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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萬事俱備 交流育愛國情
蔡若蓮：過去十年多項教育改革成效顯著

「我愛祖國」作文暨朗誦賽 港青共築中國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我愛我的祖
國」─金紫荊盃香港校際作文暨普通話朗誦大賽
自7月啟動以來，已收到近百間香港中學的參賽
作品。評審委員會將選出10隊進入決賽，於10
月8日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角逐冠軍獎盃。主
辦方昨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希望通過是次活
動，展現香港青少年對祖國的熱愛及同心共築中
國夢的熱情。
是次大賽由香港潮州商會主辦，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藝術香港聯合主辦，香港教育工作者
聯會、香港教育發展協會協辦，特區政府教育
局、中聯辦教科部作為支持機構。評審委員會由
來自文化界、教育界的超過20位專業普通話老
師、專家組建而成。

大賽組委會主席、香港潮州商會永遠名譽會長
黃書銳昨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今年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也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適時舉辦以「我愛我的祖國」為題的作文及
普通話朗誦比賽，希望能增強香港青少年的愛國
意識，同時幫助提升學生的寫作及普通話朗誦水
平。大會將決賽場地選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亦是希望進一步喚起香港青少年對祖國及中華傳
統文化的關心，建立歸屬感，胸懷「立足香港、
背靠祖國、走向世界」的宏志。
大賽組委會榮譽主席林廣兆表示，大賽可以講

好祖國73年來在經濟、政治、國防、外交等方
面取得的偉大成就，加強香港青少年身為中國人
的自豪感，亦可以向全世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
大賽組委會執行主席、香港潮州商會會長馬鴻

銘表示，培養青少年的愛國情懷，首先要認識祖
國，通過今次活動讓學生可以通過一些歷史事
件、人物故事去了解國家歷史，提升國家認同感
和民族歸屬感。

近百校參賽 10隊下月決雌雄
香港教育界對是次比賽反應熱烈，近百間香港

中學踴躍報名並提交作品。評審委員會將於9月
24日及25日進行複審，選出50隊三等獎得獎
者，以及10隊於10月8日參與決賽。屆時將現
場評選出特等獎一隊，一等獎三隊、二等獎六
隊，其後舉行頒獎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談到基礎教
育，蔡若蓮表示，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及
大灣區建設發展，國家教育部都十分支持香港
辦學團體在大灣區開辦香港課程學校，為港人
子弟提供一條龍中小學教育服務。她確認深圳
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學校已遞交成為文憑試
「與考學校」的申請，同時特區政府也大力支
持內地辦學團體在香港開辦內地課程學校，毗
鄰天水圍濕地公園的建校項目已在審批過程
中，預計很快會有結果。她相信有關設施將有
助滿足在大灣區工作、投資的家庭教育需要，
便利人才交流互通。

深圳培僑申做DSE「與考學校」
蔡若蓮表示，香港辦學團體想要在內地辦

學，要符合當地政府要求，「倘有關學校要開
辦香港課程，我們就要審視其課程是否符合我
們的要求，做好質素把關。」目前，香港學術
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會評審相關學校，之後會進
行全面視學，以確認其教學質素是否符合香港
要求。

考評局早前宣布，於2024年開始接納香港境
外學校參加文憑試，申請學校必須獲內地相關
部門認可為合資格港人子弟學校及批准開辦文
憑試課程，並獲考評局接納為「與考學校」。
蔡若蓮透露，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學校
已經遞交相關申請，目前仍在處理中。「與考
學校資格這部分，我相信是比較快（公布）的，
因培僑明年已有首批中六學生，尤其校本評核
在中五已經開始計，因此會加快處理。」
至於境外試場設置事宜，她表示，需要時間

研究不同的技術問題，包括考評局保安與人力
安排等，並要與內地相關部門進一步協商。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去年選取了一幅毗鄰天

水圍濕地公園的土地，由教育局邀請辦學團體
成立一所提供內地課程的非牟利私立學校。
「競爭過程很激烈，有幾個不同的辦學團體申
請，而審核已經差不多了，應該很快就會有結
果。」一旦選定了辦學團體，下一步將進行前
期評估工程，「今次政府只是批地，團體要自
行出資建校，又或透過政府貸款作為建校費，
而一般學校的建築期大約兩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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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港校趨完善 港授內地課同步推

港式課程需整合 中學冀內地專才南下

◆蔡若蓮講解
香港近十年教
育改革發展情
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比比賽的新聞發布會昨日舉辦賽的新聞發布會昨日舉辦，，黃書銳黃書銳((左左))、、
馬鴻銘馬鴻銘((中中))等出席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推展香港與

內地的教育交流合作、國情教育等，同時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香港

近十年教育改革發展下，國民教育是學校課程的重要

部分。局方自2018年起將初中中國歷史科列為獨立必

修科，並加強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又以公

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通識科，加強學生的知識基礎及

慎思明辨能力，正確理解國家發展、香港定位及世界

大勢。即使疫情窒礙了兩地學生交流互訪，但本港近

年仍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愛國教育支援中心等新

資源補足學生的需要。有中學校長認同，教育局近年

已為教育界提供清晰指引，學校未來推動國民教育時

可更着力於情感教育，多說與祖國發展相關的感人故

事，觸動學生心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國家教育部昨日在北京召開「教育這十年」系列發布會，蔡若蓮
在線參會並在會上介紹了十年來香港教育改革發展的情況。

她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分享了香港教育在過去十年雖
然經歷了種種挑戰，但在推動國民教育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
不斷努力。兩地教育專業互動和文化交流方面也不斷發展，2004
年至今已有約780所港校與內地學校締結成超過2,100對「姊妹學
校」。在學校管理、教師、學生及家長多個層面進行互訪及多元化
的活動。

面對面交流互動不可缺
同時，「學生內地交流計劃」每年提供10萬個交流名額，讓中小
學生到內地不同省市交流，從多角度體驗國家在文化、經濟、教
育、科學和科技等方面的發展，深化課堂所學，而學生參加人次
由2012/13學年的兩萬多人次逐步遞增至2018/19學年的七萬多。
「我想國民教育的目標很清楚，就是愛國之情、強國之志、報
國之行，就是認知、認同到實踐3個層面。」蔡若蓮表示，在課
程方面，國民教育涵蓋初中中史科、公民科、憲法、基本法及國
家安全教育等不同方面，讓學生對國家歷史、文化有基本認知。
在感情的建立方面，蔡若蓮強調了交流、體驗的重要，有助學
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更加深刻、立體，「通過到內地多角度交流考
察，讓學生們自己去看；通過姐妹學校等，有人與人之間的交
往，就有情；跟當地的老百姓交往，感情就來了。」
受疫情影響，香港與內地的交流互訪活動都被迫暫停。「交流
當然是面對面最好，但在疫情下實在無辦法，對當地地理、文化
等認知，仍可透過網上等形式補足。」蔡若蓮特別提到，教界可
善用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等新資源，「通過與文物接觸，拉近
學生與國家歷史文化的距離。」同時，愛國教育支援中心亦提供
不少歷史文化相關的資源，幫助同學認識國家，「當然我們希望
可以盡快恢復全面通關，讓交流正常化。」

校長認同「說好中國故事」感動學生
多年來積極參與兩岸三地教育工作的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分
享，疫情的確窒礙了兩地學校的面對面交流，但近年教育局已經
提供很多指引給學校，例如國安教育課程框架，不同學科的實
例，也為教師提供了法治、歷史文化等不同培訓，現在教育界可
以把握時間反思、制訂更多內容。
他提到，教育局早前為公民科提供了21條內地考察路線，「經
教育局專業設計，教育性會比較強，總比只提供錢放手任學校去
做好。」故建議局方可進一步深化姐妹學校計劃，推廣更具體的
合作項目，「例如讓學生做一些探究性學習等，促進合作。」
黃晶榕直言，香港的國民教育較傾向「講大道理」，較少提到觸
動人心的故事，「就是講歷史、交化、地理、法治為主，但我認為
愛國教育一半是理性，還有一半是感性的，就是情感教育方面要
加強一點。……教育界應講一些跟祖國發展有關的，不同行業的人
物故事，他們怎樣為民族、國家作出貢獻，從而觸動學生心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在高等教
育交流合作方面，蔡若蓮表示，香港多所
大學均已在大灣區內地城巿開展合作辦
學，為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發揮戰略支撐作
用。香港職業訓練局也積極與內地的職業
學院及機構交流合作，提升兩地職業教育
和人才培訓的水平。同時，本港有超過1.8
萬名港生到內地升學，反映兩地高等教育
交流合作已逐步形成優勢互補、協同發展
的良好局面。

港多所院校灣區合作辦學
蔡若蓮介紹，香港浸會大學與北京師範
大學於珠海合辦聯合國際學院，香港中文
大學與深圳大學合辦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已於今年9月
正式開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都會大
學、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大學也正積極推
動合作辦學項目。
職訓局也積極與內地的職業學院及機構

交流合作，包括於2008年與深圳職業技術
學院首次合辦高級文憑課程，並於2021年
簽署新協議，按雙證書合作課程模式合辦
高級文憑課程，又為區內酒店、護老等行
業提供人才培訓。

國家特事特辦助港生開學
此外，「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自2012/13學年起鼓勵香港青年
到內地升學，推動人才交流。為協助港生
在疫情下到內地院校開學，教育局在8月底
推出內地高校港生入境內地便利措施。
蔡若蓮透露，有關的安排其實並不簡

單，「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防疫政策、措
施，涉及各個關口、入境、公安等部門的
協調，亦包括了海、陸、空相關港口的政
策措施，所以背後是有很多人共同努力。」
蔡若蓮再三提醒，內地的通關名額競爭

激烈，很多比學生更迫切的巿民仍在等候
中，「所以學生應該感恩，有這麼多人讓
路和幫助。」若來年再出現類似情況，她
預計新入學同學或面對較大困難，有需要
會盡量協助，但期望高年級同學自行評估
往返狀況，勿太依賴特殊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港學童
人口持續下跌，有教育界人士建議鼓勵內地
學生來港就讀基礎教育。蔡若蓮表示，本港
的教學語言環境主要是粵語，「吸引省內或
者還可以，但大灣區內地城市目前已有多所
開辦香港課程的學校，
是 否 還 有 大 量 需 求
呢？」她指出，學生如
何在港生活、香港課程
能否吸引、照顧到學生
的需要等，都要整合考
慮。
黃晶榕提到，香港面

臨教師短缺情況，建議

應爭取將教師納入優秀人才入境計劃，讓學
校名正言順地聘請內地教育專才，「這對提
升香港教育也有幫助，例如可透過語文科作
切入點，提升本港語文教育。」
他又分享了其學校亦有聘用合資格的內地

人才任職，「他們的基本
功、學科知識都無太大問
題，且這批老師比不少香
港人來得更穩定，更願意
留在學校工作。」

◆黃晶榕（右）認為未來可
更着力於情感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蔡若蓮（右）表示，過去
十年政府在推動國民教育及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方面成效顯著。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