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下文簡稱「公
民科」）課程主題 1：「一國兩制」下
的香港，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
踐中，有一個學習重點是講述國家安全
相關問題，在課程架構甫出便引來各界
關注。
其實在公民科中教授的國家安全內
容，遠不止於圍繞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下
稱香港國安法）條文的理解。根據參考
課程架構及教育局提供的教學簡報，有
關香港國安法的內容，以及實施香港國
安法與促進香港長遠發展的關係只佔其
中一部分。在知識層面上，該學習重點
涵蓋內容亦有要求學生了解什麼是國家
安全、總體國家安全觀，以及國家安全
的不同範疇。而前線教師如何引導學生
明白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以至建立共

同維護國家安全的自覺意識，則是最需
要花心思的地方。

多個領域 範圍廣泛
或許不少人對國家安全存在刻板印

象，將國家安全與政治議題畫上等號，
惟此看法實是以偏概全。總體國家安全
觀涉及的重點領域除了傳統的政治、國
土及軍事領域外，更包括經濟安全、文
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
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
外利益安全，以及數個新型領域安全
（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深海安全和極
地安全）。
早前有調查指出，有逾七成受訪前線

教師認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是最難
教的主題，缺乏詳細課程內容是他們的
最大挑戰。然而，以國家安全此學習重
點為例，當中不少領域與通識教育科課
程涉及的範圍重疊。例如文化安全提及
的文化威脅，在全球化單元時有談及；
核、生態及資源安全則與能源科技與環
境單元中的能源使用和可持續發展概念

息息相關。只要教師能靈活運用，相信
通識科的不少概念、知識，甚至案例也
能轉化至公民科之上。
根據教育局的教學簡報內容，提出學

生可從以下四方面理解國家安全：一、
明白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的安
全；二、國家安全是一種狀態；三、國
家安全的因素是相對和動態的；四、國
家安全包括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透過不同面向的解說，有利學生理解國
家安全此較複雜的概念。
課程以全球角度講述訂立國家安全法

是國際慣例，有利擴闊學生的國際視
野。宏觀而言，全球在保護國家安全立
法上可謂存在兩種立法模式：統一立法
模式和分散立法模式。這些條文雖然性
質有別，但共同目的都在於維護國家安
全，共同構成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基
礎。如美國和韓國對國家安全進行統一
地、專門地立法，從而有一部國家安全
的部門法；而英國及澳洲則採用分散立
法模式，將保護國家安全的法例條文分
散在不同的部門法之中，例如《刑法》

中有關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等
犯罪，《反恐法》中有關恐怖活動的規
定等。
除了在課堂講授相關例子外，教師可

讓學生自行蒐集資料，了解世界各地就
維護國家安全作出的行動。

另外，亦可鼓勵學生了解除了制定香
港國安法外，特區政府在哪些範疇，進
行了什麼國家安全推廣工作（如「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作為此課題的延
伸，使學生能從「多國度」和「多角
度」理解國家安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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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跨學科的教育，是近年教育界
經常探討的課程，如大熱的STEM教育，
或是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提倡HELP的教
育。筆者的愚見認為，這些教育都只是在
相同或相近的領域中，尋找同溫層的協作
目標，未能有效地將相關的教育項目融合
在整個課程之中。特別是21世紀的教育的
目標中，講求的是共通的技能，裝備學生
具有宏觀的視野，掌握和貫通不同學科的
優勢，才是當中最重要的部分。
不少教師學生本身已經有自己相當的能

力和熟練的技能，成熟的方式是推展「Plus
教育」，跨領域地進行學科協作。例如將
本來的科學轉化為「科學+」學習；將歷史
轉化為「歷史+」學習活動，以讓學校內各
科加強交流，並展現學生不同方面的技
能。而當中屬於跨學習領域的通識教育科
與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可以是一個實踐
「Plus教育」的良好平台。
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第一個部分

「『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為例，教
師可以與中國歷史科與歷史科的師生，共
同準備「香港問題的由來和回歸歷程概

略」的這一個課題。在備課時，可以與教
歷史背景的同事，了解學生在初中所學的
內容，一來可以掌握學生的知識背景和水
平，同時亦避免史料內容重重複複地講
授。同時，公民科的同事可以在上課時，
讓修讀歷史和中史科選修的學生發揮優
勢，擔任小老師的角色，最基礎的做法是
可以讓學生協助講解相關的課題內容；更
進一步可以由他們協助同學進行歷史研
習，以相片展覽、專題報告或影片形式，
向同學介紹相關歷史事實，讓教學相長。
又以「科學+」的學習為一個例子，在
「公共衞生」的單元中，教師可以嘗試與
科學科及地理科協作，讓學生在學校環境
中深化相關議題的討論。例如利用空氣測
量儀器，驗查課室室內的空氣質素，以了
解學生是否生活在健康的環境；又或在實
驗室中，嘗試分析校內水質是否合乎標
準。跨科組的活動提供學生和平日課堂不
同的知識和內容，豐富了他們對有關課題
的了解和體驗。
除此之外，同學在活動中所學的技巧，都

能延伸應用在其他跨學科的學習之上。例如
影片、展覽製作、實證科學的知識和技能便
可套用在實地考察活動之中。以「Plus 教
育」一般教學模式，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
體驗，是可以持續探索的教育路向。

裝備宏觀視野 掌握共通技能

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時速600公里
高速磁浮交通系統已經正式和大眾見面，
這套交通系統是全球交通領域的一次突
破，也標誌着中國已經掌握了高速磁浮成
套技術和工程化能力，可以籌備建設試驗
線，並在未來5年到10年實現載客。
高速磁浮列車比現行高鐵的350公里速
度還要快上將近一倍，被形容是在「地面
飛行」。要克服阻力高速運行，同時又保
證安全性，整個磁浮交通系統需要有大量
高科技的支持。
據介紹，這款高速磁浮列車採用成熟可
靠的常導磁浮技術，利用直流電磁鐵與良
導磁材料之間的電磁吸力，使列車懸浮於

軌道上，無接觸運行，大大減少前進的阻
力。列車底部設計有特殊結構，猶如兩個
「臂彎」環抱軌道，可以確保列車永遠不
會「出軌」，安全性得到保證。同時，列
車的牽引供電系統布置在地面，會根據列
車位置分段供電，相鄰分區只有一列車運
行，基本沒有追尾風險。
首列高速磁浮列車共有5個車廂，全長

16米，車身以藍色和灰色調為主，車頭比
「復興號」高鐵更扁長，能夠有效應對超
高速條件下的空氣動力學難題。列車內部
空間寬敞，內飾設計充滿未來感，單節車
廂可搭載上百人，車廂也可以在2輛到10
輛範圍內靈活編組，滿足不同載客量需
求。
而此前有專家透露，未來5年到10年，
大眾就有望真正乘搭到時速600公里的高
速磁浮列車。

國產高速磁浮列車
感受「地面飛行」

國脈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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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通識概念 理解國家安全
好公民科學

洪昭隆 中學公民教育主任

作者：郭立新

簡介：以獨特視角展現當代中國的發展趨勢和人情事物，帶領
讀者全新感受當代中國。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作者：羅公明

簡介：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高
中通識科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工作。

在持續的疫情下，全球人類的日常生活
及身心靈健康均受到影響。世界各地及本
地的精神健康調查結果顯示，在疫情期
間，被診斷患上焦慮症（佔全球人口約三
成）及抑鬱症（佔全球人口約兩成）的個
案不斷上升，不少人都活在疫情壓力中。
與此同時，疫情下孕育了生活新常態，

創新的數碼資訊科技似乎能在疫情困局裏
給人類生活帶來一些方便及正面轉變，實
踐「正向科技」（positive technology）的
理論概念，能使用創新數碼科技去改善三
方面的個人體驗（情感、投入感及社交連
結），藉此紓緩疫情困局下的心理重擔。
譬如在疫境中使用靜觀手機應用程式抗
壓，或在網絡心理支援平台抒發情緒、在
實體停課期間改為進行網上學習及活動、
於限聚下透過溝通及社交程式與身在各地
親友連繫等。
然而，經過一段日子，所謂新常態亦出

現限制。譬如，眾多學生及家長因網上學
習而感到更大的壓力，有些學生甚至因此
學習動機減弱。眾多網上會議及聚會也令

人感到乏味而渴望實體面對面聚
會，有些長者亦因只能單靠線上

連繫家人而感到更孤單。此反映了科技使
用並不能替代現實生活。
另一方面，在疫情下過度倚賴及頻繁地

使用科技，使人誤把網絡世界替代了現實
世界，某些節制能力較弱的用者沉溺於網
絡，不但影響了學習、工作或生活，甚至
逃避現實及產生負面情緒，減弱了社交及
獨處的能力，更有一些精神健康高危人士
只倚靠網上資訊而耽誤了診治時間。
為什麼「正向科技」達不到預期最佳

效果，反而為人們加添煩惱呢？
近年，以虛擬化身（avatar）及虛擬實境

科技（virtual reality）為主的「正向科技」
實驗或健康介入（health intervention）研究
發現，當虛擬化身及情境更貼近於用者的
現實生活及需要，會更有效地更持久地鞏
固用者的想法及行為。另一方面，用者要
明白使用正向科技，不能為他們解決所有
煩惱或逃避現實的苦惱，而是協助他們體
驗及察覺個人的身心社靈需要，讓人們學
習在現實生活的苦與甜的矛盾中成長。
總括而言，正向科技的日後發展（如大

數據及人工智能），要更了解不同用者的
需要及尊重每個人生命的獨特性度身定
做。
下期樹仁手記將由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盧啟揚博士介紹疫情下全新精神健
康外展式服務。

疫下精神受壓 再思正向科技
仁手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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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自強博士

簡介：現為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副教授、正向心理
學研究室總監。

●現行的高鐵速度約為每小時350公里。 資料圖片

●全球首套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統，列車外觀比高鐵更加修長，藍灰色的外觀充滿
未來感。 作者供圖

●● 國家安全相關問題是學生的學習重點之國家安全相關問題是學生的學習重點之
一一。。圖為小學的國家安全壁報圖為小學的國家安全壁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本疊內容：教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