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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公民科消除通識惡果
增強國情教育 冀以「八大中心」展所長

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帶來無窮機

遇，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等媒體訪問時強調，香港應該

利用「一國兩制」下的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於建設國際金融、創科、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等「八大中心」發揮所長，而在教育層面，不單要加強培育相關領

域的人才，也要全面讓青年學生更多了解國情、認識國家，做到「以德施教、以

教育才、以才壯區、以區獻國」。他特別提到，今個新學年開始

落實推行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更是當中關鍵，那不僅可消除過

去通識科帶來的惡果，更是讓學生了解國家、認識國情的途徑，

能從香港、國家的角度看待世界議題，找到貢獻國家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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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學習範疇五：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

第二學習階段的核心學習元素：

●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朝代及時序

●一些對今日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

中三級：中華民國的建立及面對的困難

課題3：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

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辛亥革命
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課題3：抗日戰爭

中三級：現代世界（二十世紀至今）：邁向多
極與相互依存

課題9：二十世紀的國際紛爭及危機(I)—兩次
世界大戰

課題12：二十世紀香港的成長與蛻變

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二）中國的現代化與蛻變

（三）日本及東南亞的現代化與蛻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年是「九
一八」事變90周年。為助香港教師以及青年
學生加深認識這場對中國近代發展影響深遠
的歷史事件，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特別於下
星期舉辦「九一八事變與抗日戰爭」教師專
題講座暨抗戰老兵分享，增強教師有關歷史
知識。教育局昨日上載了新製作以「毋忘九
一八 凝鑄愛國心」為題的歷史專題教材簡
報，讓中小學師生於常識歷史相關課堂，以
及早會、德育及公民教育課使用，讓青少年
一代從中體會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民守土衛
國的愛國精神，從而培養對民族和國家的歸
屬感及責任感。
教育局正致力對香港學生加強國史及國安教
育，以培育下一代的國家觀念及愛國意識。教
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組）葉深銘昨日於《局中人語》網上專欄撰文
指，「九一八」事變肇開近代日本軍國主義軍
事侵略我國的端緒，為了保衛祖國，國家千千
萬萬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冒着生命危險
奮力抵抗侵略，最終取得勝利。

抗戰老兵分享 增潤教師知識
他強調，正因近代中國飽受外侮侵凌之苦，
歷經了艱苦卓絕的抗戰才能獲取和平，「述往
事，思來者，讓我們更深切體會到國家的和平
穩定實在來之不易。以史為鑑，紀念『九一
八』事變正可讓我們反思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
權和維護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他還提到，因應「九一八」事變90周年，課
程發展處特別於下周五（9月17日）舉辦「九
一八事變與抗日戰爭」教師專題講座暨抗戰老
兵分享，透過歷史學者講授和抗日老兵親身分
享，豐富教師的感受及認知，同時透過教學資
源和分享，提升教師教授相關課題的策略和效
能。
而為配合學生學習，教育局製作了「毋忘九一

八，凝鑄愛國心」歷史專題教材簡報，昨日上載
於局方網站。教材以遼寧瀋陽市「九一八歷史博
物館」每年莊嚴的紀念活動作切入，透過敲鐘14
下，寓意中華民族14年奮勇抗日的艱辛歷程，引
導學生認識相關抗戰歷史。教材還介紹了抗戰期

間香港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活動中心之一，以及
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侵佔香港時期，讓學生
認識內地與香港同甘共苦的經歷；同時引導學生
思考，堅持每年舉行「九一八」悼念抗日英烈活
動的正面作用和意義，除了可緬懷抗日先烈，傳
承愛國精神與民族感，更能讓人民認識戰爭對國
家主權及人民福祉帶來的禍害，更加體會國家安
全的重要。全港中小學昨都收到教育局所發通
告，說明有關講座及教材詳情。
香港師生亦可在9月28日起，上網觀看「九
一八歷史博物館」舉辦的「勿忘歷史 珍愛和
平」紀念「九一八」事變90周年線上研討會，
以促進學習。

教局辦講座製教材 助港生識抗日史

楊潤雄表示，「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到支
持香港要朝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科中心

等「八大中心」方向進行建設，特區政府除有
責任培育出相關領域人才，「我們也應該考
慮，如何運用『一國兩制』下的優勢，融入國
家的發展大局。」他強調，港生要多了解國
情、多認識國家，才能夠在八大領域方向外，
貢獻更多力量。
過去數年香港教育經歷了不少變化，不少學生
參與違法行為，令人痛心。為修正通識科帶來的
惡果，楊潤雄指，局方今年新學年推出以公民科
取代舊有的通識科，當中「『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互聯相依的
當代世界」三大主題，「希望學生透過認識香
港、國家以至世界性的議題，建立堅實的學術基
礎，從而培養慎思明辨的能力。」

公民科可建正確價值觀
楊潤雄強調，除了知識及能力上面的積累，
更重要的是公民科可為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
「我們要增加學生對香港憲制地位的認識、
『一國兩制』的內涵，以及國家發展及成就，

從而提升他們的身份認同感。」他認為，學生
以香港、國家的角度看待世界議題，對於全人
發展有正面作用。
公民科同時增設內地考察部分，讓學生選擇

感興趣的項目做報告，幫助他們深入了解國
情。楊潤雄指，雖然現在因為疫情，學生不能
往考察，「但我們已開始準備多元內容的考察
團，希望正常通關後，能夠盡快辦起來」，教
育局也會與國家教育部保持聯繫及討論，「希
望能讓學生接觸到平常不容易接觸的項目，並
慢慢改善我們的安排。」
楊潤雄指，由今年4月正式公布公民科名

稱，到9月落實只有約5個月，雖然推行時間
短，但大部分師生反應正面，「我們為教師
提供培訓，讓他們認識新科目的理念、課程
大綱、教學策略、評估方式等，目前已經有
超過7,000人次參與，相信教師有充分時間去
了解新課程與通識科不同之處。」

續以視學提供專業支援
在新學年中四級的公民科教學中，所有學校

均會以「『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為開端。楊
潤雄說「公民科並非中國歷史科，也不是通識
科，是獨立的科目，有它自己的背景、課程目
標；雖然現在尚未有經審批的公民科教科書，
但我們準備了教材、簡報、參考資料及工作紙
等，教師可以透過介紹香港自古以來作為中國
的一部分、如何被侵佔、特區成立的過程等，
讓學生了解到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而局方
會繼續透過視學等措施，了解學校公民科的推
動情況，並隨時提供專業支援。
楊潤雄並提到，香港於2000年前後曾推動教

育改革，旨在培養學生成為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下
的終身學習者，「但當時並沒有充分考慮回歸後
的情況，以及將『一國兩制』內涵放到教育裏

面」。他認為，「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帶
來更多機遇，特區政府會以「以德施
教、以教育才、以才壯區、以區獻
國」作為教育的目標，更笑言：
「當中的『區』代表特區，也代表
粵港澳大灣區，希望我們能夠培養
才德兼備的人才、愛國愛港的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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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認識國家，可謂
是每一所學校、每一名教師
及每一位家長的應有之責。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國
民教育一直貫穿幼稚園、小
學及初中課程，加上高中的
公民科進一步深化，相信有
助全面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
認同感。至於未來教師內地
交流團，將會成為其中一個
「優先項目」，讓教師能夠
實地考察，將學習經驗帶回
課室。
他表示，國民教育屬於幼

稚園、小學、中學教育的其
中一個重要宗旨，例如在幼
稚園有升旗儀式、教導學生
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慢慢教
導學生認識香港是國家的一
部分，再逐漸提升到國籍、
基本法等較為艱深的內容，
「我們透過不同科目的活
動，慢慢建立學生對於中華
文化的認識。」
正正由於國民教育貫穿了

整個基礎教育階段，楊潤雄

表示，這些學習內容可與新
的高中公民科一脈相承；加
上早前教育局因應香港國安
法訂立的15個科目的國安
教育課程框架，「相信從知
識層面、情感層面及行動層
面等，能夠全面提升國民身
份認同感。」
他強調，每位教師均有

責任推動國民教育，「所
以我們會為教師舉辦一些
講座、分享會，增加他們
對於憲法、基本法及國安
法的認識；去年9月，對於
新入職教師也有相關培
訓，範疇涵蓋教師操守、
法律內容等。」他透露，
為了讓教師親身體驗國
情，未來會舉辦三四天的
教師內地交流團，「但因
為疫情關係，沒有辦成，
未來其中一個優先項目，
是安排教師到內地走一
走，學習一下，實地了解
國家的文化及歷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教育可謂大勢所趨，是人類文明進步的
關鍵。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香港正
以綜合模式推動STEM教育，相信比起
獨立成科，將STEM元素融入不同科
目，更能吸引更多學生參與其中。他表
示，香港多所大學正在或計劃於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辦學，相信這可以
做到人才、資訊方面的交流，從而提升
兩地的科創能力。
「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立國

際創科中心，如何在港進一步推動
STEM教育成為社會關注的議題。楊潤
雄表示，STEM元素已經融入中小學教
育的各個學科，暫無必要將其「獨立成
科」，「我們覺得這個範疇太大，學生
可能只對其中一個範疇感興趣，若將其
成為獨立科目，或許有更多限制。」為
了讓所有學生均有接觸STEM的機會，
楊潤雄認為，以各學科配合課外活動的
綜合模式，可培養更多學生對STEM的
興趣。
至於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發展及

相關人才培育，楊潤雄表示，香港擁有5
所世界百強的大學，教育及基礎研究水平
卓越，現時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已於灣區
內地城市有合辦的大學，科技大學在廣州
南沙的校園亦即將啟動，另多所港校於區
內不同城市也正籌備合作辦學中，相信香
港與內地高等教育將有更密切交流，兩地
亦能夠利用不同優勢，相互配合，從而提
升本港乃至整體大灣區的科創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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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表示，香港應該考慮如何運用「一國兩
制」下的優勢。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楊潤雄指，公民科是讓學生了解國家、認識國情的途徑。圖為中學高一年級正上公民科。 資料圖片

●教育局上載
歷史專題教材
簡報，介紹抗
戰期間香港成
為抗日救亡運
動的活動中心
之一，以及經
歷三年零八個
月的日佔時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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