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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八十八次委員長會議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舉行。栗戰書委員長主持。會議決定，十三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3月29日至30
日在北京舉行。委員長會議建議，十三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會議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
法（修訂草案）》的議案、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
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訂草案）》
的議案；審議有關任免案等。
委員長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楊振武

就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議程草案和日程安排作
了匯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副秘書長、常委會
有關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就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
議題等作了匯報。
新華社並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

會發言人臧鐵偉昨日就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二十七次會議將審議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修訂草
案和香港基本法附件二修訂草案發表談話。
發言人說，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
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明確了
修改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應當遵循的基
本原則和修改完善的核心要素內容，同時授權全

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本決定修訂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和香港基本法附件二。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不少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提出，全國人大常
委會宜及早啟動並完成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的修訂。

法工委：行使相關立法職權重要舉措
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將按照法

定程序審議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相關議
案，發言人表示，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貫徹落實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精神、行
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相關立法職權的重要
舉措和實際行動，對於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
度，推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政治制度發
展，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都具有重要意義。

另外，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未有
明確表示需要進行多少次會議以完成相關議案的
審議，故未知今次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能否完
成審議工作。他表示，若開會時經過討論，各
方面條件又成熟，並對草案內容感到滿意，
一般會交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在常委
會會議上表決有關草案。

人大常委會月底將審議修訂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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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國情教材叢書贈中小學
《我的家在中國》涵蓋範疇廣 校長讚利落實國安課程框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為進一步培

養學生對國

家、民族及

國民身份的認

同，教育局昨

日發出通函，將向全港中小學贈送《我的家在中國》叢

書，作為推廣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的輔助材料，教育

界大表歡迎。有小學校長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使用內地出版教材學習國情十分合適，雖然現時未見叢書

最新繁體版本的「廬山真面目」，但觀乎內地已發行的版

本，已涵蓋城市、節日、湖海、民族、山河及道路等六大範

疇，有助學生全面認識國情，讓學校落實局方早前公布的常

識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有教育界代表期望各校能善用

叢書，教育局日後可收集優秀教學示例，供其他學校參考。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接受中新
社專訪，表示會免費將整套最

新版本的《我的家在中國》派發給
全港中小學。他期望這套叢書不論
是學生拿來閱讀，還是老師在準備
教材時都有更多資料可以參考。
此外，他亦提到教育局將於下月
舉辦「華萃薪傳－第一屆全港小學
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叢
書將可作為比賽的參考讀物。

叢書可作比賽參考讀物
教育局昨日正式向全港中小學發
出通函，進一步介紹詳情。上述問
答比賽邀請了全港小學參加，大會
向學校建議了一系列適合小學生的
閱讀材料，包括網上閱讀資源及
《我的家在中國》叢書。由於比賽
反應踴躍，故此不論學校參賽與
否，教育局均會贈送《我的家在中
國》叢書，每所小學將獲發兩套，
中學及特殊學校一套。
通函又提到，上述叢書通過城
市、節日、湖海、民族、山河及道
路六個系列，讓學生從不同方面認
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及發展，除可作
為上述比賽的參考讀物，亦可作為

推廣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的輔
助材料。
據了解，局方將派發的《我的家

在中國》是2021年出版的繁體版。
至於內地已發行的版本，全套6個
系列，每個系列包含8冊讀本，共
計48本，適合7歲至10歲學生閱
讀。
書本介紹指「老師們可以用本書

作為國家課程的教學參考，更可以
用作地方課程、校本課程的現成教
材」，目錄則包括「泰山」「絲綢
之路」、「黄海」、「春節」、
「民族舞蹈」、「台北、香港、澳
門，血脈相連一家人」等不同題
目。另據新華網2017年報道，《我
的家在中國》專門為港澳台青少年
量身定製，是精心打造的優質國情
畫本，以不同範疇展現歷史悠久、
朝氣蓬勃的美麗中國，讓青少年全
面、準確地了解中國深厚歷史及燦
爛文化。

「用內地提供教材適合」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孔偉

成表示，「以往局方向中小學派發
由內地發行及編寫的教材是比較

少，而今次主題是國情，用內地提
供的教材很適合，亦有助加強本港
與內地聯繫」，現時學校除了常識
科或德育及公民教育外，其實亦可
透過不同的主題學習，讓學生了解
各方面的國情知識。上述叢書既可
放到圖書館作為參考資料，亦可安
排不同年級學生輪流學習。
本身是小學校長的教聯會主席黃

錦良指，要提升學生對國家的認
識，以至加強學生的國民身份認
同，教材質量十分重要，「但老師
未必有時間自製教材，亦未必有信
心做好質量把關，對個別出版社亦
未必可盡然放心，故絕對歡迎今次
教育局主動引進輔助材料，方便教
師工作。」
他提到，教育局2月公布了常識
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當中點
明教學重點包括透過有趣的故事、
貼近日常生活的課題和重要的國家
事物，增加學生對國家象徵、歷
史、中華民族和文化，以及國家發
展的認識和興趣。他相信這套叢書
可發揮作用，呼籲各學校好好善
用，教育局亦可鼓勵學校間分享心
得，以全面提升教學質量。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香港公開大學校
長黃玉山昨日趁榮休前與記者茶敘，分享在教育界
的體會。被問到大學推行國安教育進展時，他指國
安教育、國情教育可以讓學生了解國家的歷史、現
狀及發展情況，學生應該接觸，教育界亦應關心及
予以重視，但香港過去做得不夠，至今亦未有官員
與他聯絡、討論應如何推行國安教育。
就2014年出現「佔中」、2019年又出現修例風
波，社會有聲音認為這是教育出現問題，黃玉山回應
指：「過去出現的問題是個社會問題，你又不能說社
會出現這麼多事情就是教育有問題，所以弄成這樣，
但又不能說不關教育的事、教育無問題、教育是無辜
的。」他認為學生對社會事情發表意見、參與其中，
他沒有異議，「但最重要是一定要守法。」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本月初透露，局方正與8間資

助大學商討國安教育工作，大學「一定要幫手」防
範及制止違反國安的事，另需時研究如何將國安教
育融入大學課程。黃玉山指，暫未有官員聯絡他商
討有關事宜，但認為年輕人認識國家安全和國情是
理所當然，不等於政治化，因為香港是國家的一部
分，這一點無可置疑，「過去做得不夠，看看今後
有什麼辦法做多點。」

倡港科研發展應與他方合作
長期服務大學界、3月接任研究資助局主席的他，

談及香港科研發展時指，自研資局成立後，大學開始
向研資局申請資金至今已經三四十年，香港學術水平
進步很大，位於世界前沿水平，但仍有不足之處。他
指出香港始終是一個較小的城市，科研經費不足，反
觀內地的研發經費非常豐富，而美國則有大量國家實

驗室。相較下，香港只能集中資源在基礎研究上，但
礙於沒有大工業、大企業、科技工業，在研發上還處
於起步階段，故未來香港的科研發展應該多與其他地
方及機構合作，例如內地科技部部委、中國國家自然
科學基金會、大灣區的研究機構等。
他又特別提到，將來香港的科研人員、科研力量，

應該在大灣區有所作為，香港的科研是「精品」，期
望將來能參加國家發展，並扮演重要角色。
至於公大未來發展，他期望可提高公大的教師人數

及質素、積極推動正審批中的公大肇慶辦學發展項
目、呼籲政府給予公大適當的財政津貼，幫助社會培
育人才。就公大將易名為「香港都會大學」一事，他
預計新校名可於9月初或之前獲立法會通過即可使
用，而校方將於本月內公布新校徽的樣式。回顧過去
7年任期，黃玉山說想做的都已做到，沒有遺憾。

黃玉山：國教做得不夠 教界應重視

讓年輕一代正確認識國家歷
史、現況與發展趨勢，是學校教
育應有之責，但本港攬炒陣營往
往將國情教育「妖魔化」，例如
把今次教育局免費向中小學派發

益智的叢書抹黑為「洗腦」，居心叵測。其實放眼
其他國家，例如新加坡、日本及美國等，均有積極
推行國民教育，甚至將其列入正式課程，相關教科
書亦要經過政府審核，確保課本質素。
立法會秘書處去年整理出「新加坡及日本的國民

教育」報告，兩國在推行國教方面十分成熟。文件
提到，新加坡在1997年逐步於學校推行國教，將
其融入正式及非正式課程，藉以提升學生與國家之
間的凝聚力，培養他們生存的本能及對未來的信
心。
在正式課程方面，新加坡在多個不同級別改革了

多個科目，包括將社會教育科、公民與德育教育科
列為中小學的必修科，前者綜合教導歷史和地理範
疇的內容，包括該國的經濟及社會狀況等；後者則
教導學生理解國家五大共同價值觀，重視學生品格
發展。教科書及授課指引等教材則由政府編制和刊
印，確保教材質素。在非正式課程方面，當地政府
規定學校推行社區服務計劃、學習之旅等不同活

動，又舉辦各類紀念國家事件的活動，增加學生與
國家的情感聯繫。

日校需特別活動推國家標誌
日本政府在1999年制定《關於國旗及國歌的法

律》，各地政府相繼發出指引，要求學校在特別活
動推廣國家標誌，以灌輸國民身份意識。東京都政
府在2003年向公立高校發出通告，規定教師等學
校人員須遵從訂明的推行指引，包括升國旗及唱國
歌，否則會受到減薪、停職等處分。
2018年4月及2019年4月起，日本政府將道德教
育列為小學和初中的正式科目，包括關係、道德判
斷、愛國意識等元素。有關教科書出版前要先取得
文部科學省授權，學生亦須接受教師評估。
至於美國，公民教育也是當地長期關注的環

節，其公民教育的重點及核心為憲法教育，各州
中小學學生要通過美國歷史、政府學、公民學等
必修課程來學習憲法。美國政府明確要求，16歲
至18歲學生學習獨立宣言、人權宣言、聯邦憲法
等。由於大多數的美國人在中學至少受到三次正
規的憲法教育，教育效果相當明顯，憲法意識和
觀念、愛國主義精神等亦廣受弘揚。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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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日國教成熟 教材亦經審核

▲教育局昨日發出通函，將向全港中小學贈送《我的家在中國》
叢書。 中新社視頻截圖

▶楊潤雄表示期望這套叢書不論是學生拿來閱讀，還是老師準備
教材時可有更多資料參考。 中新社視頻截圖

●黃玉山表示，青年學生認識國情是理所當然，過
去做得不夠，看看今後有什麼辦法做多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我的家在中國》簡介
●全套6個系列，每個系列包含8冊讀

本，共計48本讀本

●6個系列包括：城市、節日、湖海、

民族、山河、道路

●適讀年紀：7歲至10歲

●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

●作者：檀傳寶

註：資料為2016年版本，2021年繁

體版或有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