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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指引擱置不撤科
特首望平息社會爭拗 強調學校可自決開展

不能「撤科」「擱置」合適

教團：已釋疑 勿再政治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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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反國教思路混雜不科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珈南）持續多個月的國民教育風波，可望暫告一

段落。「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昨早舉行第三次會議，一致確立

香港學生理所當然要接受德育、國民及公民教育的原則，亦全面認同政府

上月提出開科與否校本自決的政策修訂，不贊成「撤科」。而因應部分社會

人士對有關《課程指引》仍感不安，委員會在絕大多數同意下認為應擱置

《指引》。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午隨即接納各項建議，強調政府不會再作任何

官方規定，希望藉以平息社會爭拗，教育回歸教育，讓學生可在不受干擾

環境中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在多月的國民教
育爭議中，雷鼎鳴是少數撰文旗幟鮮明地支持國教
的學者之一，但也因此招來無理批評，甚至被部分
網民及專欄作者人身攻擊。他分享指，自己支持國
教，既基於理智上港生需要認識國家，維持競爭力
的「生存問題」，更因出於個人對國家的情感，追求
愛國的高尚情操，讓他義無反顧。

理智層面：生存
「支持國民教育有很多層面，但不論你喜歡與

否，『生存』這一層總要顧及。」雷鼎鳴指，現時
港生對國家認識之貧乏令人驚訝，有大學生連北京
和廣州的位置亦分不清，「你懂得這些東西不一定
增加競爭力，但你讓人知道你沒有這些常識就一定
會減低競爭力」。
雷鼎鳴指，單是美國已打算派10萬名學生到中國

留學，而香港與內地的經濟社會關係緊密，認識國
情更有必要性，「若香港只維持『中間人』角色，
別說工業做不起來，即使是金融業，其實也是出口
的一種，怎可以獨立生存？」他又強調，不怕別人
認為有關看法「市儈」，「看重利益不等同自私，若
有一天香港經濟垮下，受苦的還是欠流動性的草根
階層，而不會是有技術、有能力的中產」。

個人情感：愛國
除了「生存」，更令雷鼎鳴堅決捍 國民教育的，

是心中那份情感，「對我而言，愛國是很高尚的情
操」，他自年少時已深受蔣夢麟的《西潮》影響，中
國近代史中一筆筆苦難，無不觸到其內心深處，也
讓他幾乎踏上歷史學者的路。而後來他之所以修讀
經濟，卻是因為希望能以經濟專業，促進國家發展
及改善人民生活，「其實我們這一代人，很多都有
我這樣的想法」。

反對者不關心內地添誤解
對於反國教者觀點，雷鼎鳴稱只

能「同情地理解」，卻毫不認同，他
表示︰「難道接觸和認識國家就等
同被洗腦嗎？香港學生就如此欠缺
『抵抗能力』？」

「根據我長期對國家的觀察，從
不見國家有要求香港人愛黨；而愛
國方面，亦只是『有就錦上添花』，
而非『必須』。」他指出，反對者中
很多人平時甚少關心內地情況，令
誤解加深，又說道︰「大概沒有哪

一行會比我們經濟系老師更常接觸
年輕人和內地。」

爭議3因素 混淆說不清
歸納這次爭議之大，雷鼎鳴認為

主要有3個因素：一是反對聲音把所
有「問題」都混為一談，從來無人
清晰證明牽涉情感因素有何問題、
而注重真情的培育為何被等同為
「情感灌輸」，大家都是一句「以情
入手就是『洗腦』」作結。同一情況
也出現在反對「對象」以及正反雙
方爭拗上，「有些人反對的是洗

腦，有些人愛國但反對內地政府，
當中有多層次；把所有不同於自己
的人都視作敵人，又是另一個說不
清，為自己增添煩惱」。

政府反應慢被人「博懵」
至於第二個因素，雷鼎鳴認為涉

及很多無法驗證的論述，例如有人
純以「陰謀論」去揣測國民教育，
「這些說法根本就無法驗證，所以在
我們這些常做學術研究，以科學方
法行事的人看來，根本就不成立，

亦不會接受」。而第三個因素，則是
政府「戇居居」，沒有意識到議題被
政治化，反應又慢，不能在關鍵時
刻解除危機，說到這裡，雷鼎鳴難
掩失望，「明明這場仗本來是可以
贏的，有些人抱 政治心態去『博
你懵』，你又不懂反應，所以就落得
這個田地」。他又慨嘆，政府一些退
讓令推行國教「看起來」更欠理
據，「香港政治環境裡充斥 一條
條『鯊魚』在游來游去，你放一滴
血，他們就整群撲過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珈南）部分反對
人士一直抱持「只許撤」態度，做法霸道無
理。開展委員會主席胡紅玉昨強調，委員會
及政府都認為，在教育專業自決下，應讓學
校和辦學團體自行決定是否開展或如何開展
課程，為其提供更大的空間，即是「政策容
許，同時不禁止」，因此不能夠就此「撤
科」，「擱置」是合適字眼以減少爭拗。

政策容許 同時不禁止
胡紅玉強調，委員會的建議是「擱置」

《指引》而非「撤科」，因為政策已讓學校
自決開科與否，因此毋須要撤回科目，

「我們不贊成撤銷這科，意思即是指，既然
政策容許，同時不禁止，雖然科目《指引》
本身已失去官方課程的導引能力，但我們
亦不能夠因此撤科。」委員會亦認為，國
民教育爭議已令社會分化，更對學校運作
及教學造成衝擊，是教育界、家長及社會
所不願見，為了避免更大的爭拗，委員會
遂決定建議政府「擱置」《指引》。
她進一步解釋指，若要使用「撤銷」字

眼，便應先評估《指引》內容，但因應政
府政策修訂，《指引》沒有官方效能，委
員會認為不需要就此作檢討及評估，因此
「擱置」字眼更為合適。

開展委員會主席胡紅玉昨中午在會後
表示，鑑於《指引》仍令公眾感不

安，委員會建議政府應將之擱置，並隨即
向政府匯報。至昨傍晚，梁振英連同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及胡
紅玉會見記者，正式宣布接納委員會建
議，在任期內擱置《指引》，化解現時社會
上的爭拗。

梁振英：國教理所當然
梁振英表示，政府同意委員會所提出，

德育、國民及公民教育科是重要一環，因
此學生接受國教是理所當然。他指，政府
正式不會要求學校使用該《指引》，亦不會
以該《指引》作為學校視學的依據。現時
辦學團體、學校可以自決開展「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他強調，政府、社會應該尊重
和信任學校的決定，學校可按其專業的判
斷，自由採納合適的指引或教材。
對於國民教育爭議持續多月，梁振英希

望可以透過接納委員會的建議平息爭拗，
能夠重建社會上的互信，「教育回歸教
育」。而林鄭月娥表示，各界應尊重學校專
業自決，使學生可以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
學習。

胡紅玉：盼事件劃句號
胡紅玉則指，委員會使用「擱置」字

眼，說明《指引》已失去了官方課程導引

功能，會上除兩位成員對此表示「棄權」
外，其他委員都接受和贊成該建議，而由
於已擱置，《指引》也需要作修訂。她希
望事件能夠劃上句號，委員會日後處理形
式化的問題後，亦會盡快解散。據了解，
棄權的委員包括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及浸
會大學教育學系教授馬慶強。

吳克儉：已聽各界訴求
另外，被問到推行國民教育科是否已失

敗，以及政府是否向反國教大聯盟「投
降」，吳克儉則回應指，國民教育近月的事
態發展是在當初預料之外，特別是早前推出
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冊》，激起社
會反對聲音，實屬不幸。他強調，作為負責
的政府，不是要在意輸贏，「而是要細心聆
聽持份者的訴求，我們認為委員會的建議
(擱置《課程指引》)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吳克儉亦特別就教育局去年底推出的

「國民教育內地學習及交流活動資料庫」作
澄清，他表示，現時每年都有約4萬名學生
受政府資助赴內地交流，資料庫原只希望
就他們參加了甚麼活動作統計，局方現時
已作出調整，資料庫不會再處理任何學生
資料，以釋疑慮。至於今年8月已發放每校
53萬元津貼，教育局發言人補充指，津貼
可用作支援德育及國民教育項目，並不設
使用期限，餘款可撥入之後學年直至用完
為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隨 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遭擱置，推行
國民教育有望從政治爭拗回歸教育層面。
有教育團體直言，「擱置」已將各界疑慮
盡釋，反對團體不應再作「政治糾纏」，呼
籲社會人士和政府應將焦點放在如何重新
建構具有香港特色的國民教育上。有堅持
會於本月開辦國教科的學校，亦期望能藉
以讓教育回歸教育。而反國教科大聯盟亦
再欠藉口發難，指政府已回應其部分訴
求，但稱會繼續監察，下星期三會繼續在
立法會外集會。

推國教政府勿再退讓
就是否建議政府擱置《指引》，代表教聯

會的開展委員會成員鄧飛昨日投下棄權
票。該會主席黃均瑜解釋指對「擱置」有
保留，「以一個委員會(開展委員會)去否定
另一個委員會(課程專責委員會)工作，在程

序上不恰當；其次，政府決定『擱置』，卻
未有明確和正面訊息給國民教育重新定
位，所以投棄權票」。他又認為，「國民教
育」和「國民教育科」是兩回事，大眾多
憂慮「成科」，政府已在「科」作出讓步，
不應在推行國民教育再退讓。

強求「撤科」無助教育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認為，國教爭議

應到此為止，在「擱置」後既無開展時限，
又無官方《指引》，若再強求「撤科」只是
政治表態，對教育毫無幫助，加上現時仍有
學校推行國教科，社會人士應信任學校。
他又指，推行國民教育是理之所在，政

府不應迴避，建議用1至2年時間廣泛諮
詢，並邀請專家學者和學校教育持份者，
就推行有香港特色的國民教育進行討論，
包括國史、國情和港情3方面，有助重回教
育和重建政府的管治威信。

望尊重學校專業自決
鮮魚行學校將於本月19日開展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該校校長梁紀昌表示，不會因
擱置《指引》而改變計劃，「教學是藝
術，《指引》只是參考，應因時制宜處
理」。他相信大眾並非反對國民教育，現時
已達到目的，期望回歸教育，尊重學校專
業自決。該校將向學生說明國家發展好與
壞方面，前者讓學生建立自豪感，後者孕
育學生對國家的使命感，亦將開放給部分
家長觀課，杜絕「洗腦」嫌疑。
日前揚言「不撤科佔領立會」的「民間

反國教科大聯盟」稱政府已回應其部分訴
求，接受其做法，但堅持稱對不用「撤回」
字眼感失望，聯盟指下星期三會繼續於立
法會集會以作監察，但不再「佔領」及留
守。家長關注組則稱，希望學校自行決定
國教課程和教材時，充分諮詢家長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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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洗

腦」、「迫人愛黨」、「以情入手有問題」

⋯⋯這些都是反對國民教育人士的主要

「論點」，但在學者眼中，卻是有欠科學，又經不起驗證。素以

敢言聞名的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雷鼎鳴，歸納出3大國教爭議因

素，希望為大家理清思路。他無懼兩面不討好，既質疑反國教

陣營將不同層次的問題混雜，令爭議糾結難以說清，而且很多

論述又流於揣測，驗證根本難以成立；又批評政府處理手法不

善，讓國民教育一場「本來可以贏的仗」釀成至今風波，「這

個議題本就應分開多個部分解釋，將所有東西都混為一談，自

然就會有理說不清」。

■雷鼎鳴認為，國教爭議之大主要源於3大因素。 歐陽文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