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當今快速變
化的社會環境
中，教育不僅要

傳授知識，更要培養學生的國民意識和社會責任
感。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下文簡稱「公民科」）
自推出以來，承載着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增
強國家觀念的重要使命。
然而，公民科不僅要求學生掌握基本的國家知
識，還需具備將國情與現實生活相聯繫的能力，
從而深刻理解國家發展的多維度。在一定程度
上，特別是在國民教育觀念的展現上，該科目以
更富多元性和多層次的方式，為學生提供了全面
認識國家和社會的平台。
國民教育作為公民科的重要內容部分，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回顧過去，傳統教學內容中這一元
素往往散落在不同科目中，且往往集中在個人層
面某特定方面的發展，如政治身份認同、社會規
範接受等。這種較為狹義的國民教育難以滿足當
今社會多元發展的需求。
相比之下，公民科內有關國民教育的內容和元
素，則更加注重個體在不同領域和層面上的發
展，包括科技、經濟、社會、文化等，旨在培養
學生多元化的國情知識，更全面認識國家，建立
更全面更具深度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和價值觀。

國情教育內容與方式多元化
公民科老師在課堂教學中，如何通過國情知識
來培育學生國民身份認同感和價值觀？首先，國
情教育的內容多元且廣泛，涉及不同領域和層
面。在經濟方面，學生需要了解中國經濟的發展

歷程和現狀，以及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
作用；在文化方面，學生需要認識中華文化的
精髓和傳承，增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
感。
近年來，科技創新方面是我國成就最高、挑

戰最大的領域，通過航天、芯片、綠色能源等
不同科技的介紹，可以培養學生的科技國民意
識。由此可見，從多個維度全面認識和理解國
家，有助於學生更好地定位自己在國家和社會
中的角色和責任。
在價值觀層面上，公民科強調培養學生的愛

國精神、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對中華民族的認同
感和自豪感。身份認同大致由種族認同、法律
認同、文化認同和地理認同所構成，並可分為
國家、民族、世界等多個層次。教師應該充分
利用時事新聞和社會議題作為教學引導，讓學
生從實際生活中感受和理解國民身份的多元性
和多層次性。
例如，通過探討部分藝人「限籍令」等社會熱

點問題，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個人身份與國家身份
的關係，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和國民身份認同。

社會各界需共同營造教育環境
當然，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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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
校教育外，公眾教育、家庭教育、傳媒教育以及
社會愛國氛圍等各方面同樣重要，社會機構、個
人應該共同努力，為學生營造一個全面、多元且
富有層次的國民教育環境。
此外，公民科的教學還應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

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學習國情知識，
學生應該能夠分析國家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問題，
並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解決方案。這種能力的培養
不僅有助於學生在學術上的發展，更能使他們在
未來的社會生活中成為有擔當、有責任感的公
民。
同時，公民科還應注重實踐教學，讓學生有機

會參與到社會服務和國家建設中。通過參與內地
義工服務、社會實踐等活動，學生可以親身體驗
到國民身份的實際意義，增強對國家和社會的責
任感和歸屬感。這種實踐教學的方式也有助於激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使他們在實踐中不
斷深化對國情和國民身份的理解。

總括而言，公民科以廣義國民教育為理念，注
重學生多元和多層次的發展，通過豐富多元的國
情教育內容，旨在培養具有強烈愛國情感和高度
社會責任感的年輕一代。這樣的課程安排不僅對
香港教育界具有重要意義，也將為香港社會乃至
國家的長遠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相信政府、教育界以及家長們期待在未來的教
育實踐中，能夠看到更多富有創新和深意的科目
設置，為學生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和諧進步做出
更大的貢獻。
●羅展恒（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
作多年，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站及參與
教科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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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畫家王寅與世俗文人畫

充分利用網絡資源 提升公民科課堂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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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車已經變成汽車產業乃
至科技產業的兵家必爭之地，中國
在這一領域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

驚人。中國從1990年代剛剛開始研製電動汽車，至2011年時中
國新能源汽車的產銷量不足1萬輛；而到2023年，這個數據增
長了1,100倍以上。
2023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出口國；中國新能源汽車
產銷量分別達到958.7萬輛和949.5萬輛，連續9年位居世界第
一，佔全球比重超過六成。
2024年，中國新能源乘用車零售滲透率首次超過50%，提前
11年完成國家規劃要求。
「換道超車」的背後，離不開政府對產業的扶持。2007年，
《新能源汽車生產准入管理規則》發布，揭開產業規範化管理
的序幕。2010年，新能源汽車產業被確定為國家七大戰略性新
興產業之一；2012年，確立以純電驅動為主的技術路線。
同時，中國實施了一系列購車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降低
購買成本，刺激市場需求，包括於2014年9月開始實施的新能
源汽車免徵車輛購置稅政策，該政策經歷4次延長，延至2027
年底，對消費者來說，可節省一筆可觀的開支。

動力電池和充電基建領先全球
要推動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便利大眾出行需求，充電設施
配套也至關重要。
對此，中國奉行「適度超前」的基本原則，目前已建成世界
上數量最多、輻射面積最大、服務車輛最全的充電基礎設施體
系。截至2024年4月，中國充電基礎設施累計數量約961萬台。

完善產業鏈體系 國際市場獨領風騷
另一個不可不提的是動力電池產業，這被視為新能源汽車的
「心臟」，其性能直接影響汽車的續航里程、安全和成本。
2023年全球電動電池裝車量達到705.5GWh，排名前十的企業中
有6家中國企業。其中，寧德時代和比亞迪的市佔率合計高達
52.6％，佔據半壁江山。
從電池、電機、電控等核心零件，再到整車的製造和銷售，
中國打造出完善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體系，也因此得以在國際
市場獨領風騷。
新能源汽車所帶來的不僅是經濟效益，據估算，每輛新能源
汽車每年可減少約1.66噸的碳排放。預計在2024年，中國新能
源汽車減排量將超過1億噸。
幾十年間，中國汽車工業從追趕、超越到引領，過程相當勵
志。這樣的勵志故事，在中國，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行業，
發生過無數次，今天也仍然在繼續發生。

由於商業和工業發展蓬勃，
晚清上海已經發展成一個新的
藝術收藏中心。新與舊，傳統

與現代，本土化與國際化在這座城市中共生共存。這使得
自明代開始變得模糊的文人畫家和職業畫家之間的邊界變
得更為含混。與當時日漸衰落的北京皇家藝術收藏的封閉
世界相比，上海的藝術市場混亂且對外來者 （日本人和
西方人）開放。
不過，亦得益於此，多元化的繪畫題材、藝術風格、構

圖設計、色彩語言等創作實踐在上海這個國際化的文化空
間中百花齊放，王寅這類自譽為文人的普通畫家也能在這
個城市空間裏佔有一席之地。
王寅（約 1831—1892），字冶梅，上元人（今屬南
京）。「咸豐初元，應童子試輒前列」，可惜榮耀未能為
他帶來順遂的一生。「三年正月，粵匪由武昌、漢陽掠舟
東下，二月直破金陵，據為偽都。先生奉兩親，攜弟妹，
避居六合。」奈何六合縣城又相繼陷落，他們轉徙於江南
的棲霞山麓。當時太平軍與清軍在金陵城內呈對峙之勢，
太平軍力量被削弱，王家得以在棲霞山平安度過六年，直
至1859年王父去世。翌年，太平軍大破江南大營，波及王
家所在的村莊，他帶家人逃往上海。之後，他投身於上海
的各種書畫協會來拓展社會關係，利用代理和傳媒提升自
身知名度，藝術生涯由之開始。中日海路新航運成立不
久，王寅便遠赴日本尋找出路。

大眾造就時代精神
為了吸引海外的新顧客，文人畫特有的創作目的已從表

現美好品德轉為裝飾功能。王寅在文人畫的基礎上，將寫
實風格融入某些畫作中，並採用了罕有入畫的生活場景。
《魚圖》採用淡墨繪製，魚和樹枝的輪廓均以書法性用筆
描繪線條，筆觸簡潔，手法寫意，上方題「偶然釣得鱖魚

肥，商略前村換酒歸。
漁弟漁兄拚一醉，不知
明月上柴扉。」從形式
上看，這幅作品完全符
合文人畫的標準。然
而，原本作為精英藝術
的文人畫，在王寅筆下
趨於世俗。王寅用日常
生活來擴展創作題材，
讓大眾也能夠欣賞。
晚清這些相對默默無
聞的旅日畫家曾做出不
成熟的嘗試，以應急般
的方式回應世界其他文
化對中國文化的衝擊。
他們的開拓精神所引發
的一些社會反應，又在
短短十年內消失殆盡。
這些舉措看似是某種趨
勢形成之際的錯誤開
端，但當勢頭形成時，
趨勢便席捲了所有領
域。時代精神的形成過
程通常並非由少數偉人
推動，而是由許多名不
經傳的普通人所造就。
他們似乎對不斷變化的
環境更加敏感，因而能夠為最終的歷史發展做出貢獻。流
寓上海、旅居日本的王寅便是此類畫家的縮影。

●吳妮娜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混 合 式 學 習 （Blended
Learning）是指將傳統的面
對面教學與數字化學習技術

結合的一種教學模式，它結合了線上教學平台和實際課
堂活動，能夠靈活適應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學習風
格。當我們將混合式學習應用到公民科時，可以有效提
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明辨性思維以及對人文素養的
深層次理解。

自主學習的重要性
公民科學習，強調學生的明辨性能力與自我反思，

這與混合式學習的核心理念不謀而合。在混合式學習
的環境中，學生不僅可以利用在線平台自主學習，還
可以參加討論、反覆收看課程錄影和閱讀電子書等，
讓他們能夠靈活掌握知識內容並在學習中進行反思。
同時，公民科課程中涉及到歷史學、社會學等諸多領
域，而這些領域常常涉及到不同文化的價值觀與思想。
在混合式學習的模式下，教師可以充分利用網絡資源，
將不同的資源作為課程的一部分，提供學生更廣闊的視
野。
例如，教師可以設置利用線上學習平台，讓學生在課

前預習相關課題的背景、觀看背景資料，並根據自己的
見解提出問題。學生在實際課堂中再進行深入的討論，
通過反覆的學習過程不僅加深對相關課題的理解，還能
培養自主學習和獨立思考能力。

混合式學習中的協作學習模式可以很好地支持提升課
堂效能，知識管理平台和合作編輯工具（如Google
Docs）可以促進學生之間的合作與互動，讓學生通過協
作解決問題、進行小組協作項目等，從而增強團隊協作
能力和人際溝通技能。學生可以以小組形式於在線平台
上一起編寫公民科考察匯報，彼此給予反饋。
混合式學習的結合也帶來了公民科評量方式的多樣
化，除了傳統的考試、匯報等評量方式，教師可以通過
在線討論參與、數碼創作作品（如影片、GEN-AI作
品）來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這種多樣化的評量方式可
以更全面地反映學生的學習過程與提升人文素養的發
展。當中要留意GEN-AI作品的運用，學生透過將人工
智能知識與公民科知識相結合，使學生全面利用科技，
在創作圖片、影片或生成評論文章等，進一步提升及表
達所學。
最後，雖然混合式學習有強大的優勢，但教師要留
意，面對面教學在提供深度反思與情感交流方面仍然不
可或缺。討論與交流能夠讓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進行更
深入的思考。學生可以在課堂中以小組形式進行討論等
活動，培養他們的溝通能力和對複雜議題的理解。此
外，上文提到的GEN-AI要留意版權、倫理道德和明辨
思考，才能讓學生全面理解並有效應對生成式人工智能
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洪昭隆副校長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武漢嵐圖汽車電動化焊裝車間，機器人在流水線上作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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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國民意識 身份認同是關鍵
好公民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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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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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綠
航星際太
空科技研
究院。
資料圖片

●王寅的《魚圖》（局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