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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佩玉（右）舉辦「潤心童行 國安
家好×香港遊蹤」活動，帶基層家庭參
觀國家安全展覽廳。 受訪者供圖

20252025年年66月月1111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5年6月11日（星期三）

2025年6月11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甄智曄、簡 旼 ●版面設計：余天麟文 匯 專 題A7

歡迎反饋。港聞部電郵：hknews@wenweipo.com

「校長與教師是
撐起教育天地的大
樹，學生則是枝頭
待熟的果實。」立
法會議員郭玲麗深
信，唯有大樹深植
沃土、枝葉沐光承
露，纍纍果實才能
在歲月滋養中自然
成熟、沉澱甘甜。
為此，她一直持續
走進校園，積極開展面向校長及教師的講座，將國家安全的
種子深植於教育沃土。她認為教師可將所學應用於教學課
堂，將抽象的國家安全概念轉化為學生可感可知的生活經
驗，從小培養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
郭玲麗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自己多年前初辦有
關國安教育的講座時，察覺到有教師眼神中的疏離甚至抵
觸，「若教育者內心抗拒，何談有效教導學生？」因此，她
選擇從教育體系的「大樹主幹」着手，通過系統講座，為校
長、教師梳理總體國家安全觀涉及的20個重點領域，並解析
國家安全與民生的緊密聯繫。
她善用了「長城數學課」等鮮活案例，將宏大概念化為可
觸摸的日常教學實踐，「在講述長城長度時，自然引入其歷
史守護意義，數學課便悄然承載了國土安全教育。」

欣喜教師從疏離到主動探討
隨着社會各界的努力，郭玲麗看到，曾經眼神冰冷的教師開始主動探
討：「大家理解多了，發現那20個重點領域原與民生休戚相關。」校
長們更將所學化為課程領導力，帶動全校教師將國安意識如養分般輸送
至各年級、各學科的枝葉末梢。這棵國安教育之樹，正從被動「硬
推」，轉向主動的「內生成長」。
在為校長和教師舉辦講座的同時，郭玲麗還會帶他們到內地考察，例
如前往廣州花都航空科普基地等，了解國家航空發展、無人駕駛和無人
機的應用。郭玲麗相信，只有教師們真正了解到國家的強大，才能真實
地教導學生。「用心培育一棵棵根深葉茂的國安之樹，當珍惜滴水、敬
畏糧食、關心家園的樸素意識如陽光雨露滋養着幼小生命，一代代青年
終將結出理解、認同並自覺守護國家安全的飽滿果實。」

幼稚園校長：巧妙從孩子熟悉元素切入
小牛頓中英文幼稚園校長陸倩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己
接觸到不少國安法相關資訊，但多以教材、書籍等「硬件」形式呈現。
她更關注的是：如何將這些「硬邦邦」的資料，轉化為幼兒易懂、感興
趣且實用的知識，而講座為她帶來極大的啟發，原來關鍵在於連結孩子
的既有經驗與生活。
她舉例如「資源安全」範疇，可從「水的安全」入手：透過生活例

子，引導孩子體會「沒有水會遇到什麼困難？」讓他們理解水資源的保
障也需要國家層面的保障，從而自然認識資源安全的重要性。這種將抽
象概念生活化地融入國安教育方式。
陸倩茹強調，身為校長，此培訓對其編制課程助益良多。她將把學到
的理念與方法帶回校園，引導各級教師在設計課程時，設身處地從幼兒
視角出發。她續指，國安教育涵蓋多達20個範疇，面對如「極地安
全」等幼兒較少接觸的新知識，重點在於教師的技巧。
「避免直接灌輸冷冰冰的知識，而是巧妙地從孩子熟悉的元素切入，
例如他們喜愛的企鵝、北極熊，進而連結到極地生態、氣候變化等安全
議題，潛移默化地幫助學生拓展視野。」她相信，只要教學方向正確、
方法得當，並善用生活連結與具體形象，就能讓國安教育的種子在幼兒
心中萌芽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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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倩茹（右）與學生迎新春。
受訪者供圖

「街坊品嘗美味的糉子會想到食物安全，欣賞香港的美景會
想到社會安全，並體會到這些安寧和穩定都是得來不易的，要
加以珍惜，這就是我在地區積極推動國安教育的意義。」深水
埗區區議員劉佩玉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對基層市民
而言，國家安全不能只是針對法令條文的宣講，更要化為可感
可觸的生活溫度。因此，她在地區舉辦「潤心童行 國安家
好×香港遊蹤」，帶領30多個深水埗基層劏房家庭乘坐觀光
旅遊巴士，穿梭香港島至九龍區的文旅景點地標，途經維
港、星光大道、信號山等，還參觀了國家安全展覽廳，期望
讓他們親身感受到社區和家庭的好，必須建基於國家整體安
全之上。

日常活動着墨 生活中感受國安
香港國安法實施5周年，劉佩玉表示，5年深耕帶來顯著轉

變。隨着法例完善、政府與社區的全方位宣導，一幕幕國際上戰
火與動盪的新聞畫面，成為最震撼的對比教材。當市民親眼見證
世界其他地方因為安全缺失而導致民生凋敝，再反觀自身在穩定
環境中安居樂業，對國家安全的認同感與守護意識便油然而生，
使維護國安逐漸成為植根社區的共識。
在組織遊覽香港活動的同時，劉佩玉還在節慶活動中融入國
安知識，亦會舉辦線上問答比賽，讓街坊在親歷香港繁榮安定
之際，悄然體悟到腳下土地的祥和、眼前景致的無憂，其根源
在於香港國安法如無形之盾，默默守護着家園的日常安寧。她

期望日後可與更多學校和青年團體合作，向青年加強國安教育
宣傳，提升其國民身份認同。

親子遊體會「幸福的前提」
敞篷巴士緩緩駛過維港沿岸，一名就讀三年級的小孩子好奇

地張望着熟悉的城市風景。這趟「潤心童行 國安家好×香港遊
蹤」不只讓一家人共度假日，更悄然在孩子心中埋下一顆種子：
「幸福」是建立在國家安全之上的。家住劏房的市民梁女士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兒子在參加活動後再在電視新聞中看到
戰火時，會感嘆：「我們有屋住、有飯食，好幸福。」
對梁女士而言，如何向年幼的孩子傳遞國安教育知識是一道

難題。「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她坦言，國家安全內涵深
廣，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網絡等多重層面，作為家長自己
未必具備系統知識，深怕解說不清反令孩子困惑，甚至產生誤
解。「我不想他對國家安全的理解有誤區，很怕自己說錯。」
因此，由劉佩玉舉辦的「國安家好親子遊」，就顯出其獨特

價值。活動透過專業人員生動講解，將「國家安全」拆解成孩
子能理解的語言，這種身臨其境的學習，在喜悅中體會國家安
全的重要，遠勝於生硬灌輸。
梁女士坦言，孩子未必能立即掌握所有定義，但安全才可換來幸

福生活的直觀感受，已悄然烙印心中。「每一次活動，就會多一點
印象，相信會令兒子更珍惜得來不易的安穩，培養好國安意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勵志教育青年基金創
辦人兼主席李子楓的師弟因參與反中亂港行動
而入獄。師弟所犯下的錯誤，令李子楓深刻體
會到香港國安教育的缺失，遂毅然轉型，將教
育重心轉向國家安全教育，決心以「民間話
語」為不同群體築起國安防線。多年來，他精
準施教，覆蓋多元群體，從特殊學校到群育學
校，從學生、家長到老師，從社服機構到文化
機構。近兩年來，他舉辦了逾 200場國安講
座，觸及超過20,000人。
李子楓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述，香港

國安法制定實施的初期，國安教育被誤以為是
所謂「政治洗腦」。為此，他堅持以香港案例
連結全球議題，用生動案例和獨特民間敘事讓
受教育群體直觀感受「國家安全非必然」。
他強調，國安教育如同防護網，尤其為易被

煽動的特殊學生釐清行為邊界。5年以來，自
己感受到民眾認知的逐步轉變：從初期質疑，
到如今主動反饋「內容完全改變價值觀」，更
影響身邊朋友。「變的是民心所向，不變的是
育人初心。」

教師：國安教育對特殊學生同樣重要
兩位曾接受李子楓國安教育培訓的特殊學校
教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國家安全教
育對特殊學生同樣重要，因為在「同一課程架
構」原則下，特殊學生應與普通學生享有同等
學習機會，而特殊學校的國安教育需運用多元
的主題、教學方式及教材，以契合學生需求，
幫助他們理解相關知識。
「李子楓的講座生動易懂，貼合學生實際。

講座前他多次與我們溝通，深入了解學生學習
特點，據此量身定製內容。」受訪教師介紹，
講座還融入短片吸引學生注意、提升興趣，並

配合相關工作紙鞏固知識。
他們分享道，在講座當日，學生十分專注，

尤其對短片內容感興趣。在互動環節上，學生
們能主動回應並樂在其中，這對特殊學生實屬
難得。他們表示，學生透過講座及互動，從貼
近生活的糧食議題中感知了糧食安全與國家安
全的概念。
兩位老師強調，國家安全教育有助培養學生國
家認同感、提升公民意識與責任感，樹立正確價
值觀，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及社會和諧穩定。
「特殊學生更需了解社會法律與規範，這有助於
他們未來在社會中維護權益和保障自身安全。」
中國文化研究院總編輯陳愛娟表示，曾兩次
邀請李子楓為同事開展國安講座。她形容，李
子楓用特別的個人經歷，從特別的角度令她和
同事開闊了眼界，明白國家安全所為何事。
「我們一直在尋覓如何把國安概念說好、說清
楚、說得有效的方法，李先生的講座內容無疑
給了我們更多值得嘗試的角度，融合到中小學
的教材設計中。」
「本院作為一個編制教材的機構，十分重視

團隊必須正確認識國家安全的理念。」陳愛娟
說：「作為教育界的支援，掌握國安知識十分
重要，因為我們的教材會影響教師，更重要的
是會影響下一代。」●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恬恬

港青走入社區 兩年辦逾200講座
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副主席黃江天，
自2005年起就為新入職公務員、紀律部隊、教育
局、法律從業者等提供專項培訓，從最初的基本法
到後來的香港國安法等。黃江天拒絕照本宣科，不
只是講條文，而是講條文背後的故事，以講世情國
情港情來引發共鳴。他將香港置於中國近代史的大
背景下講解，課件中使用上千張圖片與視頻，如在
講解「總體國家安全觀」中的「文化安全」時，他
會引入日佔時期的香港被強迫使用日文的歷史，以
此警示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量身定製內容 以史為鑒教授
針對不同受眾，黃江天會量身定製內容。對海
關學員，他會講述近代中國海關權如何被西方列
強把持；對警察，會比較香港與內地警務管理差
異；對律師群體，他從法律條文和案例切入，揭
示背後歷史。例如他講述越南共產黨創始人胡志
明曾被囚於香港「大館」（舊中區警署）的案
例，藉此說明香港在國際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以
及為何基本法規定香港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
行為無管轄權。
黃江天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投身國安

教育的初心源於回歸前後的香港社會，尤其是年輕
一代對國家民族歷史情懷的普遍缺失。他希望以自
身所長「打動人心」，讓學員理解中華民族走到今
日之不易，明白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與責任。回顧過
去這麼多年的經歷，尤其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五周年
以來，黃江天說，感受到的變化是社會的愈發穩
定、社會整體對國安教育重視程度的提升，不變
的，則是港人對國家的那份樸素情懷。

青年律師：助掌握最新立法判例
香港律師會會員、青年律師李啟枝曾聽過黃江
天的講座，從協會的課程到香港法律周的講座，

他都受益頗多，對國家安全及相關法律都有了更
深的認識。李啟枝坦言，雙重身份令他深刻認識
國安教育的必要性：「作為香港青年，學習國安
知識、自覺維護國家安全是年輕一代的責任；作
為律師，掌握相關法律規則能提升專業能力，更
有效保障客戶權益。」
專注於商業訴訟領域的李啟枝，客戶多涉及內地

業務。他表示，國安法及配套法規，與商業交易、
合同履行與跨境投資其實息息相關：「國安教育能
幫助律師及時掌握最新立法與判例，有助於我們指
導企業客戶合規經營。尤其在跨境交易、涉國家安
全因素的資產處置等領域，具備國安知識的律師可
提供關鍵的風險評估與法律策略支援。」
他進一步提到，國安意識在一定層面來說也對

跨境法律協作具有實質價值，對國安法律框架有
一定程度的理解，可提升跨境律師處理兩地法律
銜接的效率，在多法域爭議解決中最大化保障客
戶權益。
「對香港青年律師而言，國安法是基本法內的
一個重要部分，因此國安教育是履行律師專業責
任的其中一門必修課，」李啟枝說，「這門必修
課教會我們，國家安全意識既是跨境執業的通行
證，更是識別合規紅線、開拓新業務的專業支
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恬恬

法學博士：融入歷史關切 條文故事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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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楓為文化及出版機構開展國安講座。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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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五周年 前 奏

香港國安法實施五周年以來，市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愈

來愈全面、深刻。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要進一步加強對市民的國安宣傳教育，

希望市民對維護國安有認同感、有自發性，「令維護國家

安全變成文化。」在這方面，通過多元化形式、面向社會

不同群體的國安教育十分關鍵。香港文匯報訪問了開展國

安教育活動的立法會議員、區議員以及專業人士等，邀請

他們分享自己推廣國安教育的經驗與心得，而參與過有關

國安教育活動的各界市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透過有針對性的國安教育學習，令他們更加認識到國家

安全的重要性，亦體會到如今安定幸福的生活來之不

易，更應好好珍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