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安教育指引料月內寄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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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施政報告表明，學校應着力推動價值觀教育，而高中通識科必須改革，糾正該科被異化問題。教育局副局長蔡

若蓮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講述相關措施和跟進工作。就社會最關心的通識科改革，她強調這是專業、負責、有

分寸的做法，以「撥亂反正，重新出發」總結整個改革。她又特別提及校本教材問題，強調「校本」不代表可任意為

之，校內各級管理層有責任做好監察，「唔可以唔知同事做緊乜」，必須為學生學習負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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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明年升中流程開展，家
校會昨亦發布「中學概覽
2020/21」網上版，當中輯錄
全港400多所中學的課程、特
色及教學規劃資料，供小六生
家長選校時參考。香港文匯報
記者翻查發現，多所學校都於
概覽中強調會重點推動基本法
及國安教育工作，例如喇沙書
院會將基本法納入正規課程；
九龍工業學校指「會以全校參
與模式推動價值及國安教
育」；沙田蘇浙公學則將「從
校園學習推廣中華文化及認識
基本法」列為三大關注事項。

隨着本港教育界以至整體社
會對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教育更
見重視，今年有近30所中學於
概覽中講述相關項目發展，涵蓋
學校管理、教師專業發展、教學
規劃與課程等重點。例如沙田蘇
浙公學將「從校園學習推廣中華
文化及認識基本法」列為學校管
理的三大關注事項之一；中華基
督教會全完中學會要求所有教師
參與全校性培訓，「一國兩制」
實踐與基本法教育為其中主要內
容；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則
指，會推動教師採用教育局基本
法教育網上基礎課程等資源，自
主學習、終身學習；並與姊妹學
校視像交流，拓寬教師教育經歷
及視野。
在教學規劃與課程方面，喇

沙書院在價值觀教育部分，會將
基本法納入正規課程；而香港教
師會李興貴中學則指，該校剛於
2019/20年度完成了基本法課程
的規劃，由不同學科教授基本
法；而荃灣聖芳濟中學指該校重
整了學習交流專責小組，又整
合個人、社會及人文教
育學習領域，務求
為學生提供更完
備、更廣泛之
學習體驗，
實踐國民及
基 本 法 教
育。
此 外 ，

九龍工業學
校表明，會
以全校參與

模式推動價值觀及國安教育，
由各科組透過不同學習活動，
向學生灌輸正確價值觀，培養
學生成為具備良好品格的好公
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高鈺

多校概覽聚焦推基本法國安教育

批評者歪曲事實
無視問題不負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今日是「國家憲法日」，教
育局早前發出指引，鼓勵學校安
排合適的校本學習活動。蔡若蓮
指，局方今次旨在結合節慶，更
好的將學習憲法、基本法與學生
生活連繫。她透露，局方就國安
教育的學校指引工作已踏入尾
聲，預計今個月內會發給學校參
考，相關教材及課程等內容亦將
陸續推出。
蔡若蓮表示，正如善用中秋
節、農曆新年等讓學生學習中華
文化一樣，於「國家憲法日」推
動憲法教育並非新事物，雖然今
年因疫情下學生只能上網課，但
同學仍可透過直播或錄播觀看
「國家憲法日」座談會，「善用
社會資源是好事，難得邀請到高
質素專家開講，一般課堂難以做
到，是難得的學習機會」；此
外，認識憲法亦有很多不同的學
習方法，學校之間可各師各法，

如有學校便透過VR作情景學習
等。
就有關國安教育的最新進展，

蔡若蓮指自香港國安法頒布後，
教育局已馬上着手做指引、課程
和教材，「目前給學校的指引已
到尾聲，預期會在今個月內寄到
學校」，內容包括在國安法實施
後，學校各級人員、各範疇要注
意的地方，學校要就國安教育而
進行的事項等，都會有清楚的指
引供參考，「初稿基本上完成，
現在主要再聽聽校長、前線老師
等意見，再看看有否地方補
充。」
至於國安教育的教材及課程，

她表示局方都在努力當中，「我
們都想同學有系統、全面去認識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跟我們生活
的關係，而且要結合不同學科，
因此需要多點時間」，預計在指
引面世後，會陸續推出課程相關
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自通識科改
革消息一出，教協不斷危言聳聽，一時謂「從
未聽過通識科『異化』問題」，一時批評教育
局「政治凌駕專業」。蔡若蓮昨日重申，通識
科爭議由來已久，教學異化、知識碎片化、探
討表面化等問題一直為人詬病，反問批評者無
理由不知道相關問題，又不點名指對教協及其
前議員葉建源的相關言論表示遺憾。
「通識科問題並非突然出來的，包括在課

程內容，任何立場、黨派的人都有批評過內容
大多、教材偏頗」，蔡若蓮昨日點出通識科
「異化」的多項問題，其一是教學異化，應試
策略下令學生不求甚解，只看論點多少決定立
場，而並非經思考得出結論；其二是知識碎片
化，「因為內容太多，結果左抄右抄，欠缺系
統知識，不少前線通識老師都感嘆『思而不
學』」，而這亦引伸出探討表面化的問題，
「以為自己好有見地，但只是將別人看法當成
自己看法。」
蔡若蓮感嘆這些問題必須正視，反問批評

者無理由不知道，對有個別人等及「前議員」
濫用口號歪曲事實表示遺憾，「從教育專業而
言，這是不負責任，我們不能無視客觀存在的
問題，不能不處理師生壓力，不能不正視學科
被異化後，對整個學習質素的影響。」她強
調，是次通識科改革建基於過去的實踐經驗，
亦有綜合不同方面意見，包括過程間一些專業
報告和研究。立法會亦已討論通識科問題多
年，加上近日亦有證據，確實顯示以往有教材
問題。
對於教協等人誣指通識科改革是所謂「政
治決定」，蔡若蓮反駁指，以往立法會以至社
會各界不乏要求取消通識科，但局方堅持專業
出發，保留學科的宗旨目標，維持以必修必考
作定位，針對現行種種問題令其與時並進。
此外，局方目前只是定下改革大方向和原

則，具體細節仍然是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商
討，小組裏面包括老師、學者、專家等持份者
參與，這亦是正常的課程發展過程，呼籲外界
不應以陰謀論或有色眼鏡看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高鈺）去年的修例風波後，
大批學生因涉嫌違法被捕，反映
不少青年人守法意識薄弱，欠缺
互相包容尊重的價值觀。教育局
昨日向全港中小學發出通函，宣
布在現有七種培育學生主要的正
面價值觀之外，加入「守法」和
「同理心」，以加強學校推行價
值觀教育的工作。教育局副局長
蔡若蓮形容，此舉可以裝備學生
面對外界很多似是而非的「道
理」，有如一支「預防針」保護
年輕一代。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現時學校

首要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
度，包括堅毅、尊重他人、責任
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
關愛，以及誠信；因應學生學習
和發展需要，課程發展議會於今
年10月建議加入「守法」及「同
理心」，讓學生明瞭為了群眾福
祉，遵守法規是公民的基本責
任；並懂得易地而處，考慮別人
的處境及感受，尊重不同的意
見，有助營造和諧關愛的社會。
教育局歡迎有關建議，認為可培
養學生守紀守法、互相尊重、共

融友愛等正面價值觀和態度，有
助更好裝備學生積極面對生活和
學習上的種種挑戰；局方會持續
製作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支援
學校將相關學習元素加入現行價
值觀教育課程，並舉辦專業發展
課程，提升教師掌握課程規劃和
推行的技巧，亦會製作家長單張
和小冊子，協同各持份者，共同
推動價值觀教育。
蔡若蓮昨日受訪時指，加入
「守法」和「同理心」作為核心
價值，其實也是響應了專責小組
的建議，「大家可看看過去一
年，我們的生活受到多大影響，
相信大家都能明白守法的重要
性，也有需要裝備學生面對外界
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她
形容這有如一支「預防針」，避
免學生誤信個別媒體所謂「毋須
守法」的種種歪理。
至於「同理心」方面，蔡若蓮形

容現今的科技發展下，多少或令人
們變得「機械化」、「物化」，
「但人跟機械的最大分別，就是懂
得易地而處，有同理心」，是以在
現今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下，更有
必要加強同理心推廣。

課程增「守法」「同理心」
打「預防針」護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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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早前就通識科提出多項改革重
點，惟社會最為關心的校本教材監察

卻較少着墨。蔡若蓮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指，是次改革清楚指出新版「通識科」
將設適用書目表，「但即使有教科書，老師
仍然可以花心思，按學生能力、興趣、性
向，根據新課程指引和要求構思輔助材料，
幫助學生掌握學習目標」，強調校本教學空
間仍然存在。
至於校本教材可如何做好質素保證，蔡若
蓮指現時當局已設有學校自評、外評、重點
視學等機制了解學科教學，而在校本機制上
「放權同時亦講問責」，局方早前接獲投
訴，有確切證據顯示少數別有用心者曾作出
失德行為，相信透過嚴肅處理「害群之

馬」，有助杜絕校本被濫用情況，讓教界加
強警惕，提升教學質素。

要為學生學習質素負責任
事實上，教育局早前在取消播「獨」教師
註冊個案中，亦有就該校校長、副校長監管
不力發譴責信，並書面警告沒考慮內容是否
恰當使用「獨」教案的教師。蔡若蓮指，那
說明了「校本課程並不代表可任意為之，校
內各科中高層管理人員都有監察責任，唔可
以唔知道同事做緊乜，要為學生學習質素負
責任」。
蔡若蓮提到，以往在學校工作時，會先由出

卷者自己簽名，「科主任會睇，亦會安排另一
科的『生眼』去睇有無問題，教學主任又一次

把關，最後校長都要簽名」，她強調不論是考
卷還是校本教材，「畢竟是入咗學生腦、成為
其生命的一部分，理應審慎一點。」
至於新通識科評級問題，有報道引述局長
楊潤雄指不排除在「達標/不達標」外加多
一個「優異」等級，蔡若蓮指，通識科等級
「七變二」原意是減輕應試壓力，「估計局
長可能正聽取不同意見，但不論兩級還是三
級，對我們的減壓目標，並沒分別」，亦要
待課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商討，目前未有定
案。

將來會補充認識國家內容
對於新通識科改革後要重視培養學生的正

面價值觀、積極態度及國民身份認同，學習

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和法治等。蔡若蓮
指現時通識科「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
兩單元都有相關內容，但當中對法治和憲法
討論「比較無頭無尾」，預計將來會加以補
充認識國家方面內容，讓基礎知識更有系統
和扎實；而在爭議性議題的教學上未來亦要
回歸至基本原則，加強學生對基本法和「一
國兩制」的認識作為基礎，才能作判斷。
她表示，難以盡言個別爭議性議題可如何

施教，「但原則上最起碼要有公論，有權威
核實，可信、準確、客觀的知識和事實，而
不要將片面意見當成事實」，強調學校要做
好把關，帶出準確全面的事實，引導學生返
回扎實的知識基礎、在法治框架下看待事
物，不容仇恨或歧視言論在校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