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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壓

在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

國。當新中國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

立，一直高舉愛國教育旗幟的香島

中學成為最早一批在校內升起五星

紅旗的香港學校。與香島中學一

樣，一些愛國機構在香港創辦學

校，默默為國家培育人才而努力。

然而，在當時的港英政府打壓下，

這些一直秉承愛國傳統的學校，只

能在夾縫中掙扎求存，咬緊牙關培

養一個又一個、一代又一代的愛國

人才。在中國共產黨今年即將迎來

建黨一百周年之際，香島中學校長

黃頌良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說：「我們學校的教職員充滿了使

命感，大家一直朝振興

國家和民族的目標努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掃碼看片

香島秉承愛國教育理念 為振興國家和民族努力

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介紹，該校成立於
1946年，當時正值二戰之後，香港各個

方面正逐漸復甦，不過，香港的不同政治力量
仍在拉扯角力。他說，當年港英政府對共產黨
仍相當忌憚，總怕會威脅到他們的管治威信，
於是對香港為數不多的愛國學校進行打壓，
「香島創校之時什麼都沒有，實在有賴充滿理
想的創校先賢無懼困難、凝聚力量，香島才得
以創立起來。」
香島中學創立後，一直高舉愛國教育旗幟。
當新中國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該校是最
早一批在校內升五星紅旗的香港學校。
儘管香島中學經歷過首任校長被遞解出境、
學校被逼遷、造謠校舍「鬧鬼」等事件，但學
校抱持着愛國風骨，未被擊倒，至今仍堅持以
愛國精神為辦學方針，繼續春風化雨，作育英
才。
在該校服務逾40年的退休數學科教師梁夢

粦，對學校的歷史有很深的了解。他指1950
年，港英當局對首任校長盧動在香島中學開展
的愛國運動甚為不滿，於是將他遞解出境，並
由黃承燊接任校長一職。

屢受針對 校長被趕 校舍遭焚
事實上，香島中學創辦之初除了要面對政府
打壓，來自不同立場的攻擊亦接踵而來。該校
最初在九龍窩打老道建立校舍，其後因為學生
人數增加而多次遷校，過程中沒有港英政府的
金錢資助，更曾遭到業主強收物業、造謠新校
舍「鬧鬼」，令辦學過程變得困難重重。
1956年10月10日至10月12日，親國民黨分
子在香港發動嚴重暴亂事件，香島中學正校校舍
慘遭焚毀，幸得內地、港澳及海外同胞捐款支
持，修復校園。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北京會
見香島中學董事長吳炳昌，勉勵全體師生再接再
厲。

愛國教育孕育香島人韌性
黃頌良指，香島人的堅持與韌性，需歸功於
香島中學的辦學理念及愛國教育。該校一直推
行愛國教育，以配合國家發展及時代脈絡，包
括了解中華民族文化、探討民族振興課題、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等概念，讓學生對國家有宏觀
全面的認知。
由創校之初，香島中學已經推行閱讀報紙的
活動，至今仍然保留這一傳統。黃頌良認為，
閱讀報紙有助學生了解時事，更重要的是教師
從旁引導，並結合自身經歷分析事件，為學生
建立正確價值觀及態度。
此外，學校經常舉辦交流團，或推薦學生參
加內地團，以增加學生對內地的了解，擴寬視
野，教導他們把握好國家空前的發展機遇。

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退休數
學科教師梁夢粦，兩位都是名正
言順的「香島人」。他們在香島
成長、畢業、工作，與香島結下
了長達數十年的情誼。二人均認
為，教育並不只是「打一份
工」，而是一份使命與理想，以
為國家培育人才為己任。
1966年出生的黃頌良，從小在

香島接受教育，先於香島中學附
屬的幼稚園、小學就讀，其後升
讀香島中學預科，及後以優異成
績考入香港中文大學。大學畢業
後，黃頌良毅然選擇回母校教
書，成為了經濟科教師；其後以
35歲之齡接任香島中學校長一
職。

「教學要做得比本分更好」
「回母校教書時，感覺大家關

係很奇妙，因為以前有點怕老
師，現在卻成為了同事。」黃頌
良認為，香島的教師都認同學校
的辦學理念，都是有承擔、有想
法的人，「在國旗之下沒有懶散
的人，大家都認為教學不只是打
一份工這麼簡單，而是需要做得
比本分更好！」

難忘恩師代付學費
梁夢粦同樣在香島經歷了四十

個寒暑，至2016年才正式退休。梁夢粦小
四時成為了香島的插班生，一直念到中學畢
業，「我以前住在觀塘的徙置區，家裏曾經
窮到交不起學費；在我中一的時候，班主任
自掏腰包為我代交一年學費，那時候一個月
學費都要幾十塊錢！」
為了還錢給老師，梁夢粦積極做暑期工，
包括為小孩補習、到製衣廠打工，還錢之餘
也幫補家計。有感恩師對自己的幫助，梁夢
粦決心回饋母校，他提到香島的校歌歌詞：
「『香島像一個熔爐……香島又像一個大家
庭』，我當然是香島的一分子！」
梁夢粦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學畢業後，回
到母校擔任實驗室職員；其後去廣州念了大
學學位，又在教育學院修讀文憑，最終成為
一名數學教師。多年來，他以自身的經歷與
熱情，言傳身教一代又一代的香島學生，真
正做到「以生命影響生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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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修例風波中，不少年輕學生被
洗腦、荼毒，最終走上違法暴力的不歸
路。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認為，在新時
代下，進行愛國教育面對不少挑戰，例
如網絡上真真假假的資訊，學生容易受
到影響，學校師長更應該耐心引導學生
追求真相，以防他們被誤導。
黃頌良憶述，在他小時候接受的
愛國教育中，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
「讀報」，更笑言：「當時我們當
然有讀《大公報》及《文匯報》！

幼稚園的時候只是看一下報紙上的
照片，老師在講解時還會分享自己
的經驗。」

嘆有港人仍對內地持負面態度
隨着年齡增長，黃頌良對不少事情

感到興趣，讀報不再是「讀圖」，而
是主動關注不同的社會議題；加上學
校有不少愛國教育活動，慢慢培養起
他對國家的關心，以及希望振興中華
民族的決心。

談及現時本港推行愛國教育的情
況，黃頌良坦言現時的環境複雜，
「祖國內地的發展太快，雖然香港與
內地只有一河之隔，但香港不進則
退，與內地發展步伐有些『脫節』
了，有時收到的資訊竟滯後很多。」
有些香港人對內地的印象仍停留在以
往的負面形象，產生了誤解。
此外，網絡充斥假訊息，「學生能

隨時接觸到不少資訊，當中不少是煽
情的，這對於學校教育是重大挑戰，

畢竟他們受到學校的影響有時甚至還
不如陌生人……」黃頌良認為，這更
需要學校教師付出更多耐心與時間，
幫助學生辨別真偽。
「學生在不停看着天上的星星時，

也應該看看自己腳下的世界，當你有
足夠的知識，自然會有自己的思考與
判斷。」他認為學生應該多了解中國
文化，多看看中國山河，好好裝備自
己，把握國家發展給香港帶來的巨大
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愛國教育挑戰大 師長應引導求真

●梁夢粦以自身的經歷與熱情，真正做到
「以生命影響生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頌良中學畢業照。香港文匯報記者 翻攝

●黃頌良小學畢業證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翻攝

●黃頌良表示，香島人的堅持與韌性，需歸功於學校的辦學理念及愛國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為國家的繁榮富強奠
定了重要基礎。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表示，共產黨
與國家近代史有密切關係，加上香島中學由愛國人
士建立，學生自然要了解有關歷史。他提到，學校
會雙管齊下，在課程設計及交流活動中進行歷史教
育。
黃頌良表示，學校會在初中的綜合社會科，有系統

地介紹共產黨的階段性發展，針對各階段重要政策及
事件作簡介，包括中共英勇抗日的歷史、1978年中共
十一屆三中全會與改革開放的關係、中共引領國家走

上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等，讓學生全面
認識國家歷史。
為了讓學生親身體驗國情，香島中學多年來均會安

排學生深入內地不同省份作考察交流。黃頌良坦言，
新高中課程緊迫，學校主動舉辦考察團的空間較小，
惟學校會鼓勵個別學生參加坊間組織的遊學團吸收經
驗。他表示，即將推行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是一個很
好的機會，讓學生增加內地考察的機會，未來可以考
慮與內地的學校或相關企業合作，讓學生正確認識共
產黨的發展與現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兼備課程與交流 教導學生識黨史

●香島中學早年已積極舉辦內地探訪活動。圖為20多
年前，該校師生到粵北山區考察，並為當地學生擔任小
老師。 受訪者供圖 ●20年前，時任香島副校長的黃頌良（右），帶領學

生到青海的香島希望小學考察。 受訪者供圖

●香島中學學生到青海考察，與當地小學生唱歌跳舞交
流。 受訪者供圖

●香島中學學生到青海交流，認識當地少數民族的民俗
風情。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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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使命感
矢志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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