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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理直氣壯推展愛國主義教育
2022年香港愛國主義教育高峰論壇暨愛國教育支援中心揭幕

在過去一段時間，有居心叵測者勾結外部勢

力，刻意誤導香港青年對國家的觀念，長期將

國民教育污名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

「2022年香港愛國主義教育高峰論壇暨愛國教育支援

中心揭幕儀式」上致辭時表示，青少年是香港的未

來，是「一國兩制」事業的接班人，必須從小培養他

們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實現「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就必須完善國民教

育體系。他表示，特區政府將全力推展愛國主義教

育，理直氣壯、正義凜然地糾正青少年過往錯誤的價

值觀，說好中國故事，說好香港故事。

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紫荊雜誌社
聯合主辦的「2022年香港愛國主義教育高峰論壇暨愛國教育

支援中心揭幕儀式」昨日舉行，主禮嘉賓包括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
家超、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楊義瑞、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香港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蔣建湘、紫荊雜誌社社長楊勇、香港教
聯會會長黃均瑜等。國家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香港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分別因疫情和臨時公務安排而通過視頻致辭。超過300名校
長、辦學團體及教育團體代表出席。

必須完善國民教育體系
李家超致辭時表示，無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國家對香港的重
視和支持、對香港同胞的關愛和熱情始終不變。2019年，香港陷入
了「黑暴」「港獨」和外部勢力的干擾，不但破壞了香港的繁榮及
社會安寧，危害國家安全，更衝擊「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面對
當時的暴亂和禍害，中央果斷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香港特
區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恢復了香港的安全和穩定，保
護了香港市民的合法權益，並堵塞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嚴
重缺口。
他指出，有祖國的強大後盾，香港跨過了各種風雨飄搖，穩步前
進。國家主席習近平在7月1日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一國兩
制」經過實踐反覆檢驗，符合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得到14億
多祖國人民鼎力支持，也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特區所有居
民應該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
李家超強調，要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實現「一國兩制」實踐
行穩致遠，就必須完善國民教育體系。「過去，一些居心叵測的人
勾結外部勢力，刻意誤導青年對國家的觀念，長期把國民教育污名
化。」特區政府將全力推展愛國主義教育，理直氣壯，正義凜然地
糾正青少年錯誤的價值觀，說好中國故事，說好香港故事。

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他表示，教育局將全面支援學校有系統地規劃和推行國民教育，
讓學生從小正確認識國家歷史，體會中華文化和價值觀，尊重國家
象徵和標誌，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培養學生國
民身份認同。
李家超相信，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將成為推動國家安全及國民教育
的重要力量，孕育新一代愛國愛港青年的學習場地，鼓勵教育界同
工充分利用此平台，互相交流愛國教育心得，將優秀的教學經驗推
廣開去。
活動上，各主禮嘉賓一起為愛國教育支援中心舉行揭幕儀式，象
徵中心正式投入服務。該中心位於沙田，由教聯會負責運作，將舉
辦不同類型的學習及師訓課程，把國情教育全面推展到全港中、
小、幼學校，加強支援教育界推動愛國及國家安全教育，更好地培
養年青一代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和自豪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國家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昨日透過視頻於論壇
致辭時表示，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氛圍在過去兩
年來持續改善，變得「有態度、有廣度、有深

度、有溫度」，強調要把它作為永恒主題，幫助
青少年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認同愛國是
「一國兩制」的基礎和前提，全面準確理解「一
國兩制」。
田學軍指出，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整體規劃不斷

完善，形式途徑日益豐富，「從校內到校外、從教
材到課程、從教師到學生，香港教育正在呈現出新
面貌，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正在變得有態度、有廣
度、有深度、有溫度。」他相信，愛國教育支援中
心的啟用將切實提升香港青少年學生的國家意識和
愛國精神。

引領青少年融入國家發展
他強調，要把愛國主義教育作為永恒主題，

貫穿國民教育全過程；要引領廣大青少年深刻

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在以己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的過程中
實現人生理想；要深化愛國主義教育研究和愛
國主義精神闡釋，使愛國精神不斷地發揚光
大。
田學軍表示，政府是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推

動力，學校是主要場所，教師是引路人，學生
是踐行者，四個方面都非常重要，不可偏廢。
同時，課程教材是重要載體，課堂教學是主要
管道，考評考核是重要手段，實踐體驗是最佳
方式，要加強憲法、基本法和中國歷史文化教
育，強化國家安全意識，把愛國貫穿到教材編
寫與課程設計當中去，教育引導學生真心真意
愛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為論壇視頻致辭時表
示，在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關鍵階
段，加強中國歷史教育，對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
心的民族精神、增強青少年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
同、推動「一國兩制」事業開啟新篇章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義。他希望通過中國歷史教育，可增進
香港青少年對國家的歸屬感、使命感和責任感。

增進港青少年對國家歸屬感
譚鐵牛表示，對祖國悠久歷史、深厚文化的理解

和接受，是愛國主義情感培育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通過加強中國歷史教育，他期望香港青少年可以感

受到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傳承經久不衰的中國文
化基因，增進對國家的歸屬感；喚醒香港青少年內
心深處的家國情懷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
命感；讓香港青少年以前輩為楷模，增強為國家、
民族和香港的明天而努力奮鬥的責任感。
他希望以此次論壇為契機，在愛國教育支援中
心助力下，全體香港同胞特別是廣大青少年能更
加深入了解祖國的歷史和文化，大力弘揚以愛國
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
價值觀，繼續發揚包容共濟、求同存異、自強不
息、善拚敢贏的優良傳統，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田學軍：愛國是「一國兩制」的基礎和前提

譚鐵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為論
壇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要令
同學自覺尊重國家的根本制
度，就要從學好中國歷史開
始，引導同學理解「香港同胞
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

連」，明白中國歷史與自己的關係，「知道香港
與祖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國家的歷史，就
是我們的歷史，我們參與其中，從未缺席。」
「2022年香港愛國主義教育高峰論壇」以「以

史為師 同開新篇」為主題，旨在推動社會各界
攜手同行、開啟香港愛國教育新篇章。蔡若蓮表
示，愛國主義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的「愛國之
情、砥礪強國之志、實踐報國之行」，引領同學
把自己的理想與祖國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與民
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
她表示，局方會以「立德樹人」為目標，弘揚
愛國愛家的價值觀，加強課程中的國學元素，傳
承中華傳統美德，促進家校合作，通過跨學科協
作，全校參與等多渠道，全方位從小培育同學的
愛國心，建立愛國價值觀。
蔡若蓮指出，一直以來，國民教育是香港學校
課程的重要元素，涵蓋國史、國情、中華文化、
國家地理，以及與憲制秩序相關的憲法和基本法
教育等範疇。局方一直以「多重進路、互相配
合」的方式培養學生對國家的歸屬感以及增強國
民身份認同，例如最近正式開放的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其中每一件珍貴的文物都可以作為「老

師」，豐富歷史文化的學習，增加趣味，提升學
生學習國情的動機和興趣。

劉智鵬：應以詳近略遠原則安排課程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劉智鵬強調，中史科是愛國

主義教育的基本學科，初中階段中史科尤其重要。
對十多歲的初中生來說，授課時應避免過度講授治
亂興衰、典章制度等，多談文化史、社會史，以及
有關衣食住行、習俗、語言、地理、科技等帶趣味
的歷史專題。內容上，初中生應多學近現代史，教
師應重點講授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建立新中國，
再到今日中國走向民族復興的一段歷史。
因此，他建議改良現行的初中中史科課程，包

括考慮將文化史、社會史作為課程主體，以詳近
略遠的原則安排課程和課時，並改以考察報告或
專題研習方式等取代傳統答卷式的考試等，借此
更有效地引起學生學習國史的興趣，從而產生愛

國情感。

張海鵬：加強中學歷史教師隊伍建設
中國史學會前會長、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前所長張海鵬亦建議，香港的中國歷史教材編寫
應以厚今薄古為原則，重視近代史和現代史教
學。「要透過歷史教材，讓香港中學生了解新中
國是怎樣誕生的，新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
和文化事業，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以及中國在聯
合國的作用，和在國際事務中的貢獻。」
他同時建議要加強香港中學歷史教師隊伍建

設，「要注重歷史專業素養，也要注重中學教師
的政治立場，是否是愛國的香港人」，又強調只
有愛國的好教師，才能教出愛國的好學生。

黃均瑜：帶領學生衝出西方話語包圍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在論壇上分享道，不同歷史
時期，愛國亦有不同內涵，如今我們愛國的對象
必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中美博弈的大環境
之下，國家正被西方妖魔化，如何帶領學生衝出
西方話語的包圍，是教育工作者的責任，也是愛
國教育支援中心的責任。
他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

中，要求香港特區所有居民應該自覺尊重和維護
國家的基本制度。要做到這一點，他認為教育界
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希望大家共同為愛國主義教
育出謀獻策，以史為鑒，同開新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在昨日的圓桌論壇環節上，考評
局公開考試總監麥勁生、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長何漢權、愛國
教育支援中心管委會委員胡少偉、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李
偉雄及天大研究院副院長張岩峰等多名專家，探討如何加強香港青
少年愛國主義教育，以及增強國家民族認同等議題。
麥勁生指出，目前的香港歷史教科書，存在以西方為中心視角的
問題，有需要盡快解決。同時，教科書要凸顯中國歷史在全球多元
文明世界形成發展的過程裏面特別的地位和影響力等，又希望在初
中的中史和歷史科課程中，能夠建立起香港、國家與世界的聯繫。
何漢權認為，國民教育的根本在於國史教育，只有認識中國歷
史，才能進一步了解偉大的國學和國情。國史教育應該以學生為主
體，老師作為引入，做到「古今並重，深入淺出」。
胡少偉建議，特區政府應進一步加強學校師生以至市民對「一
國兩制」的起源、過程及背景等的教育。在同開新篇的同時，
要穩守「一國兩制」的道路。

圓桌論壇專家獻策愛國教育

蔡若蓮：培養愛國之情 砥礪強國之志 實踐報國之行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作主題演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通過視頻致辭。

◆國家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通過視頻致辭。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揭幕儀式上致辭。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紫荊雜誌社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聯合主辦「2022年香港愛國主義教育高峰論壇暨愛國教育支援中心揭
幕儀式」。圖為眾主禮嘉賓主持愛國教育支援中心揭幕儀式後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