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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們把孩子送到學校，就是希望學童在德育、智
育、體育上得到發展。所以，學校的校長、教師絕對
不可以做教唆學生犯法、危害學生安全的行為。誘騙
和挾持小孩子參與罷課，讓他們做「炮灰」，這是非
常不道德的卑鄙行為。「反佔中」大聯盟所揭露的對
象，就是違反教師守則的校長和教師，揭露他們的無
恥行為，當中並不涉及有關人士的個人資料，不存在
任何隱私權的問題。教唆犯罪是違反法律的，任何市
民都可以揭發，私隱條例對此並不禁止。

反對派靠舉報「批鬥」反「國教」
其實，搞舉報正是反對派的拿手好戲。2012年8月9

日，《蘋果日報》刊登「反國教升級 紅旗揭新左
校」的報道，聲稱「家長關注組會發動全民行動，通
過『國教版圖』，揪出推行洗腦教育的新左校。」升
起國旗的學校居然被攻擊為「洗腦教育」，標籤為
「新左校」。《明報》也刊登過新聞：「發起『一人
一信』收集各校國教資訊 關注組擬製『國教版

圖』」，報道稱，「關注組網頁設有『報料站』，讓
家長舉報學校並可通過此法收集情報。」2012年8月31
日，《蘋果日報》刊登「全城爸媽一人一信奏效 214
間小學首年不推國教 反洗腦勝一仗」，表示「國民教
育家長關注組會在網上發布『國教版圖』，實行長期
監察。」學民思潮等組織更大力配合，他們如「紅衛
兵」一樣，以「大字報」方式猛烈攻擊開設「國教」
的學校及校長，手法猶如「文革式批鬥」。

反對派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他們要破壞
「一國兩制」，要攻擊特區政府，幹什麼也可以，建
立所謂舉報系統、收集情報系統、監察系統，他們不
說「這是白色恐怖」；當他們要搞非法活動，要誘騙
未成年的學生罷課、「佔中」，就不許別人和家長揭
發，不許發出安全的警號。更重要的是，國教是正當
之舉，與鼓吹罷課、「佔中」在本質上有極大不同，
反對派更沒有資格批評舉報熱線。

反對舉報罷課皆因心中有鬼
事實上，根據教育條例和校規，中學和小學根本就

沒有所謂罷課，只有上課、曠課、請假三種情況。任

何人如果要罷課，不能影響和威脅其他學生參加，剝
奪學生上課的自由。所以，學校當局一定要承擔自己
的責任，維護校規和秩序。任何人如果缺席，沒有家
長簽字的請假信，就應該當作曠課，應盡快通知家
長，以維護兒童的安全。這是合情合理的。因為小孩
子突然沒有上學，很可能是被壞人誘騙去做一些非法
行為。「反佔中」大聯盟的關注行動，是促使學校保
障學生安全，以免曠課現象蔓延，使得校規蕩然無
存。這是正當之舉，把這些奉公守法的行為，說成了
「恐怖活動」、「分裂社會」、「破壞和學校之間的
互相信任」，完全是「莫須有」的抹黑行動。

反對派對「反佔中」大聯盟的舉報熱線最是理虧
心虛，自動對號入座，誣衊為製造「白色恐怖」，
並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投訴，指做法涉嫌違反
私隱條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指，目前沒有資
料顯示，大聯盟以不合法或誤導手法，收集參與罷
課學生的個人資料。這更說明反對派的指控沒有任
何事實根據，他們心中有鬼，做了煽動學生罷課、
參與「佔中」的勾當，擔心被揭發出來，這是害怕
真理的表現。

高天問

保護學子何來「白色恐怖」？反對派雙重標準
反對派及其喉舌《蘋果日報》，近日對「反佔中」大聯盟設立舉報煽動罷課熱線大潑污

水，攻擊是侵犯「小孩子的隱私權」、「打壓罷課」，「破壞信任撕裂社會」。這說明舉報

熱線擊中了反對派的要害，使反對派煽動罷課、誘騙未成年學童參與「佔中」的圖謀暴露

了。反對派當年要破壞「一國兩制」，反對國民教育，建立所謂舉報系統，卻不說是「白色

恐怖」；當他們要誘騙未成年學生罷課、「佔中」，就不許別人和家長揭發。更重要的是，

國教是正當之舉，與鼓吹罷課、「佔中」在本質上有極大不同，反對派更沒有資格批評舉報

熱線。這說明反對派是典型雙重標準，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教協學民雙重標準煽違法
昔「反國教」四處「檢舉」搞事 今反指熱線收料「白色恐怖」

香港文匯報訊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設立報料熱線被批評為「白色恐怖」，但當
時「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卻成立「國教版
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批評，反
對派「雙重標準」，自己做是「天公地
道」，別人做就「大逆不道」，又認為若中
學生罷課會「苦了家長」。
范太昨日出席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後表

示，「其實很多時候，有些人就是這樣以為，
自己做的事就是天公地道，人家做的就是大逆
不道。『好心佢哋自己反省一下』，不應該這
樣做，對自己和對其他人，應該都有同一個標
準。這些雙重標準對人家不公道。」
她認為，有關熱線絕對不是為了令大家不

安，反而希望如有家長覺得不知如何面對事
件的時候，希望有人可以協助他們。

學生罷課根本無效 為社會帶來負能量
被問及中學生也有打算罷課，作為母親的

范太認為，這些行為是「苦了家長」。她解
釋，有些家長很辛苦，無論精神或是物質，
都希望其子女可以好好讀書，但卻因為受誤
導，當然那些年青人可能會說是自己的選
擇，但是為何會有那選擇，是因為有人跟他
們說這樣做會有效果，但其實這樣做根本沒
有效，結果就是他們更加失望，而失望之後
便會消極，更可能會做出一些對社會帶來負
能量的行為。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主席林貝聿嘉則

反映，很多家長對罷課表達擔憂，亦不願意
其子母參與罷課甚至「佔中」，特別是「佔
中」，若違法而留了案底，對前途有很大的
影響，沒有家長會希望子女這樣。「你看看
所謂的『三子』，有沒有要求其子女一起參
與？都是人家的子女。正所謂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為何自己的子女不用，卻要人家的
走出來呢？」
另外，「愛港之聲」成員黃清泉昨日在另

一場合表示，他尊重大專生罷課的決定，但
不同意學生參與罷課，又認為全間學校的師
生都參與，才稱為罷課，但現時只有部分大
專生聲稱改往其他地方參與行動而不上課，
這是抗課與「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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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將罷課帶入中學校園
「搞學生」的「學民思潮」，在其社交網站「公告」
聲稱有近百間學校有學生成立所謂的「政改關注
組」，並詳細列出所有學校名稱為自己造勢。有市民
致電電台指，大聯盟仍在準備熱線卻「俾人鬧到
爆」，而「學民」顯然已走先一步「搞咗（學
校）」，對輿論的意見大感不解。

聖公會：憂被上綱上線
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昨在港台節目表明，在現

時政治氣候下前線教育工作易感壓力，教師本來想用
中立態度與學生討論社會事務，但都怕會被上綱上線，
請求外界相信學校專業，讓學生有和平的校園好好學
習。對「學民思潮」「開名」公告該會多所屬校成立
「政改關注組」，他表示暫時未見屬校有特別的組織
出現，相信只是有學生向「學民思潮」提及會參與活
動即被「當係有（成立）」。

令人誤解已獲學校認可
聽眾胡小姐昨於節目指，「學民思潮」近兩日於社

交網站標籤了近百個以學校為名義的「政改關注
組」，容易令人誤解已獲學校認可，「大聯盟才剛準
備設熱線，未有任何公告，已經俾人惡作劇，俾人鬧
到爆，但『學民』卻已走先一步『搞咗』將學校標籤
起來，我真的不理解。」

家長促教局發統一指引
對罷課問題，她指不能太依賴個別學校作校本處

理，形容「學民思潮」「好aggresive（進取）」，若
個別學校處理較寬鬆，即會發動學生向其他學校施
壓，說「隔離間學校不用家長信，為何我要有？學校
一定有取向！」她認為教育局應給予指引統一請假做
法，以免引起不必要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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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前「反國教」的浪潮在不少學界人士心中仍記憶猶新。特區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獲得不少
香港市民的支持。不過，反對派就肆意抹黑之為「洗
腦科」。當時，教協曾計劃發起學界罷課，後不得人
心只可收回，後來就設立舉報機制，稱如有任何學校
「有洗腦嫌疑」，就會要求學校召開家教會交代等。

抹黑國教「洗腦」學校派黑絲帶
同時，「學民思潮」在網上對計劃開辦國教科的學校
及校長口誅筆伐，加以攻擊，又到學校門口派黑絲帶。
「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發起「一人一信」行動，查詢
學校開辦國民教育的有關情況，開記招展示「國教版
圖」，以標簽有意推行國教的學校，但這些舉動當時並
不見教協、「學民思潮」或其他反對派批評。
針對「天經地義」的國教科，反對派以各種手段向

學校施加壓力，但當「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近日
為保護中學生而設立熱線，收集中學罷課或「佔中」
的資料，以免中學生被誘犯法後，教協和「學民思
潮」就撲出來聲稱，這是「白色恐怖」。

帶政治入校園 與反「佔中」大不同
在質疑大聯盟的同時，「學民思潮」近日卻為煽動
中學生罷課，開設了「中學生政改大會」，還教導一

眾參與的中學生「兩三個人就可以成立『政改關注
組』」，明目張膽地把政治帶入校園，煽動中學生參
與罷課甚至違法「佔中」。
在手法上，儘管大聯盟的舉報熱線和教協與「學

民」在當年「反國教」的相似，但前者是為了中學生
的利益想，不希望有人煽動罷課甚至違法「佔
中」，影響中學生的學業，後者卻純粹是為了個別團
體的政治利益，推動有充足理據推行的國教科，實不
可同日而語，而「學民」轉頭又大搞「中學生政改大
會」並公布有關學校的名單，完全是在搞白色恐怖。

蔡國光批教協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教育評議會主席蔡國光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自己也不認同大聯盟的做法，但認為教協和「學
民思潮」的指責明顯是雙重標準，「這反映了教協他
們為達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他續說，「學民思潮」的做法，包括公布設立「政

改關注組」的「學校名單」，都是在影響和干預學
校，令家長、教師和校友向校方加以查詢，造成壓
力，「我想學界現時可以做的，就是互相支援，去商
討如何應對，並多與學生溝通。」
蔡國光強調，他不認同罷課，亦指出所謂的「罷課

不罷學」非正常教育活動，「要學生聽指定的人講指

定的內容，到底是不是一種政治灌輸呢？這分明是一
種政治宣傳。學生應接受學校教育，理性、客觀地了
解不同的觀點。」

學界最希望學校不受外力干擾
他表明，學界現時最希望的，就是想學校不受外力

干擾，希望有理想環境去施行教育，「現時學校也如
臨大敵，有些團體一直鼓吹本月22日罷課。那些學
生亦是希望在校與校間『串連』，與當年文革的氣氛
雷同，都是希望互相呼應、集結起來達至更大的政治
目的，引發其他學生參與，甚至有外力介入學界。」
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王惠成亦坦言，自己對大聯

盟的做法有保留，但質疑教協為何今日會批評他人，
卻不認為「昨日的自己」有問題。他並批評「學民思
潮」公布設立「政改關注組」的「學校名單」是在干
擾學校。

學民製假象「讓人以為學校站在他們那邊」
他質疑道：「這對學校是很不公平的，他們幾個學

生就成立『關注組』，還用學校的名義，這如何代表
學校呢？有些學校亦坦言很冤枉，明明校方並無立
場，卻被公布在『學民思潮』的名單之上，讓人有個
假象，以為學校站在他們那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設立熱線收集中學罷課或「佔

中」的資料，教協隨即跳出來質疑這是「干預學校自主」、「學民思潮」更聲稱這是

「白色恐怖」。香港多位學界中人昨日批評，教協和「學民」在前年「國教事件」中，

圍在學校門口派黑絲帶、要求舉報「有洗腦嫌疑」的學校等，才是真正的白色恐怖，亦

明顯是雙重標準。有學界人士更指，「學民」近日設立已成立「政改關注組」，煽動中

學生罷課甚至違法「佔中」，更定期公布所謂的「學校名單」，令不少學校都大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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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批教協把政治帶入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甘瑜）教協2年前提

出以罷課手段推倒國民教育，招來不少罵名，面對今次
由學生「領軍」的罷課潮，教協不敢明目張瞻，但卻暗
渡陳倉。教協昨日雖聲稱不鼓勵中學生罷課，但卻宣布
會製作黃絲帶、手帶、襟章和貼紙，供不罷教的教師使
用，讓他們「送贈罷課的同學」，又鼓勵學生「響應號
召」，於罷課期間佩帶黃絲帶。有學界人士質疑教協的
做法是政治宣傳，希望他們不要把政治角力帶入校園，
讓學校有空間做好教學工作。
汲取2年前煽動罷課的失敗教訓，教協昨日在舉行
記者會就罷課表述立場時，稱「罷課是學生強烈表
達政治意見的重要方式」，並支持大專學生團體發
起的罷課行動，但不鼓勵中學生罷課。

教師：不應強迫中學生表態
本身為中學教師的教協理事張銳輝稱，中學生多
未成年，故會採用審慎的態度對待他們參與罷課的
問題，而基於「專業教育精神」，不應強迫他們就
政治議題表態。不過，他又指，對部分「思想成
熟」的中學生決定參與罷課表示「尊重和欣慰」。

雖然口口聲聲指不鼓勵中學生罷課，但教協就希望
學校對學生罷課「行方便」。教協建議，如果家長同
意子女罷課並附以家長信，學校應考慮當事假處理；
如學生未能出示家長信，則可按既定的校規處理。
被問及教師「罷教」方面，教協會長馮偉華表

示，教師因參與校外罷課而無法授課，事前須向校
方申請，在不影響學校正常教學的前題下，不希望
學校處理手法「過嚴」。
同時，教協將於罷課期間舉行「民主教育周」，

並製作黃絲帶、襟章和貼紙，派發予全港大中小學
及幼稚園不罷教的教師使用，讓他們「送贈罷課的
同學」，「聲援」他們爭取民主的決心。

製黃絲帶襟章貼紙「聲援」受質疑
對教協的種種行徑，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日豐直
言，教協鼓吹教師派黃絲帶的做法令學校和教師都
感到無奈，「我們中學都不願見到學校成為政治角
力的場所，希望教協可以讓學校成為一片寧靜的樂
土。你今日來派黃絲帶、明日有人來派紅絲帶，你
叫學校如何處理呢？」

他批評，教協試圖將政治帶入中學，「開學時間，
中學有很多東西要忙，教協不是不知道，它到底有沒
有為教師、為學校想過呢？還要把這些複雜的政治議
題帶入校園？我作為教協會員，真的希望深切地表
達，問問會長馮偉華和葉建源議員，你們想老師怎樣
呢？留些空間給我們做好教學工作好不好？」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評教協的言論有矛

盾，「學生的首要責任就是讀書，這是大是大非。
年輕人以學生的身份、享受這樣的社會福利，就應
該好好學習。罷課對學生而言絕對不是好事。」
他認為，教協不應鼓勵教師向學生轉贈黃絲帶，

「教師不應在學校內派任何的宣傳資料，他們若想
參加政治活動，可以選擇課後時間，為甚麼要用上
課時間、耗用納稅人資源的公共時間做呢？」

■■林日豐林日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網站列近百校名 學民搞「標籤」挨批

■■張民炳張民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