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國教「給力」港校奪一等獎
港澳首納申報範圍 教聯會等六教育機構獲殊榮

香港新聞A8

2019年1月17日（星期四）

20192019年年11月月1717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9年1月17日（星期四）■責任編輯：簡 旼

國教六要素實踐模型
■面對不同時期的挑戰和困難，愛國學校憑着堅定的辦

學信念，走到回歸祖回的今天，不忘初心，在落實
「一國兩制」的道路上實踐愛國主義的辦學信念，成
為國民教育的關鍵元素。

■取得教師團隊認同，全力培養下一代，同時在不同年
代中積極參與推動愛國教育事業發展。

■課程目的具備繼往開來的功能，既能守護年輕人追求
品德及對國民身份認同等多元價值，又能在社會發展
過程中通過創新手法，適應環境的變化向前推進。

■課程設計發揮校本特色，以跨學科手法，貫徹辦學宗
旨，強調學生的參與和體驗，在新時代中找出在香港
推動國民教育的有效創新路徑，體現「一國兩制」在
實踐中不斷探索的精神。

■教學方式具備體驗式、生活化的特點，令學生更能感
受當中的意義，國民教育由認知提升至情感與行為等
深層次。

■學生主動學習，投入國民教育活動。

■資料來源：教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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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90後的選擇

2015年的冬天，是我告別象牙塔前最後的一個冬
天。

和大多數畢業生一樣，我套上筆挺的西裝，穿梭
在各大企業的招聘會，努力找尋着自己的「真命天
子」。雖疲憊不堪，但也收穫頗豐：既有金融國企
的邀約，也有互聯網遊戲巨頭的offer，按照慣常的
劇本，選擇其中一家簽約後，我將成為一名體面的
白領。

然而，一則短訊，打破了我「按部就班」的畢業
季生活。短訊是教務老師發來的，大意是香港中聯
辦要在內地數所著名高校的優秀研究生裡招錄公務
員，學校考慮到我平時的表現希望推薦我參加。看
着短訊裡的「香港」兩字，我的思緒不禁飄向了幾
年前。

那時的我，受大學生「西部計劃」的感召，休學
一年，從廣州奔赴西藏林芝，成為了一名支教老
師，負責3個漢文班的數學教學。因為地處高原，
林芝的氣溫常年不高，視線遠處盡是雪山連綿。到

了11月份，更是降到零度以下，草坪上隨
處可見晶瑩剔透的小冰柱。

我的生活也受到了嚴重影響：管道結冰，水無法供
到高層，生活用水只能一桶桶從樓下提上去，可把
我這四體不勤的「弱書生」累壞了，好在藏族學生
們素來愛戴老師，輪流着過來幫忙。一來二去，我
和淳樸的藏族孩子愈發地親近，自己也被當成了藏
族兄弟，被贈了個藏文名字「強巴札西」。

有一天，藏文老師邊巴找到我，支支吾吾地說：
「札西老師，你是大學生，有文化，懂網絡。我的村
莊在波密的傾多鎮，偏僻得很，窮得很。今年冬天太
冷了，村裡的孩子們都不夠衣服穿，我也是凍着長大
的，捨不得啊！你能不能想想辦法，幫他們募捐點衣
服呀？」聽到藏族兄弟們需要幫助，年少的我也不管
能不能辦到，拍着胸膛就應承下來，並連夜起草了一
封聲情並茂的求助信，廣發到「朋友圈」裡。

然而，現實不是童話，少年也絕非英雄。求助信發
出剎那便石沉大海，響應者寥寥。更有甚者，略帶嘲
諷：「國家每年援藏經費那麽多，哪裡可能還有孩子
穿不上衣服，就算真有，也輪不上你操心！」

就在我心灰意冷、準備放棄之時，一位定居香港
的師兄找到了我，微信道：「小毅，我可通過香港
的公益團體申請800件新羊毛衣給村裡的孩子們，
但是你得向我保證，你會做好相應的手續，把每一
件毛衣都發到需要的孩子手中。」如黑夜中的那束
光，師兄的幫助真是「雪中送炭」。

一個月後，我帶着香港寄來的新毛衣去到村莊，收

穫了一大片童真的笑容。照着師兄的要求，我把衣服
做好登記，一件件發給孩子們；我引導大一點的孩子
們寫下心中的感激之情，通過受人幫助播下幫助他人
的種子。村莊的校長說：「每年都會有不同的團體給
我們捐贈，香港團體的流程是最規範的，物資質量也
是最好的，他們做公益真是專業！」

正是這次結緣，讓我對香港充滿了感激，也充滿
了嚮往。所以，當收到短訊的那一刻，我便做出了
選擇：要努力考上香港中聯辦，去當面感謝那位幫
我「解圍」、尚未謀面的師兄，去了解、認識更多
和他一樣，正直、善良、有愛、專業的香港人，去
了解更加真實的香港。

然而，這個選擇，卻並不被身邊的朋友認可：放
棄實習一年才獲得的國企錄用機會，放棄經過四輪
面試、最終只有2名入圍者的互聯網公司崗位，去
當一名收入不高而且要與家人長期分離的公職人
員，這個選擇，太不「90後」了。

但我深知：萬丈高樓平地起，如果沒有一代代年
輕人的捨小我、顧大家，不畏艱難，去到陝北，去
到西藏，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也就不會有「七
十載驚濤拍岸，九萬里風鵬正舉」的民族復興奮鬥
讚歌。作為一名90後，如能有幸參與到「一國兩
制」的偉大事業，參與到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具體實踐，做好香港的橋樑紐帶，躬逢其盛，
與有榮焉！

現在，我在西環工作已一年有餘了。當港專校長
旗幟鮮明地展現其愛國立場，當大學女生真誠地訴
說她對駐港部隊的感激，當港珠澳大橋、香港高鐵
如期順利通車，當林鄭特首獲讚「志不求易、事不
避難」，我開始為香港的每一分「正能量」歡呼鼓
舞，開始把自己當成香港的一分子。

我也有了越來越多的香港朋友：社區的社工、出
租車司機、學校的老師和學生……他們和我分享着
自己的故事，告訴我什麽是「獅子山精神」。他們
讓我相信，祖國和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加輝煌！
我也一定會為當初的選擇而自豪。

社聯部 鍾毅

■香港學生到西藏交流。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農曆新年是傳統
旅遊旺季，不少內地旅客或會選擇赴港旅遊，一
訪港珠澳大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離島區區議
員周浩鼎(左圖)關注東涌的旅客人流情況，促特
區政府密切監察情況。不少東涌居民希望搬遷
B6巴士站，周浩鼎要求運輸署盡快落實相關安

排，支持將該站搬遷到達東路公廁旁。
周浩鼎昨日指出，政府與區議會商討後，提出
3個搬遷B6巴士站的方案，惟沒有完美的方案，
「每個方案有好有壞，只能選擇負面影響最小、
最容易執行的方案。」

3方案 達東路公廁旁最佳
他表示，與其他區議員商討及評估後，已向政

府表達傾向支持將B6巴士站搬遷到達東路公廁

旁邊的位置，相關方案亦獲不少區議員支持。
他要求政府盡快落實搬遷B6巴士站安排，並

做好所有配套和應對農曆新年人流高峰期的準備
工作，確保東涌的人流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他說，有關當局已積極回應其訴求，承諾會密

切監察上述情況。
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大量旅客湧入東涌，引起
部分居民不便。不少居民不滿遊人太多，令區內
環境衛生、人流安排、貨物供應均受影響。

周浩鼎一直跟進情況，特區政府三個政策局其
後公佈疏導大橋香港口岸及東涌人流新措施，包
括分流旅客前往欣澳，令東涌的情況得以紓緩。
他說，過去一段日子東涌的旅客人流情況雖然

有所改善，但也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周浩鼎促請政府盡快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範圍

進行零售及娛樂的規劃發展，令旅客可以在口岸範
圍消費娛樂，毋須全部湧至東涌社區，短期內亦應
讓旅檢大樓內空置舖位盡快提供零售服務。

周浩鼎成功爭取東涌B6站搬遷

本屆成果獎分基礎教育、職業教
育、高等教育三個大類，分設特

等獎2項、一等獎50項、二等獎400
項，總計1,356項。是次香港特區共有
5個單位獲獎（見表），獲基礎教育一
等獎的成果「香港愛國學校的國民教育
實踐及探索」，是由教聯會、漢華教育
機構、香島教育機構、培僑教育機構，
香港勞校教育機構、旅港福建商會教育
基金六個單位共同申報。

黃錦良：建六要素實踐模型
各教育機構代表昨日齊集分享成
果，教聯會主席黃錦良介紹指，是次項
目通過檢視6個團體所開辦的16所中小
學的國民教育實踐經驗，建立起「國民
教育六要素實踐模型」，從學校的信
念、教師團隊的認同、課程目的、課程
設計、教學方式和學生主動學習的六大
要素進行分析，「是次項目可謂把我們
多年來的國民教育工作經驗仔細梳理，
集結成果作出分享。」

黃頌良：課程設計百花齊放
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則指，香港傳
統愛國學校的國民教育歷史跨度長達
70年，課程目標會因應不同社會需要
而改變，「好比最早期新中國成立時，
有學校校訓會提到『不再受外敵入侵欺
負』的字眼；發展至中期則會提出『愛
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等個人
德育相關事宜；至現代更強調的是『國
際視野』、『中華文化基礎』等」，凡
此都說明學校會將國民教育目標，結合
當時社會的需要，與時俱進。

同樣課程設計也是隨校本特色百花
齊放，黃頌良說：「有些學校會以中國
歷史作為主軸；有學校會將國民教育元
素放進藝術科目；有學校會開辦中國區
域綜合學習課程，透過地理分析加強對
國家了解；當然亦有學校會加入『一帶
一路』、大灣區等最新元素。」
他還提到在正規課程外，不少學校

亦會透過講座、比賽、節慶活動等不同
方式從事「第二課堂」活動設計，協助
同學多方面認識國家。

關穎斌：強調教師團隊認同
課程目標和設計可因時制宜，但亦

有一些國民教育的關鍵元素是恒久不
變。漢華中學校長關穎斌分享指，國民
教育的推動一方面需要學校和校長具備
清晰理念，但最後要落實在課堂上實
踐，教師始終是箇中關鍵，所以此項目
中強調教師團隊認同的元素，「例如我
們學校都十分着重教師團隊培訓，包括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帶隊到內地交
流考察等，加強對國家認識，也漸漸讓
老師團隊形成良好文化。」
是次項目總結了16所愛國中小學的

實踐經驗，建立出更符合實際的國民教
育分析框架。
被問到未來將如何與本港教育界分

享成果，黃錦良表示是次得獎可獲10
萬元獎金，初步計劃將項目重點製作成
資料冊，亦考慮透過舉辦分享會等形
式，一方面推廣國民教育實踐經驗，亦
希望跟未來有志申請國家級教學成果獎
的教育同工分享申請要求及所需注意事
項，提升教育界對國家獎項的關注。

為展現廣大教師在教書

育人、嚴謹篤學、教學改

革方面取得的重大進展和

成就，國家教育部每四年

開展「國家級教學成果

獎」評審活動，2018年的一屆起更首次將港澳地區納入申報範

圍，獲獎名單近日公佈。其中，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等六所教

育機構共同申報的成果「香港愛國學校的國民教育實踐及探索」

勇奪基礎教育一等獎。各有關的校長教師代表昨分享指，項目是

總結各團體轄下16所中小學的國民教育實踐經驗而成，是次得獎

反映香港傳統愛國學校的國民教育實踐備受肯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是次獲獎項目所建
立的「國民教育六要素實踐模型」，其中一點強調
教學方式須具備體驗式、生活化的特點，令學生更
能感受當中的意義，使國民教育由認知提升至情感
與行為等深層次。有校長分享經驗指，學校可結合
當前國家現況，如為學生安排科技參觀導賞或交流
活動，親身體驗國家最新發展，自然而然有助學生
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因應國家對科技人才的需要，社會對科普以至
STEM教育的需求，其實我們一眾學校都努力在不
同方面尋求資源。」身兼教聯會黃楚標學校校長的
黃錦良表示，裝備學生科技知識，讓他們未來可以
配合國家發展，在大灣區中尋求機會，這是一個面
向。

了解創科發展 增國家歸屬感
與此同時，透過讓學生參觀內地的高科技城市，
有助他們從中了解國家近年科創的飛躍發展，「我
相信這很自然會讓參與學生加強國家歸屬感，國民
身份認同感亦會產生。」兩者並行，相得益彰。
關穎斌續分享指，本港近年舉辦的創科博覽，主

題均是圍繞國家科技成就，包括人工智能、太空科
技、深海探測等範疇的最新進展，「我們也會組織
同學參觀並出席講座，爭取機會讓學生訪問太空
人、高鐵工程師，甚至是在博覽中擔當導賞員工
作。」這些多姿多彩的體驗式學習方式，均是與學
校一貫的國民教育方針相結合，有助學生從生活中
增進對國家的認識。

國民教育議題隨近日
《國歌條例草案》刊
憲再成香港社會焦
點，有校長感嘆，國
民教育近年成為少數

人的抹黑對象，期望藉是次深入實
踐及探索的項目以正視聽。對於國
歌法下學校相關工作會否有所改
變，多位參與校長均認為，不會帶
來太大影響，強調學校是教育場
所，所謂「事事報警走入校園執
法」更是杞人憂天。
「近年個別媒體經常『妖魔化』國
民教育，不斷作出偏頗報道，誤導社
會人士以為國民教育就是負面」。
黃錦良強調希望透過是次項目能

以正視聽，讓大眾了解學校的國民
教育，其實是包含德育培養，為學
生提供品德教育及價值教育，讓學
生可客觀認識國家，而絕非「盲目
愛國」云云。
創知中學副校長黃麗燕分享指，現
時學校所面對的一大困難，在於社交
平台上充斥單向資訊，同學未必可以

公平地接受不同角度的訊息。
她舉例提到內地曾有出現過的

「問題食物」議題，在媒體上很容
易會將個別事件作出廣泛渲染，
「但在學校中的新來港學生可作親
身分享，所謂問題食物其實在其生
活中並不普遍。」
她期望透過互相交流可讓本地生

獲得更全面訊息，訓練獨立思維。
被問到對國歌法的意見，黃頌良

指本港不少學校都已有相應的常規
教育，相信本地立法後不會帶來太
大改變。
黃錦良亦表示相關教育其實一直在
做，「不會因應國歌法再特別做多或
者做少，目前來說已經足夠。」
至於有意見擔心學生若在奏唱國歌
期間不專注，或會因行為舉止不當而
被處罰，黃錦良直言這是杞人憂天，
「學校是教育場所，正如學校總有時
候面對學生打交、偷嘢，難道又通通
報警處理？」他相信普遍教育界都是
明白此道理，毋須擔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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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法校內執法？ 校長：杞人憂天

■學校代表
分享得獎成
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姜嘉軒 攝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升旗禮情況。 黃錦良校長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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