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對於政府國民教育
科的3點修訂，學界及準備推行該科的學校普遍表
歡迎，認為此舉給予學校很大的學術自主空間，亦
能解決坊間對教材疑慮，及反映政府與反對團體對
話的誠意。不過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卻依然稱
「擔心學校受到壓力」，未滿意政府做法，又指要考
慮下一步行動。

津中議會主席廖亞

全、資小校長會副主席張勇邦均歡迎政府取消「開
展期死線」的做法。強調外界應尊重學校辦學自
主，勿干擾校政。東區家教聯會主席趙明認為，政
府的修訂顯示出與反對人士溝通的誠意，期望雙方
盡快溝通，解決爭議。
不過，連日在政府總部外集會的反對聯盟卻仍然

不滿意，形容政府只是「些微讓步」，又將「取消
開展期」自顧自演繹為「無限延長開展期」，家長

關注組代表黃瑞紅又聲稱，即使是校本自決，在政
府提供津貼下仍然擔心學校與家長會受到壓力推行
國民教育。她強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
力」。警方稱截至昨日下午9時半，政總共有2.75萬
人集會，大會則指有10萬人。
政府昨晚11時多發聲明，強調在撥款給學校及與

學校溝通方面透明度極高，個別人士稱政府或會
以撥款作誘因迫使學校推行此科的懷疑「純屬子
虛烏有，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學民思潮於今晨1
時30分宣佈結束佔領政府總部行動，但表示會繼續
抗爭。

反對聯盟結束佔領繼續搞事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昨日發表聲
明表示，認定國民教育科是「洗腦」毫無理據。
聲明指，反國民教育科的人究竟理據何在？

無非是「反洗腦」。但稍有常識的人應該知道，
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只是「形式」，是否「洗腦」
關鍵要看教材內容。《基本法》第五條早已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

政策」；何況，港府已決定教材由學校自行決
定，由教師編寫、施教，而一百個教師中有八
十多個都是教協成員，他們會搞出「洗腦」教
材嗎？迄今教材都未出台，怎麼可以憑先驗論
並一口咬定國教科是「洗腦」？因此，反對國
民教育科根本不合常識，不合邏輯，既無道
理，也無法理。

劉夢熊：認定「洗腦」無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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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拒撤 國教科校本自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鄭治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多時，造成社會

持續內耗，更干擾學校正常運作。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傍晚召開記者會，宣布鑑於

社會大眾的疑慮，在廣泛聆聽不同教育持份者意見後，決定對有關政策作出重大修

改，包括交由學校全面自決是否獨立成科甚至是否推行、取消3年「開展期」死線，

以及將檢視與修訂現有《課程指引》，更承諾在其5年任期內不會要求國民教育獨立

成科。政府強調，新修訂不等同變相「撤科」，因為一旦撤回，便代表所有學校都不

能開辦，違反多元社會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 在特區政府宣佈改變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這重大政策的記者會後，香港文匯報接
獲許多讀者來電，表示對當局是次向反國教示威
者「讓步」感到不滿，強調在香港推行國教是天
經地義之事，不應因反對派的行動激烈而退讓，
又批評反對國教的示威者向願意推行國教科的學
校及辦學團體施加壓力，是在試圖摧毀言論、意
見表達自由，及「多元、包容」的香港核心價
值，並突顯在香港落實國教科的必要。

一旦撤回 重推無期
在特區政府的記者會後，有讀者來電本報並忿

忿不平說，身為中國人，有責任認識國家情況，
這是天經地義之事，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
安排，是經過長時間的研究及廣泛諮詢而制定出
來的，當局不應因為反對派一時的選舉炒作，就
將政策隨意改變；過去的事實說明，政策一旦撤
回後，重推將會遙遙無期，當局應如期實施國民
教育。
另一讀者則坦言，香港於2005年已開始推行

「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內容就包括了國民教育，
現在開展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只是將該科
目名稱換了一個字，教材亦依舊，卻被攻擊至體
無完膚，是因為反對派將國民教育政治化，將支
持國教科都描繪為「罪人」，當局就更不應因少
數人的抹黑而輕言退讓，否則特區未來的管治將
舉步維艱。

開展國教 刻不容緩
有讀者則指出，反對國教的示威者不單佔領政

府總部，又煽動罷課、圍攻在新學年開設國民教
育科的學校等激烈行動，已非單純表達意見，而
是通過激進抗爭向政府施壓，以「紅衛兵」的方
式配合反對派進行選舉炒作，而類似的激進行徑
反映反國教的示威者缺乏應有的公民及德育素
養，缺乏對法治及公德的尊重，說明培養學生的
公民意識，建立守法、尊重他人觀念的國民教育
推行，確實是刻不容緩的。在這情況下，特區政
府更應該堅持立場，不應向激進行為妥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鄭治祖）對國民教育所引發的風
波，政府消息人士承認在處理時有所不足，形容事件發展升溫速度
快，政府未能及時應對，特別是需要檢討發放訊息的成效，例如全
面解釋科目的性質及整體計劃，「仍然有人誤解《課程指引》等同
教材，是不理想的。」至於修訂政策的出台時機，消息人士指，行
政長官也希望能更早公布，但近日政府工作繁多，強調從無考慮今
日進行的立法會選舉，「如要硬說是有關，兩星期前修訂才是更好
的『時機』。」
消息人士又說，無評修訂政策後集會人數增減，強調市民可自由

表達意見，特區政府從無就國民教育「匯報」中央政府，中央政府
也沒有過問。而在涉及香港與內地的事務例如處理非深圳戶籍人士
「一簽多行」等，中央對特區政府一直予以支持。

至於與3個主要反國教團體的會面安排，消息人士稱，有關團體提
出3個前設政府需時處理，並沒有拖延或採用「預備會議」字眼，而
考慮到早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與家長關注組的經驗，意見交換效果
不太好，所以要用多些時間理順具體形式，例如是否要設主持人、
規定發言時間相同，亦有考慮是否需要找傳媒直播。

政府認需提升信息發放成效

■梁振英昨日與林鄭月娥、胡紅玉、吳克儉共同召開

記者會，宣布國教科交由學校自主決定是否開辦，3

年開展期也一並取消。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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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政策修訂
1. 學校及辦學團體專業自決處理，包括是否開辦、是否獨立

成科、推行科目方式及時間

2. 取消3年「開展期」死線

3. 檢視及修訂現有《課程指引》，不設限期但會盡快開展

資料來源︰特首講話摘錄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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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日前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於電視訪問中表示，自己為了不離棄政
府而加入梁班子，押上個人的誠信及公信力，但近
日社會上卻出現市民對政府不信任的狀況，令她感
觸落淚，但她依然強忍難過，去表示希望「5年後的
香港是更好的香港」，結果卻遭《蘋果日報》以「鱷
魚淚」作標題醜化。昨日記者會上，該報記者進一
步提問政府修改政策，是否因為林鄭流下「鱷魚
淚」，梁振英即嚴肅地指，以「那三個字」去形容林
鄭落淚「不公道」，並希望該記者考慮是否還要這些
字眼去形容一位官員在訪問時落淚。

林鄭落淚遭醜化 特首斥「不公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反對國教團體連日在
政府總部外集會，行政長官梁振英直言，集會的確影
響到政府工作人員及車輛的出入，不過他強調，自己
及當局都以極大的寬鬆和包容態度處理事件及配合集
會人士，並已向警方及保安清楚表明不能夠清場。他
舉例指，有一天晚上下起大雨，他於凌晨時間致電工
作人員向集會人士送上雨具，另一晚集會的電力系統
出問題，政府亦委派機電工程署人員協助維修。
梁振英稱，以寬鬆及包容態度處理集會是基本原

則。除上述事例外，醫療輔助隊亦有到場候命隨時支
援絕食人士；另外於集會期間，警方也曾收到報案指
於現場發現可疑物品，即聯絡消防處到場處理，而消
防處人員後來亦有與集會者共同進行防火工作。

集會場地斷電 CY下令搶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政府就國民教
育科政策作出修訂，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有關國
民教育的推展歷經10年醞釀，由上屆政府前年提出
獨立成科，並於今年4月公布《課程指引》，現屆政
府是因應社會的聲音，近日匯集不同團體意見，及
尋求最大共識下提出了相關重大改動，「要跟機制
和程序處理，這是我們管治的重要依據」。他又強
調，相比「白紙一張」的「置安心」或「交通津貼」
政策，國民教育情況的醞釀和制定明顯更複雜，政
府在解決有關問題的時間，也僅比前兩者「慢十天
八天」，所以並不算太遲。

澄清非「政治任務」
昨有提問質疑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是否要為事件負責

甚至下台，梁振英亦主動「搶答」指，現屆政府在2
個多月前上任，吳在承接上屆政府決定及軌跡的情況
下做了大量工作，並盡力面對及解決有關爭議，認為
吳已經很努力，希望大家能「對他公道一點」。
梁振英又稱，「過去兩個月，大家可以清楚看

到，我施政重點是房屋、老人、貧窮等民生問題」，
直言假若沒有國民教育議題，政府該有更多時間處
理重要的社會事項，又強調此舉與中央政府及立法
會選舉等政治議題無關，絕非外間所形容的「政治
任務」。

醞釀10年匯共識 國教修訂非太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為解決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在社會中引起的爭議，行政長
官梁振英近日不斷約見不同中小學議會、老師
及家長團體，學界及家長均希望事件盡快得到
解決，讓德育及國民教育議題回歸學術，並希
望各界理性包容，一起尋求共識。八大校長會
昨亦首次表態，指大學一直致力培養學生理性
思考，關心社會，認識國家，放眼世界，也希

望學生及社會各界可就國民教育議題作理性討
論，盡快達成共識。
八大校長會昨回應學聯的公開信則表示，對

學生關注社會教育政策予以肯定，也尊重同學
參與罷課的決定，但提醒同學要以開放態度包
容不同聲音。
校長會又強調希望社會就國民教育議題作理

性討論，盡快達成共識。

八大校長首表態 理性包容尋共識

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開幕，胡錦濤主席
發表講話，他表

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要積極探索區域經濟一
體化問題新思路，循序
漸進推進亞太自由貿易
區建設進程。

詳刊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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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為打擊北區日
趨猖獗的走私活
動，與深圳海關成

立專責行動小組並實施
聯合行動，冀減輕口岸
人員執法壓力，並清理
水貨活動，維持北區市
民生活正常。

詳刊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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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昭通彝良地震
發生後，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率工作組

星夜趕到災區，慰問災
民、部署救災工作，他
安慰和鼓勵災區民眾：
「別怕，我們一起渡難
關」。

詳刊A8

要
聞指

揮
救
災
工
作

溫
總
赴
雲
貴
震
區

廣州百貨業不景，
為扭轉困局，廣州
三大知名百貨商家

友誼、廣百、王府井過
去兩日輪番大減價，吸
引大批市民搶購，更導
致主幹道之一的環市東
路大塞車。

詳刊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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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央行無限買債
方案，雖然市場大
為受落，但在德國

引起極大迴響，反對聲
音很大。德總理默克爾
冒影響明年大選選情之
險，與財長朔伊布勒為
方案護航。

詳刊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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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揭發罕見以
氦氣自殺案件。一
名25歲已婚青年疑

不堪感情困擾，昨凌晨
在家中以2罐氦氣注入
套在頭上的膠袋內自
殺，至清晨母親始發
現，返魂乏術。

詳刊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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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連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及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

員會主席胡紅玉，在政府總部會見傳媒，宣布
以「教育歸教育」為原則，就該科作出3個重大
修改：容許辦學團體及學校，專業上自行決定
是否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包括學校可以自
行決定是否獨立成科、推行科目的方式和時
間；取消3年「開展期」的所謂「死線」；另
外，政府又將重新檢視現有的《課程指引》，歡
迎提供意見，如有需要會進行修訂。

梁振英：望尊重開科學校
他強調，近日社會的爭拗已波及學校正常運

作，影響學生上課學習，他不想見到教育的和諧
受影響，期望校園生活回復正常。而就近日部分
有意開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校受到外界的壓
力與批評，梁振英鄭重呼籲社會人士給予他們自
主權和空間。他指香港是多元社會，如有辦學團
體和學校已開展計劃，請外界不要干擾，讓他們
在不受外力影響的情況下推行此科。
對於在政府總部外絕食人士，梁振英表示十

分關心其身體狀況，勸喻他們結束絕食、罷課
和集會。他又承諾在其5年任期內不會要求獨立
成科。
當被問及「修訂」是否等同「撤科」？梁振

英則反問「撤回」的含意，「是不是有辦學團

體希望推行，政府亦要用某些手段去禁止學校
去開科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政府消息
人士則指，有關修訂不等同「撤回」或「變相
撤回」國民教育科，因為基於多元社會原則，
不應該禁制學校按本身情況開科，而有意開科
的學校，可按《課程指引》先行開展德育的部
分，而關於國情及其他社會有意見疑惑的部
分，政府會重新檢視及修改，甚至更新指引。

胡紅玉：委會續建言《指引》
就政府作為辦學團體的官校，消息人士強調

尊重學校及家長的意見，絕不會勉強；而向每
校提供50多萬元津貼的情況，則要交由教育局
研究，未有定案。
林鄭月娥補充指，政府就國民教育科政策的3

個修訂，屬重大改動，故《課程指引》及相關
文件會隨即展開相應更改。現時不同的持份
者、教育團體，均對《指引》內容和當代國情
的教材有多項意見，政府樂意重新檢討，希望
關心此科的人士盡快提出意見。
胡紅玉形容是次修訂「果斷、包容及開明」，

容許學校自決是否開辦德育、公民教育或國民
教育，也能配合學術自由。開展委員會未來會
繼續就《課程指引》等給予意見，並邀請各界
商討開辦該科的經費、資源和教材等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