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識黨發展歷程 增國家認同感
國情知識大賽以慶祝中共建黨百年為主題 174校逾5000學生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盧博

為持續加強香港學生對中國歷

史、文化、地理等國情知識的興趣和

認識，以及民族和文化的認同，香港

特區政府教育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和未來之星同學會聯合主辦「第

十一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今年賽事以慶祝中共建黨百年

為主題，吸引了來自全港18區174所

學校逾5,000名學生參與，並得到國

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中聯辦教育科技部

鼎力支持，於剛過去的周日（12月12

日）舉行決賽和頒獎典禮，圓滿誕生

大中小學組的個人及團體冠亞季軍。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姜亞

兵寄語同學們以比賽為契機，全面認

識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以及國家

與香港的成就，並在

學習知識、了解國

情、提升自己綜合能

力的同時，增強對祖

國的認同感和身為中

國人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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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頒獎典禮主禮嘉賓包括姜亞兵，中聯辦
教育科技部副部長徐凱，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國際部主任王琪，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首
席教育主任梁柏偉，全國政協常委、金威資源控
股主席吳良好等，連同各參賽學校師生、家長、
政商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賢達共百多位嘉賓
出席。

姜亞兵冀港生認識國家發展成就
姜亞兵於典禮致辭時表示，本屆大賽參賽學校
眾多，包括不少傳統名校，可謂名校雲集、精英
薈萃，很多老師更是親自輔導學生參賽。他引述
有老師指，香港國情教育措施仍有缺失，教育資
源不夠普及，「國情大賽剛好為學生們提供了一
個知識拓展的平台和機會，讓學生學到更多中國
文化、歷史、地理、科技等方面的知識，對學生
綜合能力的提升非常有益。」
今年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本屆比賽
以百年黨慶為主題，姜亞兵希望藉此契機「讓學
生積極、全面地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與
『一國兩制』的密切關係，以及國家與香港的發
展成就」。他並提到，明年還將繼續舉辦國情知
識大賽，希望同學們積極參加，再創佳績。

梁柏偉：正確認識憲法基本法關係
梁柏偉在致辭時指，是次大賽特別加強關於國
家發展成就的內容，讓同學更加全面和深入認識
國情，藉此去思考如何配合「十四五」規劃，緊
緊抓緊國家發展的機遇，實在難能可貴。「基本
法訂明香港特區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我們作
為國家的一分子，認識國情、國家的最新發展，
是我們的責任。」
他分享說，在建立學生對於國家的歸屬感和國
民身份認同上，可以從「法」和「情」出發。在
「法」方面，務必要正確認識憲法和基本法的關
係，「基本法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基
石，也與市民和同學的生活息息相關，同學務必
理解基本法既保障大家的權利的同時，也賦予大
家一些義務」；而憲法則是基本法立法的依據和
權力來源，共同構成特區的憲制基礎，故要正確
認識兩者的關係才能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至於「情」方面，他指出香港和祖國「根脈相
連」，民眾之間有着「血濃於水的感情」。
此外，維護國家安全既是香港的憲制責任，因
應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也是香港師生必須承擔的
責任。
贊助機構代表、華潤資本管理執行董事蔡達盟
亦代表董事總經理秦鋒發表致辭。
「第十一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得到
多個機構與個人贊助，以及68個協辦機構、協
辦媒體的幫助與支持。
比賽旨在提高學生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知識的興
趣，並能在閱讀、討論、查證的過程中，培養獨
立分析、理性思考的能力；賽事分為大學、中
學、小學三大組別，並各設團體和個人兩種形
式，經過先前的初賽及複賽篩選，各組別精英學
生於12月12日進行決賽，透過現場問答形式決
出冠亞季軍。其中團體賽分別由香港浸會大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及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的隊伍摘冠（得獎名單見表）。

本屆國情賽評委之一、嶺南大
學中文系系主任許子濱表示，
「參賽者過了一關又一關才能進
入決賽，他們都是學界的精
英！」他表示，各組比賽節奏緊
湊，分數咬得很緊，「有學生能
夠一字不漏地背出答案，題目尚
未讀完就搶答，可見下了不少苦
功。」

許子濱表示，今屆比賽題目深
淺有致，內容涉及國情知識、國
家歷史、文學作品等，可以增加
學生對於國家發展的認識，看見
學生不僅關心國家發展的方方面
面，得知自己獲獎後的激動更是
感人，「他們在台上的表現讓我
感受到國家的未來是有希望
的！」

小 學 組
冠軍：陳康篪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亞軍：歐陽兆禧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季軍：陳庭軒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中 學 組
冠軍：梁皜翹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亞軍：蔡偉賢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季軍：張茜淇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大 學 組
冠軍：葉豐嘉 香港大學
亞軍：鄭佩云 香港科技大學
季軍：柯嘉瑩 香港中文大學

小 學 組
冠軍：
李梓愷、何俊樺、霍天逸、陳心睿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B組）
亞軍：
陸懿鋌、歐陽兆禧、歐陽諾、陳慧睿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C組）
季軍：
劉讚科、黃洛詠、張逸昇、麥嘉軒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D組）

中 學 組
冠軍：
温己樂、李子豪、邱賢穎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A組）
亞軍：
張敬浩、何思德、梁皜翹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B組）
季軍：
杜嘉朗、梁浩宏、曹家琳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C組）

大 學 組
冠軍：
凌曉幫、張心悅、蔡迪龍、杜伯航
香港浸會大學
亞軍：
林嘉澔、趙爾納、許燕洋、謝穎豪
香港大學（A組）
季軍：
葉豐嘉、梁子晴、吳以諾、葉柏延
香港大學（B組）

最 踴 躍 參 與 學 校
趙聿修紀念中學、培僑中學、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個人賽

得獎名單

團體賽

在今屆小學組賽事中，吳氏
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包攬個
人及團體賽的冠亞季軍。其中
冠軍隊由3名小六生組成，隊長
李梓愷說，隊員們之前多屆也
有參賽，對於是次奪冠感到很
開心，他表示，團隊自報名日

起就開始準備，將比賽題目分
成3部分，由3位隊員各自負責
熟讀，他自己從比賽中學習到
更多中國歷史和地理的知識。
上屆屈居團體亞軍的隊員，

何俊樺難掩得獎開心，終嘗奪
冠滋味；而首次晉身決賽就奪

得冠軍的隊員霍天逸就表示十
分興奮。他們也很期待日後升
上中學後，能夠繼續有機會參
與國情賽。
而該校小六生陳康篪，今年

則再次奪得個人組冠軍。他表
示會以平常心面對，而自己的
「致勝秘訣」是不斷地溫習題
目內容，學校每天都會由老師
帶領參賽同學進行線上溫習，
並透過不斷參與不同比賽累積
經驗。他指出自己對中國歷史
和文學的興趣最大，覺得三國
時期的戰爭謀略很「犀利」，
並希望認識更多古今的詩人和
作家。

分工熟讀題目 泰伯校大滿貫

●陳康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左起：霍天逸、李梓愷、何俊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中二生梁皜
翹勇奪今年國情賽個人冠軍及團
體亞軍。他表示，自己對國家地
理和歷史方面較感興趣，尤其喜
歡漢唐盛世的故事。他認為今次
比賽難度中等，但自己於搶答環
節中也曾為「博唔博」而感猶
豫，害怕答錯後被扣分，故策略

趨於保守謹慎。
梁皜翹說，透過參賽能夠讓

自己更全面認識中華民族的歷
史和習俗，期望恢復正常通關
後可以到內地進行深入交流，
並且會推介身邊朋友參加國情
知識大賽，因為可以令同學深
入了解國家。

比賽難度中等 策略保守謹慎

●●梁皜翹梁皜翹（（右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來自浸大的凌曉幫、張心悅和
蔡迪龍首次參加國情賽就奪得團
體冠軍。他們表示，花了很大心
機去準備和溫習題目，甚至會主
動了解和學習題庫以外的知識，
尤其今屆比賽以「慶祝中國共產
黨建黨100周年」為主題，他們也
特意有系統地重新學習一次黨
史；而且對於國家在航天科技和
民生方面的發展成果感到「好自

豪」。
三人都表示，參加比賽最大的得

着在於，要主動去發掘題目背後的
知識和故事，不滿足只是「死記硬
背」式地強記，這點比只是資料性
地記下題目和答案更重要。本身專
修歷史的隊長凌曉幫則認為，是次
比賽啟發他對加強歷史教育的看
法，認為「必須要提升香港人作為
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

特意重溫黨史 為國家感自豪

●左起：蔡迪龍、張心悅、凌
曉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就讀港大工商管理及法學雙
學位五年級的葉豐嘉，蟬聯國
情賽大學組個人賽冠軍，同時
他也是團體賽季軍成員之一。
他表示，今年適逢中國共產黨
建黨100周年，比賽內容也與黨
的歷史、國家發展相關，讓他
在比賽過程中獲益良多，「國
家在共產黨的帶領和支持下急
速發展，取得不少輝煌，這讓
我深受感動。」
葉豐嘉舉例，備賽過程中自
己知道了「蛟龍號」對於國家
海洋科技發展的重要意義，而

賽事問及「太空授課」的細
節，也讓他對國家航天發展有
所了解。他認為，香港是國家
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年輕人需
要客觀、持平地了解國家，期
望在疫情過後，大家能夠到內
地不同省市參觀，了解國家整
體最新發展，感受國家在疫情
後的新氣象。
談及比賽的竅門，葉豐嘉笑言

可利用圖像協助記憶，「例如讀
到『大江東去，浪淘盡』，就可
以想像該畫面，繼而將其聯想到
北宋文學家蘇軾的《念奴嬌．赤

壁懷古》。」他還提到，可將比
賽範圍歸類為「詩詞歌賦類」、
「文化類」或「軍事科技類」，
再配合問題的關鍵詞一同記憶，
以取得更好的溫習效果。

善用圖像記憶 溫習事半功倍

●葉豐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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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委：題目深淺有致 比賽節奏緊湊

頒獎典禮回放

●●參賽者與嘉賓於頒獎典禮後留影參賽者與嘉賓於頒獎典禮後留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頒獎禮上，學生爭相與國情賽吉祥物「紅
喵」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許子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