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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日 香 港 -
香港基本法是本港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在探究

香港基本法教育的時候，我們可總結現有方法的效果，思考把其

納入高中通識教育科是否可行，讓學生有效地學習法治精神如何

保障自身的權利，推動他們履行義務。 ■吳宏業老師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主席
香港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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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概念 香港基本法條文/章節
一國兩制 第一條、第五條
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第二條、第十二條、第十六條、第二十

二條
權利、自由 第四條、第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

八條、第三十八條
法治、司法獨立 第八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

五條、第三十五條、第四十二條、第八
十條至第九十六條

第二十三條立法 第二十三條
居港權 第二十四條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第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
三權互相配合/監察 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

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
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

私隱權 第三十條
原居民丁權 第四十條
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 第六十八條至第七十九條
學術自由 第三十四條、第一百三十七條
人大釋法 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
生活素質 第五章：經濟，第六章：教育、科學、

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

3. 總結：
●緊扣題目的要求，針對「通識教育科」推行香港基本法教
育的可行性作概括的結語

作答例子
相信大家都認同香港基本法在落實「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治港方針，與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很重
要。以由上而下、在學校以強制性的方式，在社會以欠規劃
的活動來推動香港基本法教育與宣傳，結果是不如預期的。
將通識教育和香港基本法教育兩者融合，讓青少年增加認
識，減少誤解，相信會是現在困境的出路。

2. 評論主體：

●針對問題的成因提出解決或紓緩的方法
●評估可行性的考慮準則，包括時間、人力、資源、可持續性、技
術、法律、道德、地理、持份者的聲音等

●能有效解釋「通識教育科」與香港基本法教育的關聯性
●表達要合邏輯、有條理，並概念化

作答例子
雖然教育局指，香港基本法教育的學習元素已納入中、小學課程
內，包括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與社會科、高中通識教育科等，學校
會因應學校情況和課程發展需要推行，但是繼續以此模式推行憲政教
育，相信成效不大。學校應善用香港基本法與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單元
二「今日香港」中「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的主題，並以提升同學對
香港基本法的認識及了解其核心價值為目標，例如香港基本法作為香
港憲制性文件的重要、「一國」和「兩制」不可分割、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基本法給予港人的權利與義務等。
以「通識教育」作為香港基本法教育切入點的好處如下：

可在常規課程課時進行
由於通識教育科已有詳細的課程規劃及評估指引，當中的教學內容

往往與時事緊扣，而單元二「今日香港」中的「生活素質」和「法治
和社會政治參與」有不少議題和概念都可涉及香港基本法，有關建議
詳見表一。

通識教育科是新高中的核心科目，每位同學都需要修讀和報考，因
此如能將香港基本法教育融入「通識教育」的課程中，便比過往由校
本自決的安排更可行。另外，經過了4次的公開考試，相信老師對任
教通識教育科的信心已比當初強，利用通識教育科的教學模式（如議
題探究、資料應用與概念化等）作切入點，令老師在香港基本法教育
上有所依從。（針對了「校本課程，校本自決」與「考試主導的教學
思維」的問題成因，並考慮「時間」和「持續性」的可行性準則。）

重獨立思考 不存在「洗腦」
通識教育科課程除了重視相關單元的知識與概念運用，要求學生運

用知識與概念回應提問外，還重視培養同學的獨立思考、批判性思
考、多角度思考能力。故此，在「通識教育」的課程中融入香港基本
法教育，可減低學校不同持份者對香港基本法教育視為「國民教育
2.0」或是「洗腦教育」，消除學校對於政治化的憂慮。
雖然有人會擔心老師以通識科培育反政府，甚或以激進方式進行

「抗爭」的青少年，但相信真正導致此情況的原因不只一個，而老師
以通識科影響同學亦屬個別少數，基本上與學科本質沒有關係。如老
師有此目的，教授其他學科亦可達至相同效果。況且通識教育科老師
在教育局及大學專業的培訓下，無論在教學及考評上，均會以中立的
角度，不以自己和同學的政治立場作教學或評分考慮，反而看重理據
的相關性和合理性、分析的廣泛性、資料的運用和歸納能力等。（針
對了「學校避免政治化」與「師資培訓」的問題成因，並考慮「人
力」及「持份者的聲音」的可行性準則。）

1. 背景分析：
●分析現時香港基本法教育在香港推行的狀況或遇到的挑戰
●分析「通識教育科」的特色與香港基本法教育的關聯性

作答例子
由23條立法、港人內地非婚生子女居港權爭議，到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特首超然論」等，香港基本法
在香港回歸18年來，不斷在社會間引發討論。香港基
本法的重要性在於維護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的完
整，也為了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式，讓曾受英國管治的香港與內地建立和諧關係。可
惜，在社會的爭議、兩地矛盾的加劇下，特別是年輕
一代，對香港基本法的落實有誤解，激烈者甚至燒毀
香港基本法。這些情況令特區政府和社會人士反思香
港基本法教育在回歸以來推行的成效。
根據教育局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指引，學校應以培
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為方向，運用生活化題材，
整合品德及倫理教育、公民教育、香港基本法教育、人權
教育、國民教育、禁毒教育、生命教育、性教育、可持續發
展教育等各跨學科的學習活動，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學習經歷，
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學校避政治化 法律內容難教
教育局更建議學校在初中的課時分配約8%時間作德育、公民和國民教育，

包括香港基本法教育，但學校的實際運作卻與教育局的想法不同，原因有4：
一、校本課程，校本自決。由於初中課程沒有高中公開考試的框框，故學校可
按照校情和學生需要安排初中的學科、科目時數、課程範圍等，學校有很
大的自主性；

二、學校避免政治化。在國教風波和「佔中」後，社會上的撕裂與過分的政治
神經敏感已蔓延至學校。國民教育和香港基本法教育往往會被家長、學
生、校友等質疑學校會否存在政治目的；

三、考試主導的教學思維。不少學校始終將學生公開考試的成績放於首位，一
切的安排均會將其與考試掛鈎，如果不涉及考試的內容，便可免則免；

四、師資培訓。即使學校願意推動香港基本法教育的工作，特區政府也先後製
作了不少香港基本法學習教材套，如「明法達義──《基本法》學習教材
套（初中）」等，但當想到老師的能力時，香港基本法的160條條文涉及
的範圍廣泛，包含不少法律元素，最大難題是，老師應將切入點放在知
識、技能還是態度呢？沒有足夠的師資培訓，很難會有成效。

年撥千萬 效果不理想
港府在社會層面推動香港基本法教育的成效一直備受質疑。在一次立法會會
議上，林大輝議員提問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一些有關香港基本法施行
和推廣的問題，譚局長回覆指，該局每年均運用或預留約1,600萬元撥款，採
用下述宣傳策略舉辦各類推廣活動，促進市民對香港基本法的認識和了解：
一、以電子媒介（例如電視及電台宣傳短片、電台問答節目、互聯網、智能手
機程式）向普羅大眾宣傳；

二、通過在地區舉行的宣傳活動（例如巡迴展覽及流動資源中心），促進市民
對香港基本法的認識和了解；以及

三、加強與民間組織合作，舉辦各種宣傳活動（例如研討會、講座和辯論比
賽），通過廣泛的社區網絡，接觸更多市民。
由此看來，港府投放的資源真的不少，但從實際效果看，青少年似乎少有感

興趣的。

卷二：

評估在「通識教育科」推行香港基本法教育的可行
性。解釋你的答案。 (10分)

思 考 問 題

思 考 導 引

想 一 想
1. 根據上文，試指出現時香港基本法教育面對的挑戰。

2. 承上題，分析香港基本法教育和高中通識教育科結合的可行性。

3. 「強行獨立教授香港基本法教育和國民教育，會令學生和老師認為教育政治化，

因而更抗拒，難以有成效。」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1. 可從「校本課程，校本自決」、「學校避免政治化」、

「考試主導的教學思維」、「師資培訓」4方面回答。

2. 同學宜針對以上4個挑戰，回應結合高中通識教育科可

如何分別改善。

3. 同學宜訂立準則，如時間、可持續性、人力、持份者聲

音等，再以各項準則比較獨立和結合通識科教授的優

劣。

答 題 指 引
延 伸 閱 讀

背景

香港基本法教育的學習元素已納入中、小學

課程內，包括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與社會

科、高中通識教育科等，但成效不如預期。

原因

校本課程，校本自決

學校避免政治化

考試主導的教學思維

師資培訓

解決方法

結合高中通識科

好處

可常規進行
可持續
教師有信心
不政治化，學生不抗拒

法治
港人治港
行政管理權
香港基本法
高度自治
立法權
憲法
權利

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一國兩制
義務

相 關 概 念

香港基本法教育

■■基本法教育必不可少基本法教育必不可少，，關鍵是如何有效進關鍵是如何有效進
行行。。圖為香港基本法頒佈圖為香港基本法頒佈2525周年大型圖片周年大型圖片
展展，，不少市民到場參觀展覽不少市民到場參觀展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發現《基本法》」展
覽學生作品。 網上圖片

■■「「發現發現《《基本法基本法》」》」展展
覽學生作品覽學生作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單元二「今日香港」
可配合香港基本法教育的議題或概念

（表一）

概
念
圖

通識教育相結合相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