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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及當時情況，范徐麗泰說：「『佔
中』時期，我看到很多年輕人對國家

歷史、文化、現況都缺乏認知，印象則只
來自於新聞報道，問題在於新聞常態總是
報憂不報喜，容易令他們誤以為國家『負
面』、『落後』。」她感嘆當時的社會已
令她擔憂年輕人將淪為「無根一代」，
「只崇拜西方文化，但對我哋中國幾千年
文化，除非考試要考，否則根本無心去
學。」
另一方面，由於過去多年通識科必修必

考的設計下，學生花大量課時與心力應
付，變相進一步減少了學生選修文史科目
意慾，「當時我和一班有心人覺得，應該
鼓勵吓同學們認識國家歷史與文化。」因
此便成立了勵進教育中心，透過互聯網和
各種渠道，安排多元化的中華歷史、文化
與國情活動予本港師生。

樂見教育改革 檢視措施成效
勵進由成立至今超過5年，不論是社會環

境還是本港教育制度均有相當大的改變：
初中中史科今學年起獨立必修、通識科改
革、以多種形式在不同學科加強國安教育
等。范徐麗泰對這些改變深表歡迎，「當
然可以早一點改就更好，但我見到特區政

府是因應過去廿年發生的事情，決心改
變，明白下一代的歷史感，國家觀念必須
加強。」
惟她亦指，有關措施只是「開頭」，仍

有必要努力推進，「要多看幾年了解成
效，尤其執行上是否還有陽奉陰違嘅趨
勢，會否還有一些有不正確思想的老師，
在課堂散播似是而非的論點去影響學生，
這仍需要小心檢視」，期望這些教育改革
得以循正確方向得以延續，「花十年工
夫，希望能培養出我們可以依靠的棟樑之
才。」

民團先試先行 適合再推全港
勵進中心作為民間團體，范徐麗泰認為

其最大優勢正正在於規模較小，「我理解
政府官員做事時可能較多掣肘，講一句就
被人上綱上線，因此政府不妨可多利用我
們這些民間團體先試先行，發覺合適再考
慮推至全港。」
另一方面，她強調要令教育工作落實有

成效，民間團體確實很需要政府支持，以
早前中心與教育局合辦的「尊重法律、鞏
固法治」教師培訓計劃為例，中心可免費
借用局方場地舉辦活動，局方亦可透過活
動觀察前線教師反應，實屬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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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將大批年輕人捲進黑暴以至「獨」風

潮之中，揭示當中不少人不但欠缺守法意識，更甚者毫

無國家觀念，反映了香港一代人教育的缺失。早在違法

「佔中」後的2015年，原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就有感年輕

人對國家歷史、文化和當代發展均欠認知，遂與一群有心人共

同成立勵進教育中心，為本港學校師生提供全方位的中華文化及

歷史教育支援。作為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會主席，她近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指，樂見特區政府近期終於落實多項相關教育改

革，亦高興自己能以民間團體身份，於這些改變上與特區政

府通力合作，期望此正面趨勢在未來得以延續，逐步加

強年輕人的歷史感與國家觀念，「花十年工夫，希

望能培養出我們可以依靠的棟樑之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認識傳統文化與歷史，除了能加強學生國民身份認同，亦培育建立修養，
鑑古知今，從歷史中領略人生道理。范徐麗泰分享指，自己年輕時受師長和
朋輩薰陶，漸漸培養對中國小說、歷史和詩詞的興趣。她形容它們都是豐富
人生的營養品，有助學習人生哲理和價值，籲年輕人應多加接觸。
「小時候我對中史文化其實興趣不大的，直至遇上一位中史老師，聽佢

講書好似聽緊故仔一樣，不但講到歷史事件為何發生，還會講到這如何影
響不同階層，而他們各自的反應又是如何。」她說，正是遇上這位良師，
自己才逐漸對歷史培養出興趣；而當時班上一些同學愛看宋詞元曲，受他
們的影響，於是也開始接觸詩詞歌賦。「所以我明白老師、同學之間建立
學習氛圍的重要性；我們（勵進）正正希望將相關資源介紹給他們認識更
多，以推廣開去；就像我見到有好嘢食，都想介紹畀人一樣。」
被問及她最欣賞的歷史人物，范徐麗泰特別提到了周恩來與鄧小平，

「周恩來能夠在毛澤東這位偉人身旁輔助，將好多政策用一個適合社會和
人性化方式推出，是很難得的輔佐。」對於偉人鄧小平，范徐麗泰最敬佩
他對香港問題的強大預見力，「香港出問題時，中央不能不管；香港應以
愛國愛港人士治港。這些重點鄧小平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提出。毫
無疑問，他是位當之無愧的偉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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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
文風）教師對學生的影響深
遠，若要培養學生認識中華
文化、歷史和國情，鞏固教
師的文史認知是首要工作。
范徐麗泰表示，中心每年均
為教師舉辦不同種類的內地
考察，期望參與者親身了解
真實國情，再在日常課堂中
向學生分享。中心另設有教
學活動資助與主題講座等項
目，供教師報名申請，「當
老師明白，自然就會透過言
教、身教，正面地影響學
生。」
為協助教師了解真實國

情，勵進教育中心每年均為
教師辦不同的考察活動。范
徐麗泰說：「內地有很多發
展，香港人是前所未見
的。」她以國家煤礦為例，
很多香港人也許只會想到
「工人被困」、「走出來臉
黑、爛衫」等負面印象，
「我們有舉辦過中國能源之
旅，帶老師到內地煤礦井，
當地開礦是用機器，一班礦
工約五六人，至少都是碩
士。」另一方面，國家近年

積極研發技術，減少燒煤污染。凡此種
種，教師都應該知道。至於另一次的海
運之旅，「睇海上工程，諸如鑽油台、
海上酒店、直升機坪等，規模之大讓老
師們都很驚訝。」范徐麗泰特別提到，
這類考察活動一般採取「小班」形式，
確保質素。
此外，不同的主題講座，如早前與教

育局合辦的「尊重法律、鞏固法治」教
師培訓計劃，中心邀請了相關專家如梁
愛詩、喬曉陽、譚惠珠、馮巍、張勇、
梁美芬擔任各課題的講者，「好多人誤
以為香港昔日是殖民地，但實際上中國
從不承認，1970年代聯合國亦通過了
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上刪除的決
議。」她強調這些概念都是師生應該知
道的，尤其講及法治、憲法、基本法、
國安法時，必須先了解清楚中國歷史，
明白香港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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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教育經常予人沉悶印象，范徐麗泰表示，中心一方面致力以趣味形式
推動文史教育工作，包括以卡通、影片等方式包裝歷史故事，又舉辦內地交
流活動；另一方面，中心推出中史獎學金、文憑試攻略等實用資訊與獎勵，
雙管齊下投學生所好，增加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國情的認識。
「我們希望讓中國文化變得有趣，亦希望可以從小開始培養孩子。」范
徐麗泰介紹指，中心一方面會為幼稚園及小學生設「升國旗、唱國歌」計
劃，免費送贈升旗座、國旗、升旗手掛帶等材料，以推動學校的國情教
育，至今共有560間學校參加。
此外，中心為幼稚園學生設中國剪紙活動，定期安排名人聲演中國著名
歷史故事、人物及文化故事等，以較有趣味的方式吸引學生。
中心明白香港學生重視應試，故有不少跟學制銜接的項目，如「中史試題
解碼」會由資深中史教師製作模擬試題，網頁至今上載超過250條模擬試題，
瀏覽量突破7萬人次；「圖解古文」以動畫形成包裝中文科範文，中心又提供
中史優異生獎學金，每年向10名文憑試中史科考獲5**、並選擇入讀指定七間
大學的歷史系或選修中史課程的學生，派發5萬港元的獎學金，現時已有50
名同學得獎。她微笑着說：「可能你會覺得這樣很市儈，但如果不投其所
好，就很難引起年輕人的興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趣味包裝歷史 增加學習誘因 師長朋輩薰陶 看史建人生觀

●中心邀請相關專家作講者到校向學生介紹真實國
情及國策。 fb圖片

●●范徐麗泰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范徐麗泰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
樂見特區政府近期終於落實多項樂見特區政府近期終於落實多項教育改革教育改革
措施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勵進教育中心為全港
學生設有不同中國文化
相關活動，圖為幼稚園
師生學剪紙活動。

fb圖片

●勵進教育中心為全
港學生設有不同中國
歷史相關活動，圖為
中史試題解碼計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勵進教育中
心「圖解古
文」以動畫形
式包裝中文科
範文。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