望各電台繼續完
善網絡，提升服務質素。

政府致力支援數碼聲音廣播發展

國民教育成為近日本港爭議的焦點。在香港某些人眼中，
香港推行國民教育，要學生從小培養愛國之情，就是不折不
扣的洗腦；讓香港學生了解國家、熱愛國家，將會動搖、損
害香港的核心價值。可是，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內的世界
領袖均認同中國繁榮強大不僅有利於西方，而且有利於世界
的均衡發展。而中國能有今天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日益
改善的局面，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贏得全世界的認同
和尊重，完全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民主協商合作的政
治制度所產生的成果，這種發展模式已被西方輿論稱之為
「北京模式」，受到西方的重視和研究。

不能因少數人誤導而否決國民教育
回想百多年前的中國，飽受列強的恣意欺壓侮辱，幾乎陷

於亡國的邊緣，香港也被迫與祖國分離。正是因為中國共產
黨的出現和領導，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抗拒外敵，數千
萬的中華兒女為挽救國家、民族，前仆後繼拋頭顱、灑熱
血，最終換來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後來又是中國共產黨開創
性地推動改革開放，國家發展步入快速軌道，與世界主流不
斷融合，中國更趨文明進步，令世人刮目相看，中國人在世
界上也更有尊嚴。我們作為香港人，對國家興衰的轉變深有
感受。港英管治時期，管治當局刻意打壓宣揚熱愛祖國的聲
音，市民的言論自由根本得不到保障，那時候的媽媽怎麼可
能帶 子女上街表達訴求。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也是國情
教育的重要組成，讓香港的學生接受國民教育，可以讓他們
更好地認識國家、香港的歷史，激發他們熱愛國家、民族之
心，有利學生們拓寬視野、健康成長。更何況，香港的各項
發展與內地密不可分，內地廣闊的發展空間，為本港年輕人
提供大展身手的機遇，學生接受國民教育是為未來發展作好
準備，怎麼可能因為一些人以偏概全的誤導，而全盤否決國
民教育呢。
儘管社會對國民教育的課程和內容存在一些爭議，這完全

可以通過理性討論、集思廣益來解決，而且國民教育科的要
求極為寬鬆，不僅由學校教師主導課程教學，而且不設公開
考試，不打分數，還可由校方按「校本」原則、根據自身情
況，有3年的推行緩衝期。可惜即使在這樣寬鬆的情況下，作
為本港最大教師團體的教協竟然以煽動「罷課」、「罷教」的
極端方式，迫令政府撤回國民教育，這種為選舉造勢而不擇
手段的做法，將無辜學童淪為其政治工具，對學生作出不講
誠信、偏激狂妄的惡劣示範，不能不令人感到憂慮。

罷課否決國民教育旨在選舉操作
教協過去對於推行國民教育科，雖然也有不同意見，但態

度較為溫和，基本上認同學校有需要教授有關科目。前教協
會長張文光在2008年競選立法會議席時，在政綱中就明確提
到「重視學生德育和國民教育」，並強調「加強國民教育，學
生應修讀中國歷史，讓學生認識國家」。去年的一項調查顯
示，八成教師認同政府的國民教育課程。由此可見，教協的
大多數會員並不反對國民教育。近期教協之所以在國民教育
問題由溫和轉趨激進，是因為教協最新換上的立法會議員參
選人立場偏激急進，如今提出以離經背道的罷課來否決國民
教育，不過是借打擊政府威信，進行選舉操作，撈取政治利
益。
教協是一個教師團體，為人師表，應該首重師德。唐代

文學家韓愈在《師說》中給教師職業下的定義是：「師
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教協煽動全港中小學罷課，
完全違背師德，是要把數十萬學生和家長的利益，拿來做
選舉操作的犧牲品。 我國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曾經以言警
世：「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的
學規中有「朋友有信」、「言忠信，行篤敬」等道德戒條；
現代教育家陶行知也有「千教萬教，教人求真」的名言。
教協對國民教育出爾反爾的行為，無疑會對學生作出不講
誠信的惡劣示範。

煽動罷課扭曲學生處世態度
教協煽動罷課，不但影響廣大學生學業、妨礙教師工作，

更嚴重、更惡劣的是，會向學生灌輸錯誤的想法，以激進取
代理性，扭曲學生的為人處世態度。既然教師因稍有不滿就
動輒罷課，那麼日後教師、學校未能滿足學生的要求，學生
們也有大條道理罷課，成為不講道理、唯我獨尊的社會背叛
者、「小霸王」！這樣激進非理性的學校、社會成何體統，
教協高調揚言罷課只會教壞學生、做壞榜樣，師道何存？
教協因為立法會選舉，炒作國民教育議題，令教育議題政

治化，受到社會的質疑。全港18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達成一致
共識，反對任何罷課、罷教行動，認為個別團體不應以學生
作為「政治籌碼」。可見，社會理性的大多數已向教協發出清
晰明確的信息，罷課不得人心。對於一意孤行、走火入魔煽
動罷課行為，社會各界必須給予強烈批評，及時制止這種惡
化社會風氣的行為。

教協煽動罷課，不但影響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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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煽動罷課罷教教壞學生做壞榜樣

早前反國民教育遊行，組織者表面上

是家長關注組和學民思潮，但是實際上

卻是受各大反對派政團影響，加之立法

會選舉將近，各反對派政團及候選人欲

蓋彌彰的聲明、無端偏激的表態都是為

了之後的選舉「博 彩」。如此維護政團

利益，為了選票和政黨利益不惜損害民

眾利益，實在是極不負責的行為。在香

港，國民教育是趨勢所向，國民教育提

供了一個全面了解國情，建立共同認識

的機會，是青年北上就業、創業，解決自身困難的一條重要途徑，不

應隨意否定。

香港社會的穩定，除了政府依法施政和國家政策支持之外，也是眾多愛國愛港
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例如著名的愛國愛港人士霍英東先生，在國家有需要時全
力協助國家渡過難關，在國家的經濟改革開放過程中貢獻巨大，事業有成之餘又
利用自己在各方面的影響力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為香港各界人士作出榜樣。然
而，老一輩愛國愛港人士多數即將退休或已到退休之齡，香港需要新一輩的接班
人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需要現在的青年一輩成長成為像霍英東先生一樣的社
會領袖，領導社會各界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下，維護
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前輩們是上一代社會的建設者，作為後輩，我們這一代享受
前人創造的優越條件，更應肩負起建設者的使命。

解決青年問題 關係本港長遠發展
但是，特區成立15周年以來，特別是最近的五年，有些青年人中蔓延 對本地

社會制度的不滿情緒，同時也存在 對國家抗拒及不理解的傾向。究其原因，一
方面是因為青年人「學業、創業、就業、置業」「四業」問題得不到滿足；另一方
面則是外力及一些媒體在煽風點火，引導錯誤輿論。以蝙蝠俠首映槍殺案事件為
例，媒體並沒有引導人們思考過分自由政策的危害及政黨政治中各黨利益博弈阻
礙反槍支法案訂立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問題，給香港社會帶來反思，僅僅是一篇簡
報便匆匆帶過；與此同時卻又天天盯 內地的負面事件不放，長年累月報道內地
的負面新聞，如此行為，實在居心叵測。但是青年人對社會認識尚淺，在自身基
本需求得不到滿足、媒體錯誤輿論引導、缺乏參政議政平台的情況下，很容易被
不良勢力的政治團體利用，採取激進的政治方式表達訴求，影響同齡人的思想、
行為及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同時，香港青年的消極情緒使他們失去向上奮鬥的

動力，不利於香港社會未來的發展。解決青年問題，是特區後續穩定發展的重要
基礎工程。
對於香港青年人（不論是剛剛步入社會的青年學生、擁有穩定收入的專業人

士、還是已小有所成的青年企業家）來說，一份成功的事業和一個參政議政的平
台是他們為香港作出貢獻的舞台。這兩者中，事業是本錢，為服務社會提供時間
及金錢，是參與社會活動的基礎要求。因此，如何「立業」是解決青年問題、提
高香港青年地位和社會作用的關鍵。
近年本港青年北上工作、創業蔚然成風。然而，語言問題是阻礙香港青年北上

工作、創業的重要原因之一。《香港青年趨勢分析2011》調查顯示，在香港15-24
歲的青年人中，對自己普通話水平滿意的比例為57.5%，而在25-39歲人群中這一
數字僅為49.9%，在這些對自己普通話滿意的青年人中，並非所有人都能與內地
人熟練交流。語言上的障礙會使香港學生難以融入企業，打擊他們北上工作的積
極性。

操弄國民教育議題損害青年利益
同時，北上就業的一個重要前提便是對內地歷史文化有基本了解，跟內地同事

對國家現狀有基本認同，因此，鼓勵青年北上，國民教育是重要一環。近一段時
間，「國民教育」成為社會最熱的話題之一。其實實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根
據外國學者的調查，在1870年到1970年的各國憲法中，明確規定國家有義務提供
國民教育的個案有139個，其中美國、英國、德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對國民教育都極
為重視。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麼，要問你們
能為國家做些什麼。」這句話一直被當作美國愛國教育的範例。香港一百多年來
一直受到英國的殖民統治，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稀薄，對身份定位感到疑惑，
在各方勢力和思想的影響下，容易產生對國家的消極情緒和誤解。如今香港回歸
祖國已經有15年了，內地與香港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不斷加深，身份認同的觀
念也在不斷改變，人們開始認同自己不僅是「香港人」，更是「中國人」。如今推
行的國民教育，符合大部分香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人的切身利益。
然而，反國民教育遊行，表面上主體是家長關注組和學民思潮，但實際上卻是

受各大反對派政團影響，加之立法會選舉將近，各反對派政團及候選人欲蓋彌彰
的聲明、無端偏激的表態都是為了之後的選舉「博 彩」。如此維護政團利益，為
了選票和政黨利益不惜損害民眾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實在是極不負責的行為。
而在香港，國民教育是趨勢所向，不管是對內經濟合作、北上發展，還是對外海
外交流、吸引遊客，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中國身份的認同都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對青年人來說，國民教育提供了一個全面了解國情，建立共同認識的機會，是北
上就業、創業，解決自身困難的一條重要途徑，不應隨意否定。
我建議，政府及各青年組織有針對性地開展規範的普通話課程，或將普通話課

程納入國民教育範疇，提高香港青年的普通話水平；進而將普通話設為必修課
程，普及全民普通話。在聽取各方意見後堅定不移地推行國民教育。任何政策的
推行都需要民眾給予一定的時間和容忍度，讓政策能夠在各方意見下修改完善，
惠民惠港。

阻礙國民教育 置青年利益於不顧

單志明
九龍東各界聯會副會長 浙江省政協委員

施榮忻 全國青聯常務委員
香港菁英會創會兼榮譽主席

黃智祖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通訊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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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榮忻

■社會應正確認識國民教育的意義。以先入為主的觀點煽動

學生罷課否定國民教育，以激進取代理性，只會扭曲學生價

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