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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培養學生具備國家觀念、民族感情、國
民身份認同，不但有助確保社會可以持續穩定
發展，對於學生未來發展也是至關重要。多名
香港教育界人士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幫助學生知道根源何在，認同中國人身份
才會自發為國家作出貢獻，尤其過去黑暴期
間，有青少年被煽動而作出暴力違法行為，嚴
重影響社會安寧，由此更凸顯出做好國民教育
的重要性。另有家長代表認為，國家和大灣區
的龐大發展機遇，香港學生們務必把握，因此
應從小做好國民教育，時刻掌握國家最新動態
和發展，為未來多元升學和就業出路作好準
備。

讓學生找到自己根源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李偉雄表

示，國民教育的重要性主要可以體現在三
點，「第一是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只
有認同國家，才會願意進一步認識國家，為
國家做一些事。換個說法是要讓學生找到自
己的根源。」第二是不能忘記昔日黑暴對社
會帶來的影響，當中涉及有學生以身試法，
「其中一個原因，正是源於部分人對國家一
知半解，被人煽動而闖下大禍」，因此透過
國民教育，讓學生和社會大眾正確認識國
家，亦有助於社會穩定發展。第三點是當學
生對國情有掌握，對內地企業、升學出路、
生活文化有所了解，對未來個人發展都會有
很大幫助。「尤其近年大灣區不斷發展，當
中有哪些新興行業，目前內地有哪些資助、
支持等，這些知識都應該為學生預早準
備。」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表示，香港
近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大灣區內地城
市共同發展，當中產生無數的發展機會。「作
為家長，最關心的正是子女日後的發展方向，
既然機遇就在內地，那當然要加強國民教
育」，讓年輕一代時刻掌握國家經濟、社會和
民生的最新發展。
教聯會副會長鄧飛認為，在國際政治環境
日漸複雜的大環境下，國民教育的角色只會
愈來愈重要，「讓學生知道自己的根源所
在，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樣的身份認同
對自身發展都有好處，否則容易出現身份迷
失；哪怕有人硬要將自己當作其他圈子的
人，也未必會獲對方認同。因此倒不如做好
自身，建設好國家，自己亦會有更理想發
展。」

掌握國家最新動態 豐富升學就業前途

◆教育界人士指出，幫助學生知道根源何在，認同中國人
身份才會自發為國家作出貢獻。圖為香港中學生觀看在韓
志願軍烈士遺骸迎回儀式。 資料圖片

國民教育既是價值觀教育的重要一環，亦是學校的重要
學習宗旨。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李偉雄日前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學校近年不論在正規課程或是各類
學習活動，均有將國民教育的概念融入學習當中，助
學生從不同角度了解國家，建立民族自豪感。他期望
特區政府未來可以建立更多國民教育相關的教學分享
平台，讓同工分享交流成功經驗；又建議舉辦更多
有深度的內地考察和交流活動，例如安排兩地學生
同學同住，讓港生們與內地同齡人建立友誼，以進
一步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李偉雄介紹，公民科是中學課程中教授國民教育的

重要部分，「例如我現在教中四學生中國政治制度，
包括今年全國兩會亦會跟同學講解，讓學生了解它對國
家的重要性。」他會讓學生搜集與全國兩會相關的新聞
報道和資料，並在課堂上匯報分享，「讓課堂內容與時事
連結，讓學生感受到所學跟現實社會息息相關，而透過分
享過程，亦可以讓同學互相交流學習，認識更多。」
另一方面，李偉雄任職的學校即將參與第二次公民科內地考

察活動，「按第一年的經驗，同學有機會參觀電腦數據中心，看到
人臉識別等不同的科技應用，從而認識內地科技發展是如何領先。另

一方面，亦參觀到當地的文創區和基建，了解內地不同的生活面貌。」同時
學界設有各式各樣的全方面學習活動，例如「中國文化周」、「國旗下的講

話」，以及即將迎來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等活動，均可加深學生對國家的認識。
談及未來如何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李偉雄認為學校之間近年對於此有很多想法，百花齊放，「希望會有
平台讓學生彼此交流，多汲取成功經驗。」他指目前公民科內地考察更傾向於景點參觀性質，建議日後可以舉
辦更深度的交流活動，「例如在三日兩夜的活動中，約一半時間可以安排港生與內地生一起上課，以至邀請內
地家庭接待住上一天，加深彼此交流。」

國務院總理李強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加強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

強調要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

務，推進大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

一體化建設。對此，參加兩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及

香港的教育界人士，連日來熱議如何做好香港青少年學生的國民教育工

作。特區政府近年亦以「立德樹人」為目標，持續加強支援學校推動國民

教育，包括促進學生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國情、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國旗、國徽、國歌，以及國家安全教育。香港多所大學亦推行必修國安課

程，並培養青年人對中華文化的尊重、國民意識及對國家的歸屬感等正面的

價值觀。多名教育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認為，香港

的國民教育必須配合國家發展與時並進，提高質量，

持續加深學生認識中國高新科技，並要將人工

智能教育全面普及化，助港生掌握其基本應

用，獻力國家的現代化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倡深化公民科考察
港生作客內地家庭

盛事活動擴覆蓋面 多渠道教育子女

香港
特 區

教育課程推行
國民身份認同教育
多年，然而自 2012 年起
「反國教」事件開始，逐漸揭露本
港青少年普遍對國家認識不足，亦欠缺國家觀
念，有關情況於2019年黑暴期間全面爆發。根據
警方資料，截至去年5月，2019年黑暴有多達
4,000名學生被捕，約1,700名年齡18歲以下，充
分反映此前本港國民教育缺失的問題，致令香港
青少年法治觀念薄弱，甚至對國家產生誤解。
有見及此，特區政府近年以多重進路、互相

配合的方式，全方位加強推展國民教育，包括
確立初中中國歷史為獨立必修科；於高中推出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並設內地考察環節，至今
年共有約5.6萬名港生參與包括大灣區內地城市
在內的廣東省考察行程，學生在考察期間有機
會參訪創新科技企業和歷史文化景點，與內地
學生一同學習，多角度了解國家現況、發展和
成就，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此外，截至今年1月，已有約920所香港中小
學與內地學校締結成超過2,770對姊妹學校，促
進兩地學校發展與文化交流、提升教師專業水
平、擴闊學生視野，以及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而特區政府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亦提出，提供一
筆過共6,000萬元撥款，支持所有參加「幼稚園
教育計劃」的幼稚園舉辦校本活動，讓學生從
小認識中華文化。
「國民教育主要包括古今兩個方面，前者透

過歷史、傳統、文化，培養學生對於國家的認
同感，後者則是當代中國發展，讓學生了解國
家如何從艱辛中崛起，培養學生的民族自豪
感。」香港立法會議員、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
長鄧飛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目前香港
的國民教育是古今並重，以公民科內地考察為
例，既會帶學生參觀內地科創企業孵化地，亦
有培育學生鑑賞中國傳統文化的景點和環節，
讓學生多方面認識國家。

鄧飛：STEAM教育與科教興國路線一致
被問到香港國民教育未來應如何加強，鄧飛

引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表明要深入實施科教興
國戰略，強化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支撐。因此他
認為：「我們講當代國情發展的時候，更要從

這個角度，
幫助學生認
識現代中國
發展，就是
徹底走上了
科 技 化 道
路。」
香港近年
積 極 推 動
STEAM教育，
鄧飛認同是與科
教 興 國 路 線 一
致，惟他同時強
調，現在已經進入人
工智能時代，「對任何
學科、職業來說，人工智
能都會是強而有力的工具，因
此要進一步配合科教興國的話，務
必要把人工智能教育普及化，學生將來
無論從事任何行業，都肯定可以受用。」

何漢權：社會各界應積極推動
全國政協委員、教育評議會會長何漢權認為，本
港近年推行國民教育大勢良好，社會大眾普遍支
持，因此更要講求質量，「全國兩會經常提及『高
質量』，我們也應檢視一下，目前推行的是否『高
質量』的國民教育。」何漢權強調，推行國民教育
絕非只是教育局和學校的責任，各政府部門和社會
各界都應積極參與，而且推行國民教育不能焦躁，
「更不要以口號代替內容，不是講完就當做了。」
他提到，國家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按年上升逾
5%，新能源汽車產銷量佔全球比重超過60%，種
種可見發展勢頭良好，但另一方面世界經濟不
景，以及美國持續圍堵，「這些喜和憂都應該透
過國民教育讓學生知道」，樂觀進取的部分有助
鼓勵學生，而憂患部分更能促使彼此團結一致。
隨着國家持續支持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何
漢權期望香港的國民教育亦要積極配合，讓學生
充分了解當中機遇，努力奮鬥。

除了在校園推動國民教育，日常生活中各個範疇
均與國家發展有關，因此家長的角色亦非常重要。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建議，家長可通過
網上媒體或報道等不同渠道教育子女，亦可透過參
與各類社區活動、參觀展覽或博物館等方式，多讓
子女認識國家古今狀況和發展。他亦期望有關方面
和社區單位，日後在舉辦如航天展覽，國家級運動
員、藝術家訪港等盛事時，考慮更多吸引家長帶同
子女參與的便利安排和元素，從而提高家長對國民
教育的認識，爭取家長的支持。

奚炳松分享，特區政府和社區近年舉辦眾多國民
教育活動和比賽，家長可多加留意，帶子女參與。
不過，他留意到以往如國家航天代表團訪港、國家隊
奧運金牌得主訪港等盛事，較多是挑選個別群體參
與，「未來有關方面也許可以多邀請更多範疇的代
表，並擴大受眾的覆蓋面，讓廣大家長都有機會參
與，發出『國民教育，家長有份』的正面信息。」
他表示，香港文匯報等各類媒體有很多與內地相
關的時事資訊報道，家長宜多與子女分享講解，緊
貼國家的最新發展。

▼教育界人士強調，人工智
能是強而有力的工具，要進一步配
合科教興國的話，務必要把人工智能教

育普及化。圖為學生使用電腦學習。資料圖片

▶國民教育必須配
合 國 家 發 展 與 時 並
進。圖為穗港學生一
同 了 解 國 防 軍 事 知

識。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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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推動國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