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第四版）──
今日香港》書後模擬試卷P.4至P.5
在涉及「公民抗命」議題的資料中，單純引述違法「佔中」

發起人聲稱「佔中」是「彰顯社會公義」的方式，完全不提
「佔中」對社會及廣大市民的禍害，及違法者的後果。
另一段資料則引導學生將「佔中」與印度聖雄甘地、美國黑

人人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的抗爭運動類比，企圖美化、漂白
違法行為，大模廝樣地進行政治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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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其他科目，通識科
現時並沒有教科書評審機
制，致令坊間出現質素參差
不齊的「教科書」。為堵塞
有關漏洞，教育局直至去年
9月始推出「高中通識教育

科『教科書』專業諮詢服務」試圖「補
飛」，不過有關做法暫只屬自願性質，能否
妥善把關仍令人存疑。教育界人士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通識書送審對處理問
題有一定幫助，認為局方審查時需要強調正

向價值的重要性，而公開試題亦應更多元
化，避免偏重政治類題目。

鄧飛：防虛無主義影響
資深通識科教師、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

飛表示，「當初設計通識科時，沒有預計到
今天會走向極端、撕裂社會的結果」。他認
為，教育應該向學生灌輸正向價值，但在吹
捧所謂「自由式探索、討論」的通識科中，
「哪怕學生心底認為『港獨』是錯的、『違
法達義』是錯的，但在通識科中號稱所有東

西都可以拿來『討論』，漸漸地已經淪為道
德虛無主義」。
他續說，在如此思維框架下，市面通識

「教科書」提供豐富資料，並具備公式化內
容、應試技巧，「但內容編得越精緻，越容
易將『虛無主義』滲透到教師、學生身
上。」
他贊同為通識教科書訂立送審制度，又

強調教育局在審查課本時，更應從正向價
值的角度進行判斷，加強德育及公民教育
內容。

穆家駿：釐清理念免誤導
通識科教師、青年民建聯副主席穆家駿則

表示，前線通識教學一般不會單單依賴出版
社的「教科書」，但如果教材偏頗，的確會
對教師造成負面影響。
他提到，8屆文憑試通識卷中有5年涉及

政治必答題，亦影響到坊間未經評審「教科
書」及日常教學有較大比重政治內容，認為
既然通識科希望做到文理融合、開闊學生視
野，出題方面就應涉獵各種範疇，「歷年試

題中，能源科技出題率偏低，大家又會否投
放很多時間？」
在審查教科書、檢討出題方向的同時，穆

家駿建議，政府更要釐清通識科背後的理
念，設立完整的教學原則及重要概念，例如
課程議題常會提到基本法、「一國兩制」，
就需要加強教師在把關上的知識。
他相信，普遍香港教師都是專業的，但社

會接連出現教師言行不當的案例，慨嘆相關
問題「是否單靠官方審核通識教科書就可以
解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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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爪入校政治洗腦醜化祖國 偏離教育專業影響價值觀

政治宣傳 不提違法

●《明名高中通識教育──現代中國》P.50
在涉及探討改革開放的課題中，提問方式使用了「內地居民近年的
生活素質有所下降」等有引導性的字眼，封殺了學生的思路，更為學
生設計好答題引言，聲稱「近年內地居民的住屋、醫療和教育開支不
斷上漲……令他們的生活素質有所下降」，表面是教導學生按預設
「套路」作答，實際上是在抹黑中國的形象。

●《新領域高中通識（第三版）──今日香港》P.121
被問到用激烈手法表達訴求，能否推動香港社會發展。該書竟明目
張膽地稱，該題會以「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作為「示範」，清楚寫明「以

激進的手法能引起
社會關注，有助迫
使政府回應訴求，
改善社會問題」，
又聲稱「採用激進方
式表達，實為無可
奈何之舉」云云。
內容以教授答題技
巧為幌子，暗地裡
卻是慫恿學生走上
街頭成為炮灰。

「本港人權不斷受限制，其
中警方執法的方式備受爭議，
認為警權損害了港人遊行、集
會、示威等自由。」課文將
「人權」與「警權」處於對
立位置，毫無根據地
引 述 所 謂 「 報
告」、「調查」，
就妄下判斷指責警

方執法方式「備受爭議」。
事實上，警方一直依法處理

遊行、集會的申請，市民進行
遊行示威時，警方亦會盡責執

法，維持治安；惟書本
對此隻字不提，只用
失實資訊錯誤引導
學生，企圖「唱
衰」警察。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第四版）──現代
中國》P.122
談到內地地方政府對申請世界遺產的課題，作者提供了一幅漫畫資

料：地方政府人員正在大力搖動一棵「世界遺產」大樹，指控「申
遺」單單為求謀取金錢利益，更附以貶義文字資料，稱申遺有利「地
方官員升遷」、「地方政府『重申報、輕保護』的發展模式也一直為
人詬病」等等。
題目完全避談申遺於文化、社會層面正面價值及影響，以圖文並茂

的偏頗方式引導學生作答，同時暗地向學生洗腦，將內地抹黑成「唯
利是圖」的壞印象。

●《高中新思維通識──現代中國》P.172
課本以誇張、失實的

漫畫，配以偏頗解說，
意圖醜化內地人。漫畫
顯示一名女生抱着「百年
燈柱」，為其拍照的男生
腳下滿地垃圾；圖下解
說則稱：「上方漫畫表達
了中國內地民眾不文明
出遊，文物保育意識低

落的現象」云
云，企圖用譁眾
取寵的方式，貶
低所有內地人的
素質。

●《朗文新高中通識教育（綜合版）（修訂版）──
今日香港》P.244
「一國兩制」是香港繁榮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惟書中提到身份認

同課題時，竟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聲稱「中央涉嫌介入本地事
務」，又言之鑿鑿地列舉「干預特首選舉」、「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
舉中為建制派協調選票」等所謂「例子」，指相關事件令香港法治傳
統產生衝擊云云。

●《高中新世紀通識──今日香港》P.150
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是由全

國人大授權，基本法解釋權亦
屬於人大常委會。惟書中展示
一幅漫畫，畫中是一座漏水的
避雨亭，屋頂寫上「法治」、
雨點則寫上「人大釋法」，又
在提問中提到「以上漫畫顯示
香港的法治情況」，暗示「香
港的法治隨着人大釋法而被破
壞」。人大釋法具有法律基礎
及正當性，惟該漫畫將其描繪
為「侵蝕」香港法治的洪水猛
獸，圖文所表達的與現實毫不
相符，實屬無的放矢。

●《明名高中通識教育──今日香港》P.168、
《高中通識教育──今日香港》P.195
以偏概全亦是「黃教材」慣用伎倆。透過一幅名為《主觀印象構成

的地圖》中，當中屬於「中國」地域的位置，被貼上「強國」、「黑
心食品」、「豆腐渣工程」等以偏概全的負面標籤，配合西方反華勢
力污衊中國的攻擊，藉此醜化國家，降低國民身份認同感。
該圖同時將整個中美洲等同「毒品」，又將印度及中亞一帶標籤為「骯
髒」及「貧窮」，卻全部以正面詞彙形容歐美國家。有關材料以所謂「主
觀印象」為藉口，將歧視、偏見等正當化，處理手法有違教育專業。

●《高中新世紀通識──今日香港）P.295
課本藉內地遊客在港鐵吃點心麵而引發罵戰一事，企圖塑造內地人全
部都是不守法規、自以為是的片面形象。作者先節錄一段「本地報章」

報道，字裡行間卻不見公正
持平：「與內地不同，按照
港鐵規定……」、「其同伴
嘲笑韋先生普通話太差」、
「連小女孩都說了『是老媽
不對吧』，大人卻似乎連一
句『是我錯』或『不好意
思』都沒有」等等，試圖描
繪出內地人蠻不講理的行
徑，又從不同「持份者」的角
度，說出「大陸人素質低，
常常不守規則」、「遵守法
律就是有奴性」等
話，模仿「客觀」
的口吻進行偏頗的
評論，目的只為抹
黑全部內地人。

答題為虛 洗腦為實
抹黑曲解 毫無證據

圖文「有毒」醜化內地

針對警察 污衊執法
以偏概全 有違專業

��$

以正能量嚴把關 設題多元忌偏頗

至今推行逾十
年 的 通 識 教 育
科，教材內容偏

頗、有教師借通識科無「標準答案」的特性而
將一己個人政治立場強行加諸學生身上，一
直為人詬病。這問題在違法「佔中」期間開始
凸顯，在修例風波後更引發軒然大波。
香港文匯報近日翻查市面多本通行的通識教

科書，揭發有教科書以「手把手」方式教導學
生答題，實際上是灌輸預設立場及極端思

想；有教科書單純照搬「佔中」煽動者
的片面說法，企圖美化違法事件，又將
之與外國抗爭事件類比，藉以作政治宣傳；
亦有以失實指控意圖醜化祖國，離間香港與
內地關係……
此等偏頗材料以「通識」為包裝，悄然將魔

爪伸向校園，有意無意對學生造成洗腦效果。
香港文匯報綜合分析有關問題所在，闡述其如
何偏離教育專業，影響新一代的價值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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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視野通識教育（綜合四版）──今日香港》P.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