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睹國家成就
添民族自豪感

油天（海泓道）校長陳淑儀：要在情感上深化學生與國家聯繫感

早於2012年，香港部分市民對特區政府推行的德育及

國民教育獨立成科安排存在誤解，聲稱擔心學生會

「被洗腦」，但當時鮮魚行學校就已率先堅定落

實全港首課德育及國民教育課，那時以副

校長身份撰寫教材並親身上陣授課的施志

勁，今日已成為該校校長。他近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形容，這些年間的愛

國 主 義 教 育 「 既 是 多 變 ， 也 是 不

變」，變化在於學校一直與時並進，

積極為學生帶來更多貼合時代的知識

點和國情知識，不變則在於教學目

標始終如一，就是從小培養學生們

對於國家的好奇心和興趣，促進國

民身份認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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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鄧逸明

A8 國慶國慶 周年周年 之之愛國傳承愛國傳承

愛國是天經地義的事，培育學生愛國情懷，更

是香港教育界理應肩負的責任。在迎接國慶 75 周年

之際，香港文匯報近日訪問多名中小學及專上院校校長，他們分享

不同成長階段愛國教育的焦點，並訴說眼中香港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的狀況與變化。在小學生知識與價值的萌芽階段，培養學生國民身

份的教學目標始終如一，然而落實過程亦幾經波折。校長們都認

為，關鍵是要從興趣與情感入手，並結合現時更多更豐富的內地交

流體驗，從小學階段開始讓愛國主義教育真正有所成效。

編 者 按

「真正的愛國，一定是從心出發，透過個人認知、歷練和旅程的累積，在參與中

感受到對國家的熱愛與情懷。愛國之情實為我們成長歷程中對國家情感的結晶，而

培育愛國胸懷，遠比教導知識更有用。」這是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校長陳

淑儀教書育人28年來的最深刻體悟。她認為，回歸以來香港一直有序培養青年學

生國民身份認同，然而過程中幾經波折，包括學科課程一度忽略了傳統文化歷史，

又經歷不同的社會事件，幸近年已逐步回復正軌；特別是香港國安法與國安條例實

施，為教育界提供穩固環境，加上更豐富的資源，讓即使是較年幼的小學生亦有很

多機會親身到內地交流學習，透過自身觀察體會，就當代國情發展及歷史傳承上做

到情感的深化，幫助愛國主義教育真正有成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楠

盼赴國慶升旗禮
小五生冀睹國旗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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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剛推出國教科時，社會都
頗有『回響』，但我跟當

時校長都覺得，大家是中國人，應該堅持去
做。」施志勁當年親自撰寫課程，在10月19日
更是打開校門，讓家長、傳媒以及社會人士到來
觀課，「最早期時，我們會更多從中華價值觀的
角度入手，類似生命教育的方法去傳遞國民教
育，當然也有一部分國情知識，包括基本法知識
等，相對講得顯淺些。」

課程趨向多元 增添交流活動
2015年施志勁接任校長，有關教學內容和方
式亦隨時間變化，「以前為免被批評是所謂『洗
腦』，會更傾向教思考方法，評論一些國情、生
活事件，但後來我覺得學校已打好基礎，是時候
更貼近國家發展，增加當代國情元素。」
他舉例，如2015年開始，已向學生介紹包括
行動支付在內的中國「新四大發明」，亦從以往
側重介紹傳統文化，更多加入如「雜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等時事內容。
同時，該校的國民教育亦逐漸走

向體驗形式，「會加入

更多動手做的學習經歷，如參觀博物館，亦
有增加內地交流機會，哪怕是疫情時仍有線
上互動交流，疫後規模更是愈做愈大。」施
志勁憶述，疫情前每逢長假期會安排約30名
學生到內地交流，現時則變成高小三個年級
一起出發，動員半間學校人手帶隊，「當學
生有機會實地考察，對國家的認識會深入很
多，例如有一次行程原定全程坐高鐵，結果
因種種原因只坐了一站，其餘改坐旅遊巴，
從原本3小時變成坐足大半日」，即使這種行
程中的小意外，也能讓學生切實體會到國家
現代化是如何重要。
施志勁認為，培養小學生愛國情懷的關鍵，
第一步在於引起興趣，「例如很多學生緊跟巴
黎奧運內地運動員的表現，帶他們回內地，有
時也比老師們更熟悉。」為此學校會多花心
思，將國情有機融入到校園及學習中，「我們
教國家發展課題時，會提到國家研製的最大盾
構機（隧道鑽掘機），原因在於它塗上了京劇
臉譜，小學生一看到圖片就感興趣」，下一步
就要靠教師詮釋，「更着重教導相關歷程，以
往盾構機只能向德國購入，機器出問題亦只能

求人來修理，從中帶出科技自強的重要性」，
並藉以引導學生思考，作為中國人應當貢獻國
家，助力國家自立自強。
「我覺得這些年的改變，在於持續加入不同

元素，由傳統文化歷史到當代國情，進而培養
學生愛國情懷。愛國並非單單口講，帶學生親
身感受、透過生活事件、與內地生彼此交流，
帶來情感上的改變。」例如在疫情期間，線上
與內地學校一同進行科學探究匯報，「同學若
在過程中學到科學知識當然很好，但更重要是
讓兩地學生交流，就算只是在線上談談天，他
們很快就會熟絡，培養出一家人的感情，更認
同國民身份。」

喜見學生逐漸放膽高唱國歌
即使愛國情懷未必能量化，但他相信近年港生

對國家的印象正持續向好，「最初我們教授國教
科時，升旗禮高年級學生唱國歌，感覺也不是很
放膽。直至加入更多內地交流元素後，同學更願
意唱、放膽唱、覺得自己是一分子而唱，會有情
感在裏面。」

對於即將到來的十一國慶節，鮮魚行學校小五女生梁雅涵希望能
到金紫荊廣場親身參與並見證國慶75周年升旗儀式，「即使經常
在學校參加升旗禮，但因室內禮堂的規模較細；我很想看看國旗在
天空上飄揚的升旗儀式，感受現場氣氛。」
她認為，愛國有很多表達形式，「對青少年來說，努力學習，多

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事，其實都是愛國行為。」所以她課餘亦會充實
自己，例如早前參加香港話劇團的社區導覽，當小導遊向公眾介紹
裕華國貨、天后廟等景點，既為社區服務，也深化自己對本地歷史
和文化的認識。此外，她亦隨學校到中山和東莞考察交流，包括到
鴉片戰爭博物館參觀，認識到林則徐銷煙的歷史。
她說，香港青年一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與國家密不可分，例如經

淘寶購物、假期到內地探親旅遊等，都能加深認識國家發展，而最
近她也有趕上奧運熱，「（奧運跳水冠軍）全紅嬋年紀輕輕就能踏
上奧運頒獎台，真的很厲害，很崇拜她。」眼見國家隊和港隊眾多
運動員獲得獎牌，為國爭光，自己都引以為傲，「我的體育能力一
般，但希望以他們為榜樣，努力提升體能。」

陳淑儀1996年投身教育界，擔任校長亦有
近20年。她直言，這些年間雖然教育界

一直有意識要提升學生國民身份認同，但落
實上卻遇上不少波折，例如千禧年教育改革
提出知識要生活化應用處理的方針，在課程
設計落實上一度使得初中中史不獨立成科，
高中也未有列入文言文範文，實際操作變成
了將每名中國人應當學習、重要的中華傳統
文化思想置於次要位置，令人惋惜。幸而後
來教育局及教育界發現上述問題馬上作調
節，亦讓培養國民及文化身份認同的基礎，
逐步回到正軌。
她表示，近年在經歷數次社會事件後，教

育界乃至整個社會更加清晰認知到，加強年
輕一代對國家的認同感和責任感的重要性，
而香港國安法及國安條例的實施，亦為教育
界提供更穩固的環境以推行愛國主義教育。
她強調，愛國主義教育並不是盲目灌輸，
而是讓學生在認識的過程中，探討國家需要
改善和加強的方面，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
之所急，研國家之所需，成為國家發展所渴
求的棟樑之才。

引導認識國家 由衷為國自豪
除了知識和技能層面，陳淑儀認為，更需
要在情感上讓學生建立起與國家的聯繫感，

由內而外地尊重和認同國家，由衷地為其感
到自豪，「教授國民教育的知識，中小學都
不算難處理。困難之處在於情感上的深化，
需要在課本知識之外，例如民族表現、生活
方式，讓學生了解國家在不同層面上的發
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影響等。這些都能讓小
朋友認識到，國家除了悠久歷史，也經歷了
多樣的發展和進步。」
在此脈絡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亦為香港
教育界提供了難得機遇，陳淑儀表示，疫情
過後，港人北上潮流火熱，而香港與內地，
特別是灣區各城的學校之間，亦有更多機會
實地考察互訪，「學生通過自身的觀察，會
看到國家很多方面的最新發展，甚至遠超香
港，比如他們會為無人駕駛技術感到讚嘆，
這是老師再多的講解都達不到的效果。」
她建議，除了灣區內地城市，香港各界亦

可為學生提供更多資源，讓他們有更多機會
到訪各個與國家歷史文化發展緊密相連的省
市，從中探索中華民族深厚的底蘊。
她以自身成長經歷分享說，作為文科生，

在學期間一直讀到很多文學歷史典故，「但
當我真正到訪北京，站在長城上，呼吸城牆
之巔的空氣，從血脈中湧現出的驕傲感，遠
比文字更為有力！」她認為，那能讓學生從
身心深處感受到中國人的自我認同，以及我
國引以為傲、世代相傳的意志。

國情融入課程
培養愛國情懷

鮮魚行校長施志勁：引導學子探索是推動國教關鍵

油蔴地天主教小
學（海泓道）負責
組織學校出外交流
的老師李嘉毅表
示，校方深知讀萬
卷書亦要行萬里路
的重要性，疫情後
加緊籌劃創科、文
化、藝術等主題交
流，讓學生參觀不
同的國家歷史遺
蹟、重要基建和研究設施，透過感興趣的領域，培養國民身份
認同。
他舉例，在廣州考察團中，學生們參觀了廣州西式建築的歷史
風貌，又在農場實地見識先進的農業科技，以及多元化的農業科
學知識，完全扭轉了農場髒亂落後的錯誤印象，很多同學在事後
撰寫反思時，亦感到十分震撼。除了交流團外，該校還會跟隨特
殊日子籌辦不同活動，讓國民教育融入日常學習，如在9月3日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會播放短片講解歷史，並設有默
哀環節，紀念為國家獻身的英烈；在國家憲法日和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等亦會舉辦工作坊、攤位遊戲和講座等。
該校小六生李溢楊說，自己通過交流團認識到內地智慧城市

的建設，感受到國家科技的強盛。同讀小六的冼鎮寶是學校升
旗隊成員，他表示，加入升旗隊讓自己對國旗、國徽的知識有
了更深入認識，在電視上看到國旗升起，都會感到自豪。
他又希望能參與今年國慶金紫荊廣場的升旗典禮，共同感受
國慶的氛圍。

●左起：李嘉毅、李溢楊、冼鎮寶、陳淑儀。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圖為該校學生參與兩地交流活動。
學校供圖

●圖為該校學生到內地交流時的合照。 學校供圖
●施志勁（左）認為，培養小學生愛國情懷的關鍵，第一步在於引起興趣。右為梁雅涵。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