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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首批內地尖子畢業20年 徐谷昀：與內地緊密聯繫為港帶來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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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從內

地吸納及培育了大批人才，為社

會發展注入了源源不絕的動力。1998

年，來自上海的徐谷昀看準了香港國際

化、具有成熟金融體系等優勢，以及回

歸祖國所帶來的發展空間，毅然放棄了

復旦大學法律系的入學機會，隻身南下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成為首批

來港升讀大學的內地尖子之一。他笑

言，大學時期唸書所學會的不僅僅是學

術知識，更重要的是讓自己明白「好奇

心」及「熱情」的重要。20年來，他一

直貢獻香港航空業，在不同崗位親身體

驗與內地聯繫日趨緊密為香港帶來的機

遇，並希望未來繼續在港打拚，「我從

沒有後悔。有機會重來，我還是選擇來

港升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正確認識香
港在歷史上的角色及地位，是深入研習學科內
容的知識基礎。教育局昨日在網頁《政策正面
睇》專欄以《從歷史及法理角度看香港是否
「殖民地」的爭議》為題撰文，解釋英國強迫
清政府簽訂的3條不平等條約，均是以武力脅
迫簽訂，並無法律效力，也從沒有被中方正式
承認。至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聯合國的幾次
決議及公布，均清楚說明香港並非所謂「殖民
地」的事實，因此以「殖民地」來描述香港的
地位並不恰當。教育局強調，必須讓學生正確
認識國家對香港一直擁有主權，並期望學生可
正確認識國家和世界的歷史發展以及相互關
係，從而培養對國家的認同、歸屬感和自豪

感，愛國愛港愛家，同時具備世界視野和大局
觀，對國家和社會作出貢獻。

英政府武力脅迫 無法律效力
教育局該篇文章解釋，有關香港是否「殖民
地」的爭議起因源於英國政府在19世紀鴉片
戰爭後，強迫當時的清政府簽訂《南京條
約》、《北京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3條不平等條約，以致香港地區被英國強行割
佔、租借及實行「殖民管治」長達150多年。
那雖是史實，但並非合法行為。根據國際法，
由於英國是以武力脅迫清政府簽訂，因此並無
法律效力，而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屆中
國政府，也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過這3條不平等

條約。
文章又列舉聯合國幾次的決議及公布，說明

香港並非所謂「殖民地」的事實：1972年3
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致函聯合國「給予殖
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執行情況特別委員
會」，提出香港及澳門不應列於《反殖宣言》
中殖民地地區的名單之中；6月，聯合國「非
殖民化特別委員會」通過決議，向聯合國大會
建議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香港和澳門的名字；
11月第27屆聯合國大會以99票贊成、5票反
對通過了上述決議，將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名
單中剔除，並確認中國對香港和澳門問題的立
場和要求。

國家對香港一直擁有主權
教育局表示，說香港不是英國的「殖民
地」，並非否認香港曾被英國佔領的歷史，
而是以「殖民地」一詞來描述香港的地位並
不恰當，必須讓學生正確認識中國一直擁有
香港主權的事實。自1842年以來，英國在香
港所實施的是「殖民管治」，並不擁有香港
的主權。正因如此，英國沒有權容許香港自
治或獨立。
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
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
權。之後，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其中清楚表
明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香港特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恢復行使主權」非「收回主權」
1997年7月1日，中國正式「恢復對香港行

使主權」，而不是「收回香港主權」；中英之
間的交接儀式是「政權交接」而不是「主權移
交」。儘管英國割佔及強租香港地區長達150
多年，並且在香港實行殖民管治，但這對香港
主權一直屬於中國的這個事實，並沒有帶來任
何改變。

2022/23學年
部分國民教育重要日子及活動建議例子

日期

9月3日

9月30日

10月1日

12月4日

4月4日

4月15日

5月1日

6月30日

7月1日

7月7日

8月1日

國民教育
重要日子

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勝利紀念日

烈士紀念日

國慶日

國家憲法日

基本法頒布紀念
日
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

勞動節

香港國安法頒布
三周年

中國共產黨建黨
102周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周年紀念日

七七事變紀念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軍節

活動建議舉隅

專題書籍展覽、分享抗日電影觀後
感、默哀悼念抗日戰爭死難者
分享國情電影觀後感、默哀悼念先
烈
於國慶日或前後上課日舉辦慶祝活
動；以壁報板介紹國家體育、科
技、交通、建設的發展；學生就國
家航天工程、廣深港高鐵、粵港澳
大灣區等作資料搜集/專題研習
壁報板簡介憲法和基本法的資料及
憲制秩序，安排憲法和基本法班
際/級際問答比賽
舉辦標語、徵文、短劇、海報設計
等比賽
進行講座、專題研習、壁報設計比
賽等
就勞動節起源及意義進行資料搜
集/專題研習，閱讀/朗誦與勤勞美
德相關的文學作品

香港國安法講座、專題研習活動

專題書籍展覽，分享國情電影觀後
感，在中國歷史/歷史課討論中國
共產黨的發展
於紀念日或前後上課日舉辦升國旗
儀式及奏唱國歌，安排學生參與特
區成立26周年紀念活動
於中國歷史/歷史課討論七七事
變，分享抗日電影觀後感
就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
軍駐港部隊作資料搜集/專題研習

資料來源：教育局

徐谷昀現為國泰航空營業及分銷部香港客運
銷售總經理。「香港剛回歸時，給我的印

象，有些許神秘，與別不同！」他憶述，自己小
時候對香港的印象主要來自港產電影，「香港是
個中西文化結合的地方，環顧全球，有這種文化
的地方也只是少數。」

獲復旦取錄 決心往外闖
在上海成長、當年已經獲復旦大學法律系取錄，但徐谷昀

決心往外闖，「年輕時想離開自己故鄉，到不同地方探索一
下。」當時，中大尚未成立法律學院，意味着徐谷昀是在
「冒險」到中大讀書，等同放棄了成為律師的機會，但他對
自己的選擇無悔。他坦言，世界並不存在「完美」的選項，
「選了一些東西，自然就會失去了一些東西，但來到香港，
我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標。」
徐谷昀指出，香港的教育制度與內地截然不同，「如在內

地，可能同一班同學一起度過幾年的大學生涯，但香港的院
校比較沒有『班』的概念，同學需要經常（按修讀的科目）
合作做Project（報告），同科同學之間不一定稔熟。」
他認為這種方式，讓他有更多機會與不同的人接觸及溝

通，對其個人成長有莫大幫助。
「在香港，我不只是唸書，在那四年時間，我獲得很多課

堂外的機會，建立了我的好奇心。」他提到在申請獎學金
時，看到裏面要求申請人有「curiosity（好奇心）」、「pas-
sion（熱情）」，「這對於我有很大啟發，唯有保持自己的
好奇心，才能不斷學習、增值。」

獻力航空業 體驗不同崗位

畢業後，徐谷昀隨即加入國泰航空，一直工作至
今。其間，他做過公司的不同崗位，以至駐留不同國
家及地區，這樣的工作給予他很大的「新鮮感」，也
因為他對新事物的「好奇」，讓他願意留在同一公司
發展事業。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前後，少數人誤判香港發展前

景不明朗而離開，「當時從內地的角度看，香港的發
展其實是非常好的。」徐谷昀表示，「國家改革開
放，正在發展起步，市場很大。香港是連結中西的地
方，也是國際金融中心、航空樞紐，這些都不是一朝
一夕可以建立起來的。」
「無論在經濟、言論方面，香港就是『教科書式』

的自由城市。」徐谷昀分享道，當年新加坡的獎學金
得獎者，大學畢業後需要在一定期限內服務於新加坡
的大企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個人選擇。」反觀
香港，並沒有類似的規定，畢業生可選擇留港、回內
地，或是出外深造，光是這一點，足以讓他體會到香
港的自由特色。
徐谷昀指出，近年香港與內地的聯繫日趨密切，
「這些年間，我見到願意說普通話、接受普通話的人
愈來愈多，店員的普通話水平也明顯高於從前。」加
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規劃，亦加深整個城市與內地

的聯繫，「以航空業為例，內地的航點、航班的密度
不斷增加，市民想前往內地多個城市也不需要轉
機。」他希望自己以至全港市民，都能抓住國家帶來
的發展機遇，加上自身優勢，繼續在香港打拚，為事
業而努力。

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去年 9
月由中四級開
始推行至今已

接近一年，有賴學界及社會人士積極配合教
育局，致力落實課程，累積不少實踐經驗，
為課程發展奠定良好基礎。我作為課程發展
議會──考評局公民科委員會主席，現擬就
公民科的落實情況提出一些意見。
任何新課程在實施初期，都需要一段適應
時間，公民科亦不例外。部分教師初時未必
能完全掌握課程重點，加上暫時未有經過教
育局評審的教科書刊行，令備課和教學都面
對挑戰。教育局理解學界情況，去年6月已
開始推出一連串支援措施，例如由教育局人
員主講的課程詮釋研討會，協助公民科教師
掌握課程理念和宗旨，以及課程各主題的學
習重點。
此外，局方邀請多位專家學者擔任知識增
益研討會的主講嘉賓，就憲法、基本法、
「一國兩制」、當代國情、國家安全等課
題，在研討會內向教師作深入淺出的解說。

根據局方資料，已有約1萬人次參與在2020/
21及2021/22學年（截至6月上旬）舉辦的
30場公民科教師培訓活動。參與活動的教師
回饋正面，普遍認為有助準確理解課程，並
對所涉及的課題知識增加理解。
教育局一直致力發展多元化的學與教資

源，在暫未有教科書出版的情況下，支援教
師教學和照顧學生學習需要。在2021/22學
年，教育局已編制公民科課程主題1與主題2
的教學簡報，供教師備課參考。局方同時開
發涵蓋各課題學習重點，並包含多元化資料
的學與教示例、課堂教學工作紙、學生自學
教材，以至本地考察工作紙等，讓教師於不
同教學環節內使用。至於教師頗為關注的教
科書評審進度，就我所知，主題1及主題2的
課本評審工作已完成，學校可於2022/23學
年選用公民科教科書。
學界在過去一學年的努力，同樣值得欣

賞。在本學年中四級教授的「『一國兩
制』下的香港」主題，公民科教師都嘗試
運用多元化學與教策略施教，以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和效能。例如運用分組協作，促

進學生課堂參與；透過多媒體教材，增加
學生對課題的興趣和認識；融合校本開發
和局方提供的教材，以及推行全方位學習
活動，加強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以
上各項的學與教策略和活動，都能豐富學
生的學習經歷，有助他們掌握公民科的學
習重點。
公民科經過教育局與教界攜手協作推動，

在首個學年得以順利推行。我肯定局方繼後
會一如以往，推出多元化支援措施，以滿足
教師的培訓需要；我同時期望教師積累更多
教學經驗，並互相交流分享，共同提升公民
科的學與教效能，令學生投入學習，從而讓
他們成為有識見、對社會有承擔、具國家觀
念和世界視野的公民。

◆劉智鵬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

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委員會主席
簡介：本欄由教育局統籌公民科前線教學

與課程人員撰寫，剖析科目推行情況及分享
教學體驗。

致力落實課程 奠定良好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小學發
通函，介紹 2022/23 學年的「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
曆」，幫助學校把握未來一年的重要日子，作為推行國民教
育的契機。年曆特別列出了18項指定日期，包括國慶日、
回歸紀念日及多個抗日戰爭紀念日，又新增了勞動節、中國
共產黨建黨102周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等日子，並提
出學習活動舉隅供學校參閱（見表），讓學校在整個學年能
全面及有系統地規劃國民教育。
教育局在通函中建議，學校應貫穿整個學年規劃國教活

動，除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國旗下講話等活動外，亦可安
排國情電影欣賞、舉辦中華文化日或周、文學作品閱讀或朗
誦，及播放/奏唱中國風歌曲等，讓學生探索國家新近發
展、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家象徵和標誌的意義等不同課
題。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呼籲學校參考有關建議，並以重要日子

配合相關科目課堂內外的學習活動，深化學生對中華文化及
歷史的認識，同時準確理解憲法、基本法及「一國兩制」，
並藉進行升國旗儀式及奏唱國歌，明白當中的禮儀、歷史及
精神。

「殖民管治」不擁有主權「殖民地」描述不恰當 教
育
局
發
國
民
教
育
活
動
規
劃
年
曆

◆教育局昨日在網頁《政策正面睇》專欄以《從歷史及法理角度看香港是否「殖民地」的爭議》
為題撰文，說明香港並非所謂「殖民地」的事實。圖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交接儀
式。 資料圖片

◆ 蔡若蓮呼籲
學校藉進行升國
旗儀式及奏唱國
歌，讓學生明白
當中的禮儀、歷
史及精神。
蔡若蓮Fb圖片

◆徐谷昀自畢業後一直留港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