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郭先生：
曾經有朋友送我簡體字版本《論教育》。得知習近平主席《論教
育》、《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及《近鏡頭：溫暖的瞬間》
繁體版近日出版發行，我特意來書展購買，想帶回家好好收
藏。其中《論教育》收錄了習近平主席圍繞教育發表的一
系列重要論述，我相信會對香港的高質量教育有深刻的
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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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特意購買 學做愛國愛港好青年

內地旅客黃小姐：
多看這些書籍能夠深刻領會
習近平主席的人民情懷，
《論教育》、《習近平文化
思想學習綱要》及《近鏡
頭：溫暖的瞬間》這三部圖
書繁體版的出版發行，對於
巿民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義。

中五學生陳同學：
身為一名中學生，我在學校學習到
國家安全教育的課程，深知國家安
全的重要性。老師亦鼓勵同學多閱
讀相關的課外書籍，因此我趁書展
與朋友來攤位尋找習近平主席的繁
體字版新書，其中在《論教育》
中，我可以多多學習，並領悟如何
做一名愛國愛港的好青年。

●陳同學
香港文匯報

記者涂穴 攝

厚植港生愛國情懷 促進教育健康發展
習主席《論教育》繁體版在港發布 港專家分享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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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育》多個選篇都談到世界一流
大學建設，對當前香港發展國際專上教
育樞紐的目標有重要啟示。李東輝表
示，書中強調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必須堅

持中國特色，香港各所大學在「一國兩制」
下擁有獨特的國際
化優勢，可通過落
實《論教育》
提出的辦學
正確政治方
向、建設高
素質教師隊
伍、形成高
水準人才培養

體系三項基礎性工

作，發展具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培育高水平社
會接班人。
李東輝以嶺大為例，指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為堅
持中國特色教育發展觀提供了資源，大學堅持深化
「博雅、科研、服務社會」的正確辦學方向，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2025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
中，嶺大在「優質教育」分項獲評全球第一，正是
教育與服務社會結合的體現。同時，嶺大在傳承中
國傳統教育中品德培養的基礎上，強調慎思明辨思
維及跨學科能力，以打造東西文化結合的博雅教
育，以形成高水平人才培養體系。
李東輝認為，特區政府正打造「留學香港」品

牌，希望成為全球優質教育聚合與輻射地，可為
國家教育多樣化發展，培育兼具家國情懷與全球
視野的青年力量提供參考。

港校需落實正確辦學方向
發展具中國特色一流大學

《論教育》中的〈努力成為堪當強國建設、民族復
興大任的棟樑之材〉，節錄了習近平主席2013年12月
至2024年 5月文稿中相關內容，指出青年一代有理
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有源源不斷的強大力量。同人民一
道拚搏，同祖國一道前進，服務人民，奉獻祖國，是
當代中國青年的正確方向。那對香港教育人才培養的
目標，帶來重要指引作用。

港青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香港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香港青年是中國青年
的組成部分，是「一國兩制」實踐繼承者、接班人，
習近平主席多次表達對香港青年關愛，在實現民族復
興新征程上，香港青年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掌
握當代先進科學技術，拓寬視野，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將個人理想和價值的實現，與香港發展和國家發
展結合，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作出貢獻。
他強調，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香港教育界
要不斷深化愛國主義教育，增強青年的國家觀念和認

同感，並充分結合內地教育資源的特點，持續推進
「姊妹學校」交流，高中公民科內地考察，以及擴大
高等院校間交流合作，特區政府亦應當為有志到內地
創業和發展的青年，創造更好條件。

引導學生理解港與國家緊密聯繫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坦言，過去香

港學生普遍被認為對國家歷史、文化，以至創科發展
認知不深，但近年教育局推出多項交流活動，引導學
生理解香港與國家緊密聯繫，確立愛國愛港的價值
觀，並透過歷史、文化課程及討論，讓學生明白香港
的繁榮穩定離不開國家的支持。
他認為，要引領港生理解「同人民一道拚搏，同祖
國一道前進」的時代要求，可由介紹國家科技入手，
例如由教育界與創科界攜手合作，廣泛科普航天教
育，於太空館闢出長期展區，介紹中國載人航天工
程，展示國家航天事業的輝煌歷程，吸引港青追尋航
天夢，為奉獻祖國追尋夢想而努力。
香港教聯會黃楚標中學校長許振隆表示，香港青年

應深刻理解「同人民一道拚搏，同祖國一道前進」的
時代要求，堅持愛國愛港的情懷，並積極投身社會建
設與創新創業，增強文化自信，傳承中華優秀傳統，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樹立「服務人民、奉獻祖國」的
理想。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實踐型學習項目）李東輝認

為，對香港教育系統而言，為構建「有理想、敢擔
當、能吃苦、肯奮鬥」的青年培育，應引導他們將個
人理想融入國家發展、參與國家建設，需從認知塑
造、實踐錘煉、精神培育三方面構建體系，讓青年在
扎根社會、服務民生中明確價值定位，在呼應國家需
求中實現成長。為此，應深化家國情懷教育，讓學生
從歷史、文化與現實中理解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

在《論教育》收錄的〈堅持不懈推進教育信息化，
促進教育變革創新〉一文，習近平主席指出，要堅持
不懈推進教育信息化，努力以信息化為手段擴大優質
教育資源覆蓋面，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
合，促進教育變革創新，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優勢，加
快發展伴隨每個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個人的教
育、適合每個人的教育、更加開放靈活的教育。有香
港教育界人士對此深受啟發，並踴躍提出建議，例如
希望可推動香港與內地數字教育資源共享，又分享了
自身學校在信息化教育的實踐經驗，以互相借鑑。
黃錦輝認為，教育局應檢討現行教育體系中的創科
內容，特別是AI學習與應用，以建立具前瞻性和整合
性的創科教育框架。他建議課程設計應突破學科界
限，促進不同知識領域交叉融合，培養學生的創新思
維和科學素養。

推動兩地數字教育資源共享
黃錦良指出，香港已設立數字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

員會，制定發展策略藍圖，大力推動數字教育；不少
學校將AI融入教學，並取得豐碩成果。他建議應加強
兩地數字教育合作，一方面可定期舉辦內地教育交流
團，提升教師的數字素養，同時推動兩地數字教育資
源共享，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促進教育公平與
創新。
許振隆分享了其學校在信息化教育上的探索經驗，

如引入人工智能技術實現「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
針對不同學生提供個性化學習方案。他特別提到，學
校利用AI平台幫助學習水平較弱的學生追上進度，促
進教育公平，而且學校很重視教師培訓，也會運用數
據分析評估學生表現，以及時調整教學策略。
李東輝介紹了嶺大在教育信息化的實踐，通過引入

ChatGPT等AI技術，實現「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
數字化學習模式，又建設高效能運算數據中心，支援
科創研究，並舉辦專業培訓推動AI技術在教學與研究
中的應用。她指嶺大注重平衡技術賦能與人文素養培
育，確保學生在技術浪潮中可全面發展。

課程宜突破學科界限 培養港生創新思維

加強專業素養師德建設 弘揚教育家精神

提升學生全球視野 堅定文化自信

●習近平主席《論教育》繁體版近日在香港書展發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論教育》的〈教育合作是增進人民了解和友誼
的重要渠道〉指出，教育是國家發展進步的重要推
動力，也是促進各國人民交流合作的重要紐帶。當
今時代，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
起，各國青年應該通過教育樹立世界眼光、增強合
作意識，共同開創人類社會美好未來。
黃錦良表示，國家支持香港深化對外交流，支

持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積極參
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打造國際專上教育
樞紐，都對香港對外教育合作起到積極促進作
用。特區政府透過支持師生出外遊學或培訓，有

助提升學生全球視野，了解國內外最新發展變
化，並可與學校深化國民教育中華文化傳承相輔
相成，增強辨別是非能力，堅定文化自信。

藉教育合作增進人民了解
許振隆表示，藉教育合作增進人民了解和友
誼，體現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智慧。他舉例，
該校本年度透過到日本、英國的文化交流活動，
讓學生在了解世界的同時，同時加深對中華文化
的認同感，前者到世博考察全球AI發展，令人
感嘆於中國對科技事業的前瞻性；後者則與當地
學生交流中西文化與語言之美，其間同學們亦將
得獎的熊貓畫帶到當地，把中國文化傳揚開去。
李東輝表示，本港大學的國際化發展，呼應了

以教育合作增進人民了解的方向，例如嶺大現時
與全球近280所高校合作，讓本科生參與海外交
換，並通過小班教學融入全球視角，今年亦透過
與牛津大學合辦研究生夏季交流課程，拓展學生
國際視野及加強全球研究參與。她認為，依託
「一國兩制」優勢，包括嶺大在內的香港院校可
對接大灣區需求，吸引更多「一帶一路」學生交
流，在環球課程中聯合探討全球性議題，助力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學子成為家國傳承者與全
球問題解決者。

在《論教育》的〈大力弘揚教育家精神，為黨育人
為國育才〉篇章中，習近平主席指出，教師是立教之
本、興教之源，承擔着讓每個孩子健康成長、辦好人
民滿意教育的重任。有高質量的教師，才會有高質量
的教育。長期以來，教師群體中湧現出一批教育家和
優秀教師，他們具有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理想信
念，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的道德情操，啟智潤心、因
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學篤行、求是創新的躬耕態
度，樂教愛生、甘於奉獻的仁愛之心，胸懷天下、以
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展現了中國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倡善用AI教學助理 讓教師更專注課堂
黃錦輝指出，有關教育家精神的論述，對香港教育
有重要啟示。他認為，香港教師熱心投身教育，但面
對的工作壓力不容忽視，故建議推動小班教學，同時
善用人工智能技術，如AI教學助理，讓教師騰出更多
空間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專注課堂教學，又或作個別
輔導，而加快校內電子行政平台整合，簡化流程、減
少重複性工作，也可以提升教育效能，他相信若措施
有效落實，教師將能回歸教育本質，實踐《論教育》
中強調的育人理念。

黃錦良表示，習近平主席對教育本質提出明確指
導，其中對教師提出「樂教愛生、甘於奉獻的仁愛之
心」是高標準、嚴要求，而香港教育界應加強教師專
業素養及師德建設，並通過教育局制定的《教師專業
操守指引》，引導教師自覺遵守行為規範。他支
持教育局和學校透過每年模範教師的評選活
動，表彰教師楷模精神，進一步弘揚教育家
精神。
許振隆關注到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內涵，

認為教師應有「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以
及仁愛精神。他特別引用東漢許慎在《說
文解字》對「仁」的解
釋，表達教師
應以愛與關懷
促 進 學 生 成
長。此外，教
師需不斷提升
專業素養，緊
跟教育改革步伐，以
「求實創新」的態度培
養學生。

港需深化愛國愛港教育
啟發青年參與國家建設

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習近平主席《論

教育》繁體版近日在香港書展發布，並在港澳各大書店全面上架並重點推售，這部專題文集收入

習近平關於教育的重要文稿47篇，科學回答了「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根

本問題，對香港教育有重要指導意義。香港文匯報昨日訪問了多名本港教育領域

代表，結合實際狀況，分享對著作中多個主要論述的學習與理解，以及如何

在香港落實的啟示，助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堅持正確方向，促進教育健

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盈盈、高鈺

●教育界人士認為，香港要不斷深化愛國主義教育。
圖為高中公民科學生到內地考察，參觀愛飛客航空科
普基地飛機生產製造廠房。 資料圖片

●香港院校可對接大灣區需求，吸引更多「一
帶一路」學生交流。圖為土耳其學生來港升
學，與同學一起做實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