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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正就新一份施

政報告展開公眾諮詢。香港教

育工作者聯會昨日對此提交

10項建議，包括進一步推行

愛國主義教育，優化專上教育

政策，及維護教師專業和質素

等。教聯會建議，特區政府應

立法推行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

教育，並通過不同方式宣傳中

華文化，激發學生對國家和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以

及每年推行一次「國家意識

周」活動，選派學生到內地參

觀社會成就展或大型建設項

目，增強對祖國的熱愛、弘揚

民族精神和培養國家意識，同

時加大投放資源支持本港愛國

主義教育場所，以及運用內地

高質量愛國主義教育資源，提

升本港愛國主義教育和國民教

育。

教聯會倡辦國家意識周 激發學生文化認同
提10項施政建議 力推愛國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中小
學生在十年間增長超過一倍至近六
萬人，其需要不容忽視。香港基督
教服務處進行的「支援SEN兒童
升小的社交情緒適應」調查顯示，
34%SEN兒童因升讀小學而面臨非
常高的學習壓力，並有近兩成人曾
因而拒絕上學；36%家長坦言子女
升小所帶來的照顧壓力非常高，
27%人出現持續的睡眠問題。不
過，調查發現，SEN兒童如有較高
的社交情緒能力，學業表現較佳，
更能減輕家長的照顧壓力，建議學
校及學前復康服務機構加強升小適
應課程的社交情緒支援。
服務處以問卷訪問了347名SEN
兒童的家長及158位服務SEN兒童
的專業人員，包括老師、社工、治
療師等，逾八成半家長照顧一至兩
名SEN子女。若以100分為滿分，
受訪者認為SEN兒童在人際交往技
能及自我管理表現的平均為56.7分
及49.3分。他們最常出現的情緒問
題是與同學有分歧時、被嘲笑時無
法保持冷靜。學習困難則是無法跟
上學習進度、上課時未能回答老師
的提問及無法專心上課，而社交情
緒能力愈高，學業表現亦會愈好。

就現時幼稚園會為高班學生設計
小一適應課程，但逾六成專業人員
指學校投放於「社交發展」及「情
緒管理」的教學時間不足，校方過
分着重學業表現，使孩子欠缺訓練
社交情緒能力的課時。
全職媽媽阿玲（化名）唸小二的

兒子被確診專注力不足及自閉症，
小一時老師對他有較多關注及認
同，令他情緒平穩，願意主動學
習，更成為全班第一名；但小二時
對其子關注較少，他的成績明顯下

滑。有一次視藝老師因不喜歡兒子
的作品，他便拒絕回校，阿玲需主
動與校方溝通及處理。

促完善支援配套
在職媽媽雅賢育的六歲兒子朗朗

屬自閉症及發展遲緩兒童，社交能
力較弱，升小後結識朋友有困難。
他曾因在校車上未能坐在原位而與
同學爭執，回家後委屈大哭。她希
望學校在升小過程中更好地跟進孩
子的社交情緒能力，使孩子有愉快

的小學生活。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心橋融合教育

服務(第四隊)單位主管杜惠雅表
示，本港需要盡快完善現有的支援
配套，更好地裝備SEN學童及其家
長。服務處設立了「小升星幼小銜
接支援計劃」，專門為升小的SEN
兒童及其家長提供社交情緒支援，
計劃亦引入專業的社交及情緒教育
理論，已經製作及派發5,000份家居
學習教材套給就讀K3至小二的SEN
兒童的家長，希望可以惠及大眾。

升小SEN生壓力大 近兩成曾拒上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
協助同學以正面的態度迎接新學
年，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透過「新
學年．好精神」專頁提供相關的最
新資訊，並製作「協助學生正面迎
接新學年《資源包》」；同時局方
又與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團隊的線
上精神健康平台「headwind 迎
風」及賽馬會青少年情緒健康網上
支援平台「Open 噏」協作，推出
開學期間活動，支援有情緒困擾的
學生。
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陳惠敏昨日

於局方專欄「局中人語」中提到，
暑假快將結束，莘莘學子將在新學
年面對新的老師、同學和課程，難
免會緊張，即將升讀小一、中一或
高中的同學或會特別感到不安和焦
慮，學校和家長宜及早為他們做好
準備。教育局會透過「新學年．好
精神」專頁提供相關的最新資訊，
局方鼓勵學校參考專頁的建議，舉
辦合適的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安全感
和熟悉感，並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支援。
陳惠敏又提醒學校，應避免鼓吹

比較的文化，協助學生以個人情況
和能力為基礎，訂立具體可行的目
標，透過反思和修正，從錯誤、失
敗經驗和回饋中學習，專注過程中
的得着，向更高的目標前進。若學
生經常與人比較、過分追求完美或
害怕犯錯，在遇到困難時，會較易
感到焦慮和抑鬱，並傾向選擇放
棄。
此外，教師及家長應多留意同學

情緒，若發現問題持續甚至加劇，
就需盡快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為
方便同學尋求支援，教育局於「新

學年．好精神」專頁提供了
「headwind 迎風」精神健康網上
平台、「Open噏」24小時網上平
台及「陪我講」迎接新學年挑戰等
網上連結。
陳惠敏引述研究指，擁有成長型

心態的人心理韌力更強，更願意擁
抱挫折，即使有情緒問題也更容易
康復。隨着暑假結束，教育局製作
了「成長思維開學錦囊」，助家長
引導孩子以成長型心態應對挑戰，
強化心理韌力，使他們遇挫不折，
持續進步。

教育局設專頁支援情緒受困學生

教聯會會長劉智鵬，主席黃錦
良，副會長鄧飛及朱國強昨

日舉辦記者會，就施政報告提出共
10項建議，包括進一步推行愛國
主義教育、維護教師專業和質素、
對應專上教育政策、香港STEAM
（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
學）發展、應對學齡人口下跌、激
活人口與家庭友善、正向教育與精
神健康、幼稚園營運問題、提升校

園設施，以及培養本港學童對閱讀
興趣和幸福感（詳見表）。
黃錦良表示，為回應國家主席

習近平去年七一重要講話，香港應
堅定不移地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培養愛國愛港、德才兼備、具
備世界視野的新一代。
他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

主義教育法（草案）》早前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對包括港
澳台同胞在內等不同群體的愛國主
義教育，分別作出針對性規定，香
港亦應該盡快立法落實。

傳揚國粹激發學習動機
在實際推動層面，教聯會認為，

可通過不同方式宣傳中華文化國粹
與藝術，增強香港中小學生對國家
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同時
亦要為教師和文化藝術界設交流平
台，透過綜合兩者意見，讓前線教

育工作者了解學生喜好和學習習
慣，為他們設計不同體驗國粹和中
華藝術的新穎模式，提升他們對中
國文化的興趣，激發學習動機，從
而更主動認識國情，關愛國家和民
族。

選派學生北上參觀社會成就展
黃錦良續指，為推動兩地姊妹學

校交流，教育局應提高姊妹學校津貼
補助，又提出可每年推行一次「國家
意識周」活動，選派不同中小學校學
生到內地參觀社會成就展或大型建設
項目，增強他們對祖國的熱愛，弘揚
民族精神和培養國家意識。
他還認為，特區政府應加大投放

資源，支持本地愛國主義教育場館
及基地建設，設計機制可引入內地
政府、大學等合作資源，豐富本港
愛國主義教育形式和內容，透過設
法加強與內地政府聯繫，有效運用

內地逾500個高質量的愛國主義教
育基地資源，為香港學生創造更多
機會，讓他們可以去內地切身感受
和學習。
至於維護教師專業和質素部分，

劉智鵬表示，特區政府應加大力度
推動及增加不同的內地考察團，定
期安排教師參與，並要加強新入職
教師培訓，課程應涵蓋憲法、基本
法及國安法的學習等；另外亦可成
立獨立委員會，由具專業資格人員
為教師操守個案進行調查及調解，
推動教師清楚專業操守界線。

檢討大學校長遴選等機制
他並建議，特區政府應檢討大學

校長遴選、聘任及續任機制，以杜
絕學府的教職員涉擅權醜聞等問
題，特別是大學人員聘任都是出自
公帑，相關機制應該要有足夠的透
明度，及為公眾所接受。

◆教聯會提交10項《2023年施政報告》的建議。左起：鄧飛、劉智鵬、黃錦良、朱國強。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設立了「小升星幼小銜
接支援計劃」，專門為升小的SEN兒童及其
家長提供社交情緒支援。

教聯會對施政報告十建議
1.進一步推行愛國主義教育：

◆建議特區政府立法推行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

◆通過不同方式宣傳中華傳統文化（國粹與藝術）激發學生國家認
同感

◆為部分與內地學校結姊妹校的本港學校提供更多計劃津貼，促進
兩地學校交流

◆加大投放資源支持愛國主義教育場所，支援學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每年推行一次「國家意識周」培養青少年愛國熱情

◆發揮內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資源優勢，助力香港國民教育

2.維護教師專業和質素：

◆加大力度推動及增加不同系列、地方的考察團

◆加強對新入職教師專業培訓，涵蓋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的學習

◆成立獨立委員會，由具調解專業資格、心理學背景或有訓輔經驗
的教學人員擔任專家處理教師專業失德個案

◆加快處理投訴的速度，定時公開交代投訴個案的調查進程和結果

◆持續檢視及優化基本法測試安排

◆提供專款聘請代課教師以靈活調動人手

3.對應專上教育政策：

◆增加資源，推動專上學生認識中共二十大及國家改革開放情況

◆加深學生理解憲法、基本法、特區成立發展史、國家安全和守法
教育

◆推動大專院校開辦配合「十四五」規劃中「八大中心」構想的課程

◆加快推動粵港兩地資歷互認合作框架

◆為自資院校提供大灣區推廣資源以開拓生源

◆檢討大學校長遴選、聘任及續任機制

4.對於香港STEAM發展的意見和建議：

◆制定宏觀STEAM教育政策並推動政策落地，從小培養幼兒基礎
的STEAM技能，長遠為港培養人才

◆強化STEAM教育師資培訓，加強STEAM資源平台建設，創建優
質課程資源

◆加深STEAM教育國際和內地的交流與合作

5.應對學齡人口下跌：

◆在不縮減班級數目的大前提下，在個別地區採用不同的彈性措
施，包括適度調整「開班線」，按區情推行可浮動的派位措施，
小學每班派23至27人，中學每班派26至33人

◆配合「北都」發展吸引內地學童來港拓生源

◆為辦學團體提供足夠支援，鼓勵學校合併

◆改善中小學班師比例，提升教育質素

◆為學齡人口推算設立專責研究部門制定中長期政策

6.激活人口家庭友善：

◆在「搶人才」政策的前提下，吸納更多境外生源，包括大灣區內
地城市及東南亞學生

◆有限度放寬「雙非零配額」政策

◆逐步將文憑試推至大灣區內地城市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7.正向教育與精神健康：

◆有系統地推行正向及生命教育，建立完整的品格及生命教育課程

◆加入正向心理學於師資校長培訓

◆提升家長處理子女情緒教育

◆增撥資源培訓及增加精神科人手，改善學生精神健康服務不足

8.關注幼稚園營運問題：

◆調高每名幼稚園學童單位資助額，放寬全日班申請增加學費門檻

◆全日班資助額由較半日班多30%增至多50%，批准學校上調全日
班學費額

◆幼教師生比例由目前1:11改為1:10（不包括副校長及主任），讓
幼童得到更全面的照顧

9.提升校園設施：

◆為校齡逾30年的學校設立專項津貼，以專案方式為校舍設施升級
改造

◆加快火柴盒校舍的遷校及合併進展

◆將空置校舍轉型為聯校宿舍，為境外學生提供住宿

10.培養本港學童對閱讀興趣和幸福感：

◆確定閱讀教育的政策指引及做好職權定位及監管

◆由校長帶領籌劃推動校本閱讀教育小組，改革閱讀教學模式

資料來源：教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 有調查顯示，34%SEN兒童因升讀小學
而面臨非常高的學習壓力，並有近兩成人曾
因而拒絕上學。圖為小學生上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