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培養出有國家觀念、愛國愛家
及愛己愛人的年輕一代，教師的角
色至關重要。蔡若蓮形容教師這個
行業「很得意」，它涉及言傳身
教，尤其是關乎價值觀教育方面
「要有感染力」，如果連教師自己
都不相信或不認同，是很難去教好
學生的。因此，有需要提升香港教
師團隊的專業水平，要在「一國兩
制」長遠發展下培養青年人加入參
與建設美好香港的行列，除了要豐
富教育或學科專業知識，「教師的
正確國家觀念，以及對香港制度的
尊重同樣重要。」
香港社會各界近期相繼舉行學習貫

徹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座談
會，被問到教師和學生是否也需要多
了解時，蔡若蓮強調，習近平主席的
重要講話與香港有重大關係，為香港
未來如何保持繁榮穩定指明方向，有
相當大的學習價值，而這次講話的對
象不限於香港，還包括澳門、台灣，
以及全國和全世界，「（習主席的講
話）適時地回應各界對於『一國兩
制』以及香港未來發展的關注。」
蔡若蓮舉例說，現時高中公民科的

三大主題之一正是「『一國兩制』下
的香港」，既然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
與香港及「一國兩制」有重大關係，
「學生去學習都好正常。」若果老師
能夠結合課程和學習目標及配合課
題，「這便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實
踐。」
她強調，對教育界而言，習近平

主席重要講話與學生未來畢業投身
社會時的制度環境息息相關，若然
校長和老師都能對習近平主席重要
講話有所認識，對公民科的教學，
以至在推動生涯規劃時為學生前景
解惑都會有所幫助，「我們的老師
不能不知道。」

學校收生不足或需遷址或合併
針對近年香港學校面對學生人數減

少及教師流失的挑戰，蔡若蓮認為涉
及多個因素，包括出生率偏低及疫情
阻礙人口流動等，不能簡單歸納為單
一原因。局方正積極以不同方法應對
問題，包括重置學額過剩的學校到學
額需求較大的地區，及合併學校等，
同時會密切留意教師流失趨勢，與教
師培訓院校聯絡開辦更多相關課程，
從而增加教師數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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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已於本學年在中四級開始推行。該科要求學生在
高中3年內至少到內地考察一次。蔡若蓮表示，教育局近
日已向學校提供21條2至5天的行程路線供選擇，其中18
條集中在大灣區城市，其餘包括貴州、湖南和福建等，局
方會全額資助相關費用，預計開支將達數以億元計。
蔡若蓮形容，局方擬定的考察行程課題涵蓋甚廣，包括
歷史、經濟、環保和企業發展等，希望同學能從中進行深
度學習，行程結束後也會讓同學進行專題研習，報告對考
察的反思、體會和得着。
她直言，考慮到防疫措施安排，現時難以就考察團向內
地申請特批免檢疫通關，特區政府將爭取香港與內地能早
日恢復正常通關，以便盡快啟動考察團。不論未來疫情或
復常通關的進展如何，只要同學尚未畢業，局方也會為他
們保留到內地考察的機會。
被問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和合作，蔡若蓮認為，
應該要從一個積極正面的角度去將其視之為一個舞台，
「大灣區、整個國家以至整個世界都是我們年輕人的舞
台」，鼓勵他們未來無論在學業、就業、創業以至置業，
「都可以看得闊一點。」
她指出，教育局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一直都在有關方面努
力，包括組織交流體驗活動，讓香港的年輕人親身掌握第一
手國家發展情況，並鼓勵企業和大學多為青年提供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實習和學習機會，讓他們建立人際網絡，為個人
未來發展創造更多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

雖然平日工作十分忙碌，但熱愛和重視中華
文化的蔡若蓮仍堅持抽時間練習書法。在這次
訪問期間，她特意向記者展示了早前的一幅作
品，是以書法家米芾為學習對象，用行書寫北
宋著名哲學家周敦頤的《愛蓮說》。
蔡若蓮表示，中華文化一向喜以植物比喻品

格，如「蓮，花之君子者也」。自己十分喜愛
這篇散文，希望在價值觀紛亂之時保持一份清
醒，像蓮花一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
妖」。她也很喜歡書寫諸葛亮的《誡子篇》，
欣賞當中「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境界。
她指出，練習書法可接觸到很多優秀的中華

文化作品和價值，並可藉以自我修煉，故自己
很鼓勵同學去學習中國的書法藝術，將其融入
自己的生活，作為價值觀教育的一部分和切入

點，加強同學對共同傳統價值如「孝、悌、
忠、信」和文化歷史的了解，從而增加年輕人
對國家的認識、文化的自信和民族的認同，同
時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
承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公民科內地考察
將獲全額資助

勉學生練書法 領悟傳統價值

學校教育過去兩年多一直深受疫情衝擊，蔡
若蓮指出，在此段期間，香港的創新科技在教
育方面的應用得到「高速發展」。教師對透過
新科技支援教學的適應能力和專業都很強，而
優質教育基金用於支援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15
億元撥款亦已陸續落地，確實促進了教育科技
的應用。
蔡若蓮表示，為配合創科發展，以及國家

「十四五」規劃下支援香港「八大中心」的定
位，教育局未來將在STEM（科學、科技、工
程及數學）教育的基礎上，加入藝術人文
（Arts）的元素成為STEAM，並在基礎教育
做到「STEAM for all」，讓所有同學都有機
會接觸相關元素，結合編程教育、人工智能和
媒體及資訊素養等，以配合數碼年代學生的發

展，同時在提升學校的硬件設施、教師專業培
訓以及學生課程等方面與創新及科技局合作，
「希望提升學生解難和應用的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

◆ 受疫情衝擊，香港教育在應用創新科技上
得到較快發展。 資料圖片

創科遠景：讓所有學生接觸STEAM

◆教聯會上周舉辦講座學習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
精神，邀請蔡若蓮（右三）出席。 資料圖片

蔡若蓮近日接受包括香港文匯報在內的多家媒體訪問時表示，新
一屆特區政府強調務實和實幹，希望為市民做得更多。在教育

方面，自己一直秉持着「讓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的夢想和目標，
而社會各界也十分關心和關愛年輕一代，未來會與教育界一起努
力，為青年人在學業、就業和創業方面裝備得更好，迎接未來的挑
戰和機遇。
她又以「向．心．力」來歸納其工作目標和對青年人的期望。
「向」是希望年輕人成為有志向、有明確人生目標和有遠大理想的
人，在志向中要心懷國家，能做到愛國愛家；「心」是希望年輕人
都擁有一顆對生命有熱情、好奇和熱誠的心，做到愛己愛人，「有
『心』都是十分重要的。」「力」則不難理解，在確立了遠大理想
和擁有熱誠的心同時，也需要有相應的能力去付諸實踐。

為學生拓多元出路灣區機遇
為讓香港新一代發揮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及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蔡若蓮表示，在教育層面
有多方面要落實，包括要增強學生對國家
和國情的認識，建立正確價值觀和國民
身份認同，以及大力推動STEM、
STEAM和職業專才教育，培養他
們的能力。未來，教育局將朝着
課程發展、建立教師專業團
隊、學校軟件和硬件配套，拓
展學生大灣區發展機遇及多元
出路等方向努力。
她舉例說，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早前通過在小西灣興建幼稚園教育中心的撥款，就是從硬件和
軟件提升幼稚園教育質素；2022/23學年實施的「學校推薦直接錄取
計劃」，能讓學生憑多元才能和專長入讀大學，「減輕『一試定終
生』的迷思。」至於「應用學位課程先導計劃」可讓學術及職專教
育雙軌並行，加上現時香港學生可用文憑試成績報讀內地129所高
等院校，可選擇香港未開辦的課程，擴闊視野。這些都希望可讓
「青年人的舞台越來越大，夢想的天空越來越廣闊」。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不同學校和團體紛紛舉辦不同慶祝

和學習活動，蔡若蓮指出，這些對同學而言亦是很好的國民教育學
習機會，自己也把握機會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到學校多與師生溝通
接觸，為他們打氣。教育局會繼續以多重進路、互相配合的模式推
動國民教育，將結合學科、周會、班主任課、交流和考察等形式全
方位推動，除了教授知識外，也着重態度和價值觀的建立。

為文憑試考生打氣勉追夢
今屆文憑試放榜在即，

蔡若蓮在為同學打氣的同
時，也希望同學把握各
種機會，作好生涯規劃。
「條條大路通羅馬。」她指
出，香港社會需要各式各樣
的人才，前路發展也是多元
化，寄語同學「不要執着非
醫生即律師的傳統路線」，
要按個人興趣和能力作出選
擇，追求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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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 25

年，正步入由治及興

的新階段，妥善做好

青少年教育是建設未

來的關鍵。新一屆特

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

若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她的首要工作，是

要裝備好年輕一代發揮出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及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她以

「向．心．力」歸納當前香港教育的目標，期望同學們

能做到愛國愛家、有遠大理想的志向；要愛己愛人，有

一顆熱情、好奇和熱誠的心；培養相應能力去付諸實

踐。她強調，香港教育優勢甚多，包括辦學團體和社會

力量積極熱心，家長關心和着緊子女教育，教育課程良

好，及大學科研優秀等，希望以此為基礎，裝備好青年

人迎接更大的舞台，譜寫更精彩人生，大家努力「一起

建構香港教育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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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竹新 ◆版面設計：日 明

◆公民科要求學生在高中3年內至少到內地考察一次。圖
為香港學生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資料圖片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接受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蔡若蓮任副蔡若蓮任副
局長時探訪幼稚局長時探訪幼稚
園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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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用行書寫北宋著名哲學家周敦頤蔡若蓮用行書寫北宋著名哲學家周敦頤
的的《《愛蓮說愛蓮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育港新一代
目標目標「「向向．．心心．．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