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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育國民意識由娃娃抓起
多方面深化「三觀」教育 盼教局出教材免誤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近年飽受黑暴和疫情摧

殘，大批年輕人被抹黑國家及激

進的思維誤導，以違法手法爭取

政治訴求，亦有人肆意於網上發

放虛假新聞，引發社會恐慌，充

分反映了深化價值觀教育，加強

學習「一國兩制」、國情與國家

安全、法治精神、品德等方面於

整體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近月特

區政府正從各方面深化價值觀教

育，繼去年12月加入「守法」和

「同理心」作為首要培育學生的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日前公布的

通識改革細節中亦加入不少相關

元素。有教育界人士強調，培養

學生正確人生觀、是非觀、守法

以及國民意識十分重要，應從小

打好基礎，望教育局可更積極提

供相關教材，尤其是法治教育部

分，免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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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教協包庇失德教師散播「港
獨」思想引發市民不滿，民間
團體「香江情．中國心」代表
昨日到旺角教協總辦事處，抗
議教協維護「黃師」散播暴
力，教壞學子，應立即解散。
團體代表分別帶同「聲討教

協誤人子弟荼毒香港青少年」
的橫額和「清除『黃師』刻不
容緩」、「教協播毒 破壞法
治」等舉牌在教協門外抗議。
沈先生表示，教協近年一直
不停散播「港獨」思想，教壞

學子做「黑衣人」，有違教師
的專業水準，令社會更加分
化。教協名義上是教育團體，
但從不與暴力割席，反而煽動
學生暴動，反對自己的國家，
其做法破壞社會安寧。
有學生媽媽參與今次抗議活

動，直言現時香港教育失敗，
教出六親不認的學生，對此感
到十分痛心。
她認為香港年輕人不但要愛

國，更要愛自己的家人，而教
協向學生傳播錯誤思想，斷送
學生前途，應立即解散。

團體批教協播「獨」教壞學子
內地升學近年成為不

少香港學生的熱門選
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昨日指，特區政
府留意到選擇到內地就

學的學生中，當中不乏公務員子女，政府
正研究向子女就讀內地中小學的公務員提
供教育津貼的可行性，以鼓勵更多港青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
聶德權昨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郭偉質

詢時指，政府過去有就1996年8月1日前受
聘的合資格公務員提供子女海外教育津貼，
隨着有關人員陸續退休，領取津貼者持續減
少，2019/20年度剩約1,600人。局方曾就

附帶福利性質公務員津貼進行全面檢討，考
慮到海外教育津貼計劃已不合時宜，有關津
貼上限不會再調整直至全面取消。
另一方面，公務員事務局現時設有「本
地教育津貼」，以支付合資格人員子女在
港接受中小學教育的費用，而有關學生必
須在教育局核准的本地中小學、英基及國
際學校名單就讀。聶德權表示，留意到部
分公務員子女亦有選擇到內地就學，基於
鼓勵香港青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政
策，政府正積極研究擴大「本地教育津
貼」的適用範圍至包括內地的中小學的可
行性，並會就有關事宜適時諮詢職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公僕教津研擴至內地中小學

價值觀國情法治教育
相關建議和措施

●德育是五育之首，亦是教育的根本。學校應着力推行價值觀教育，包括加強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教育局會透過多元化活動，讓中小學生全方位認識國家發展、憲法和基本法、「一國兩
制」的實踐、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尊重和維護國旗和國歌這些國家的象徵，以培養學生的正面價
值觀，以及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責任感。

●培養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一直是中小學教育的重要學習宗旨。我們期望香港的下一代
品行端正，能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展現明辨慎思、道德判斷、善於溝通等能力，並對社會有承
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
●過去學校首要培育學生七種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包括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
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及誠信，至去年12月宣布加入「守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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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應優先推行價值觀教育，包括加強生命教育和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並於高小和
初中階段盡早開展生涯規劃教育；

●現時以全面和綜合模式推展不同範疇的價值觀教育仍然合適，不同範疇的價值觀
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包括國家安全教育）、國民教
育、性教育、生命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等；

●價值觀教育方面，教師是學生的楷模，對學生學習和成長甚為重要，
故要持續加強在職教師及準教師的專業培訓。

●新公布的課程宗旨包括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
生態度，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負責任的公民；

●課程建議學習重點中，包括國家和香港的憲制關係、總
體國家安全觀、法治精神的意義等；在學習重點「科技
倫理與資訊素養」中，亦強調了資訊素養的內涵與正面
價值觀的關係；辨別虛假資訊，使用科技的道德操
守，遵守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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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最後報告
指出，香港此前發生大規模社會動盪事

件，不少年輕人牽涉其中，有些更以激進手法
爭取政治訴求，情況令人憂慮；隨後香港受疫情
的影響，關於疫情的不實資訊廣泛流傳，防疫物
資在初期短缺引起了社會恐慌情緒。
種種情況均凸顯強化科學思維、價值觀教育的重
要性，當中包括幫助學生建立堅毅、尊重他人、責
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關愛、公民
責任和意識、守法，以及同理心等核心價值，鼓勵學
生作出具識見和理性的判斷，及推動他們以合乎道德的
方式運用資訊科技。
香港文匯報整合特區政府近月積極支持學校推行價值觀
教育的相關工作（見表），其中最新的施政報告便清楚提
到，德育是五育之首，亦是教育的根本。學校應着力推行價
值觀教育，包括加強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而加強培育
「守法」和「同理心」價值，則讓學生明白遵守法規是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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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通識改革的學習重點包含了「一國兩制」、憲
法與基本法、國安法等重要內容，同時涵蓋了科技倫理與資訊素
養，包括資訊素養的內涵與正面價值觀的關係；辨別虛假資訊，
使用科技的道德操守，遵守相關法律等。

黃錦良：教界推動常被外力阻撓
「本港過去出現了『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等歪理，令部分年
輕人法治意識薄弱，社會動盪不安」，本身是小學校長的教聯會主席黃
錦良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教界其實一直重視推動價值觀教
育，惟以往經常存在外部因素阻撓，包括別有用心者不斷抹黑及妖魔化
國民教育，令教界變得被動。如今政府積極作為，相信有助撥亂反正。
他強調，價值觀教育涵蓋內容眾多，「同理心」旨在教導學生互相包
容，「從個人出發，達至社會和諧」；讓學生認識憲法和基本法，培養學
生守法和尊重法治；公民、國民意識等更應從小做起，打好基礎。他期望
教育局未來可更積極作為，提供教材予教界使用，「始終法治教育較難以
校本處理，應有一套內容和要求，避免出現不必要的誤解或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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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言）通識科被指成為
了「黃師」用作對學生洗腦的利器，被教育界詬
病，教育局近日初步落實改革通識科的課程框架，
增加學習「一國兩制」及國家發展元素，希望將問

題撥亂反正。三名通識科教師出席教聯會的直播座談
會，表示支持學科改革，同時從前線角度提出多個細
節落實需要關注及擔憂的地方，包括現通識教師人手

的調配、10小時的內地考察能否學有所悟等等。
教聯會昨晚於線上舉行名為「黃黑籠罩通識教育還有什麼

可能？」座談會，教聯會副主席、資深通識科老師鄧飛邀請兩
通識前線教師丁江浩、陳志興討論通識科改革的相關問題。

憂教師人手難以調配
其中丁江浩指，今次通識科的改革變化較大，認為教育局在改

革通識科時，應該以改善舊科的不足之處為出發點。他贊同新建議課
程的主題將香港放在國家的框架下，其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課題強調從屬關係，進而描述香港的法治、政治參與等情況，但擔心科

目的變化導致教師人手難以調配，亦擔心老師會因考試只劃分達標和不達
標，只關注可能不達標的學生，優秀學生反而利用通識課時間溫習其他學科，
令新科目變成「閒科」，此外亦有可能令學生被迫分成兩批，通識達標和不達

標兩組，擔心此差異對學生的心理造成不好的影響。
課程內容方面，陳志興表示，新課程課題主要涉及事實性的描述，教學上以灌輸

知識為主，學生可直接從網絡搜索到具體內容，影響了教師教授學生慎思明辨、獨
立思考的空間。他又認為，新課程框架中國民身份認同及國旗國歌的部分內容或與小
學及初中重複，而且只聚焦「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對香港社會其他值得關注的課題
如文化等內容涵蓋不足，認為內容設計有改善的空間。
至於課程中有關香港國安法的內容，鄧飛則擔心前線教師會因法律內容較深

「唔識教」，亦擔心撰寫校本教材的教
師會不小心「踩界」，他呼籲教育局提
供教師相關示範教材，以及增加相應的
教師培訓。
至於改革後新增內地實地考察，三位

教師均指，過去老師帶領學生到內地研
習的時間要遠超10小時，認為目前教局
指引中提及的10小時太少，可能只足夠
前往深圳，擔心變成「買杯喜茶了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教育
局正就優化高中核心科目課程和評估方
案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學界諮詢，教聯會
表示支持精簡各個核心科目的課程和評
估，認為有助拆牆鬆綁，減輕學生的學
習壓力，同時釋放更多空間，按學生個
人興趣和能力修讀選修科，拓寬涉獵的
知識層面；同時學校可有更多空間加強
學生的價值觀教育，讓學生在知法守法
的基礎上達至全人發展。
就教育局建議中文科融合必修和選修

部分，校本評核無須呈交選修單元的分
數，教聯會認為，隨着選修單元的重要
性大為降低，局方可進一步諮詢教界意
見，考慮取消選修單元，讓學生專注閱
讀及寫作範疇及其他語文學習活動。
此外，該會認為教育局提出在高中階

段加入職業英語元素的建議可取，但建
議選擇修讀的學生不需要同時修讀核心
科目的英文科，以提升學習英語的興趣
及動機，並期望當局為開辦職業英語的
學校提供相應資助，以鼓勵更多學校開
辦相關課程。
除了優化高中核心科目外，教聯會促

請教育局同步啟動各選修科目的檢討，
建議進一步檢視企會財科、中史科及旅
遊與款待等科目的課程及考評安排，並
在各相關學科內加入與「一國兩制」教
育、國家安全教育、大灣區發展和「一
帶一路」等學習內容，確保各個學科與
時並進，讓高中生了解目前社會的最新
發展。

通識師撐改革
關注細節落實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右起）鄧飛、丁江浩及陳志興三名通識科
老師討論學科改革。 教聯會片段截圖

●●民間團體聲討教協縱容暴力民間團體聲討教協縱容暴力，，
應立即取締應立即取締。。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教育界人士強調教育界人士強調，，培養學生國民意識培養學生國民意識
十分重要十分重要，，圖為圖為「「國家發展戰略與香港國家發展戰略與香港
青年機遇青年機遇」」參訪團參觀故宮參訪團參觀故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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