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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抹黑通識科改革 挑撥離間

《人民日報》社評道破香港通識被異化

教育局昨日向全港學校校長發
信，指近日接獲學校投訴，有教師工
會將一份宣傳單張跟隨其月報在學校
分發，標題為 「謀殺通識」 。大公
報記者搜尋資料發現，該份資料為教
協1月11日出版的宣傳單張，宣稱局
方改革通識科是 「政治決定」 、 「推
行倉促，無視素質」 云云。教育局批
評，該會無視通識科多年出現的問
題，不但沒提出具體改善建議，反而
一再抹黑必須的課程改革，希望學校
及老師認清事實，切勿被其誤導。

已成立新委會處理該科
教育局表明，科目改革不會導

致教席減少，因事實上學校教師人數
基本上按學校的班級數量及班師比計
算，教協指稱 「師資錯置，浪費人
才」 是 「誇大其詞，危言聳聽」 ，在
教師群組散播不必要的恐慌。另外，
局方指課程發展議會已成立新委員會
處理通識科事宜，包括編訂課程架構

與評核大綱，一併考慮如何在內地做
考察等，當局將與課程發展議會和考
評局跟進改動，盡快向社會和學界公
布。

顛倒是非損學生價值觀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

示： 「客觀來看，通識科實行多年問
題不斷，囊括的內容浩如煙海，無論
是教師抑或學生都辛苦。」 他說，現
時教育局提出改革該科，符合學生利
益，是正面的，而 「殺科」 相當於
「冇咗呢科」 ，教協宣傳單所指不理

性、不客觀。
教育局亦提醒學校和家長，一

些團體透過製作宣傳單張、故事繪
本、視頻及網頁資訊等包裝，向學生
灌輸主張，內容不時涉及虛假資料，
片面失實、顛倒是非，對學生的價值
觀及成長構成損害，呼籲教育工作者
在校門加緊把關，採取適當行動，避
免問題資訊進入校園。

通識科歷年爭議
不斷，政府去年施政
報告聽取社會各持份
者意見落實改革通識

科。惟教協上綱上線，不斷製造
輿論抹黑教育局，近日該組織再
散布失實信息，更向學校分發宣
傳單張，指摘當局 「謀殺通識」
（即殺科）。教育局斥責教協傳
單內容實屬虛假資訊，內容偏頗
及失實，並不點名批評教協肆意
挑撥當局與老師的關係，局方亦
提醒學校和家長加緊把關，慎防
問題資訊進入校園，損害學生的
價值觀。

教育局：傳單偏頗失實 慎防入校荼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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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苑向芹報道：自去年七月
《香港國安法》成立後，第三位失德教師昨被爆教
師註冊將取消。有傳媒透露該教師任職於黃大仙龍
翔官立中學，料成為首宗官校教師被 「釘牌」 個
案。教育局回覆《大公報》查詢時表示，有關個案
正按公務員紀律機制處理中，若經調查後證實相關
投訴個案成立，教育局會根據有關的公務員紀律機
制，對有關官校教師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教聯會
副主席鄧飛表示，官校教師身為公務員應遵守《公
務員守則》，不應做 「令到政府尷尬的事」 ；並冀
當局早日公布調查細節，讓大家汲取教訓。

教育局：按紀律機制跟進
繼宣道小學和可立小學的兩位失德教師先後被

教育局取消教師註冊，昨日有傳媒透露，教育局已
完成第三宗失德教師個案的調查，正考慮取消其教
師註冊，是首位面臨 「釘牌」 的官校教師。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昨日出席一活動時回應傳媒，指該官校
教師因使用不當教材被停職接受調查，常任秘書長
現正跟足程序處理教師專業操守和註冊問題，會因
應情況屆時作適當的公布。

教育局昨日回覆《大公報》查詢時還補充，自
2019年6月至2020年10月，教育局接獲262宗關於
教師在社會事件中涉嫌專業失當的投訴。當局已大
致完成調查226宗個案，當中85宗不成立。截至
2020年11月底，成立的個案中，教育局取消了兩名
教師的註冊，向23名教師發出譴責信、13名教師發
出書面警告、20名教師作出書面勸喻及22名教師作
出口頭勸喻。其餘初步認為有機會成立的個案，現
正按既定程序處理，包括考慮有關教師的回應，以
決定適當的跟進行動。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認為，只要教育局依足程
序，合理合法開展調查，教育界自然支持；並希望
當局公開多一些事件細節，例如是什麼樣的不當教
材，以釋除社會疑慮。 「不公開的話，大家好難從
中吸取教訓。」

教育界：身為公僕更應謹慎
日前有官中校長指一般官校教師如涉及行為失

當或專業失德，至多會被迫令退休，認為今次被
「釘牌」 的官校教師將終身失去教席，懲罰或過
重。鄧飛對此回應： 「總要有人開創先例，社會在
不斷向前演變，不能死守舊規矩。」 他表示，具體
情況要等情節公布後才能判斷懲罰是否過重，又指
《公務員守則》中亦要求公務員不應該做 「令到政
府尷尬的事」 ，故身為公務員的官校教師，更不應
被特殊處理；反而作為官校教師，自己更應該謹言
慎行。

▲第三位失德教師傳任教黃大仙龍翔官立中學。

自去年特首在施政報
告中明確提出通識教育科
的改革方向，教育局亦開

始着手整頓和優化通識科，但教協卻大肆派
發有關誣衊教育局 「謀殺通識科」 的傳單，
試圖扭曲真相。

其實通識問題早已顯現，去年《人民日
報》撰寫《香港通識教育 「異化病」 必須根
治》的社評，該社評一針見血地指出，改革
通識科，醫治教育頑疾，是香港教育正本清

源、撥亂反正的重要之舉。
作為香港中學生必修必考的科目，通識

科原本意在強化學生獨立思考、慎思明辨能
力，但卻因長期缺乏教學規範和管理而淪為
無統一教材、無統一教學標準、無專職教師
的 「三無」 科目。

攬炒勢力騎劫課堂
在修例風波期間，攬炒勢力更是明目張

膽地騎劫通識教育課堂，肆意向香港青少年

散播 「政治病毒」 ，灌輸 「公民抗命」 、
「違法達義」 等歪理邪說。更有 「黃師」 打

着通識教育的幌子，慫慂香港青少年參與
「罷課抗爭」 ，令莘莘學子步上不歸路。

該社評總結道，攬炒派議員搬弄是非，
給通識科改革扣上 「政治霸道」 的帽子。但
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與希望，香港教育界必
須堅定改革通識科的決心，全面落實相關舉
措，讓香港教育早日回到與 「一國兩制」 相
契合的發展正軌。 大公報記者韓玉琼

◀▲教協近日向學校
派發宣傳單張，抹黑
教 育 局 「謀 殺 通
識」。教育局力斥其
非，提醒學校小心傳
單荼毒學生。

通識科三大異化現象
•多本 「黃教材」 向學生洗腦

《大公報》近年接連揭發通識科 「黃教材」 遍布坊間，
例如《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朗文新高中通識
教育（綜合版）（修訂版）》等，部分內容引用失實、
偏頗的案例，立場偏頗。2019年教育局推出高中通識教
材自願 「專業諮詢服務」 ，修訂有關內容，有教育界人
士認為有關做法可將偏頗教材排除，以免誤導學生。

•文憑試通識試題偏頗誤導
2014、2016及2019年中學文憑試通識科的必答題均出現
政治議題，如問及遊行示威活動對政府管治香港面對的
困難、探討民主與經濟關係等，2020年DSE通識科一必
答題更引用記協偏頗調查，誤導考生認為香港新聞自由
下降，容易令學生 「中伏」 。

• 「黃師」 劣跡斑斑荼毒青少年
2019年6月，拔萃女書院前通識科教師楊子俊在黑暴事件
中暴力衝擊警方防線，最終被警方以暴動罪拘捕。社會各
界批楊的行為教壞學生。去年3月楊子俊不獲校方續約。

大公報教育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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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和理非的畫皮香港需要大力借鑒內地抗疫經驗

龍眠山

前年11月11日，馬鞍山發生 「火
燒活人」 案，途人李伯因不滿暴徒毆
打市民及破壞公物，仗義直言，竟被
冷血狂徒當場淋上易燃液體並縱火焚
燒，李伯雖最終保得性命，但落下了
終身殘疾。警方經過鍥而不捨的追
查，終於偵破此案，兩名已經逃亡的
兇嫌被通緝，而涉為兇嫌購買機票的
兩名男子則因 「協助逃犯」 罪被捕，
他們將為自己的惡行付出代價。

「火燒活人」 是黑暴最經典的一
幕，凸顯暴徒的兇殘，同時也解開一
個謎團：為什麼一向和平的香港一夜
間變成暴力之城？為什麼斯文有禮的
香港人突然變得如此冷血？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激進者受到一群
「旁觀者」 的慫慂及協助。正如此案

一樣，當暴徒行兇時，一群 「旁觀
者」 無動於衷，沒有阻止犯罪，沒有
上前救人，反而為行兇者鼓掌叫好，
或投以欣賞的眼神，成為共犯。

幾乎在每一個暴亂現場，總有這
樣一批圍觀 「市民」 或者 「記者」 ，

以身體、雨傘或其他物件掩護 「暴
徒」 行兇，為暴徒吶喊助威、阻撓警
方執法，而當暴徒失手被捕，則為其
尋找律師及幫手銷毀犯罪證據。設想
一下，如果不是 「旁觀者」 的盲撐，
暴徒膽敢光天化日之下胡作非為嗎？
暴徒呈現人性中最兇狠的一面，不也
是為博取支持者的肯定嗎？

當暴徒畏罪潛逃時，又能得到大
力協助，包括購買機票、安排偷渡船
隻、提供窩藏地點、聯繫目的地接頭
人、提供法律援助、奉上金錢等。這
群人沒有直接參與暴力，以 「和理
非」 自居，但論冷血程度一點也不下
於親手施暴的狂徒，他們根本配不上
「和平」 、 「理性」 、 「非暴力」 等

歌頌人類美德的詞語。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協

助暴徒行兇、逃亡及阻礙警方執法有
可能構成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判囚
10年。直到有一天，為虎作倀者為所
作所為負上刑責，才是
真正的彰顯公義。

由於油麻地及佐敦出現多宗確診
個案，傳播風險高，特區政府昨日宣
布將彌敦道、佐敦道、渡船街、甘肅
街一帶納入強制檢測範圍；如果大廈
出現一宗或以上確診個案，居民需要3
日內接受檢測。這也是香港抗疫一年
以來，首次實施大規模強制檢測，此
舉有助截斷傳播鏈，儘管姍姍來遲，
但仍然值得肯定。

新冠病毒傳播力極強，從科學抗
疫的角度，只有對風險人群實施 「應
檢必檢」 ，才能切斷傳播鏈。輿論早
就建議香港 「應檢必檢」 ，但特區政
府考慮到成本、複雜程度尤其是擔心
反對聲音，因此推行所謂 「須檢必
檢」 政策，希望將對居民生活的影響
減至最低。但也由於接受檢測的人數
少，找不到所有隱形患者，導致疫情
爆完一波又一波，香港為此付出沉重
的經濟、社會及人命代價。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特區政府
終於調整抗疫策略，擴大檢測規模，
只要大廈有一宗確診個案，就 「寧殺

錯、毋放過」 ，所有居民必須接受檢
測。有人感嘆， 「須檢必檢」 同 「應
檢必檢」 只是一步之遙，香港竟然走
了差不多半年時間。

大規模檢測是一個系統工程，涉
及方方面面，決非擴大檢測人群那麼
簡單，而是需要衞生、民政、警方、
消防等多個部門的協調配合，包括封
鎖疫區、設立檢測站、追蹤密切接觸
者，以及為 「禁足」 的居民提供各種
支援，免其後顧之憂。就油麻地而
言，由於聚居少數族裔人士，未必人
人懂中文或英文，需要動員少數族裔
的領袖配合抗疫，將有關抗疫政策翻
譯為不同的文字。正因為大規模檢測
需要配套，一個能統籌各方的強有力
指揮中心必不可少，這也就是輿論提
倡的打仗思維及打仗策略。

捱過一年的坐困愁城，市民莫不
希望早日實現確診個案 「清零」 ，與
內地恢復通關，讓生活回歸常態。而
西方抗疫失敗，內地抗疫成功，對比
鮮明，讓市民對抗疫的態度有了很大

的轉變。絕大部分香港人不再介意為
了抗疫而犧牲部分個人自由，不少熱
心人士及民間組織願意為抗疫貢獻一
分力，只等特區政府一聲令下。

不僅香港，其實整個世界對中國
抗疫模式都有改觀。西方社會開始時
居高臨下，冷嘲熱諷，後來承認中國
抗疫成功，但西方 「國情不同」 ，無
法模仿中國的經驗。到了現在，無論
英國 「封城」 還是法國 「宵禁」 ，都
是所謂 「抄襲中國作業」 ，只可惜晚
了一年。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香
港借鑒內地的抗疫方法是可喜的進
步，但要學就學全套，不能 「半桶
水」 。內地抗疫成功，不僅在於大規
模檢測，還有 「健康碼」 制度；不僅
基於市民自願原則，必要時須採取強
制性措施。特區政府已由 「自願檢
測」 走向配合以 「禁足令」 的大規模
檢測，下月接種疫苗時，難道能指望
完全 「自願」 嗎？特區政府需要拿出
魄力，早下決斷。

積弊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