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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委員  ：  何俊仁議員  
王國興議員 , MH 
譚偉豪議員 , JP 

 
 
出席公職人員  ：  教育局副局長  

陳維安先生 , JP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課程發展 ) 
張國華博士  
 
課程發展議會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  
李焯芬教授  
 
課程發展議會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委員  
梁偉傑先生  
 
課程發展議會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委員  
譚秉源先生  
 
課程發展議會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委員  
尹淑芳小姐  
 
 

應邀出席者  ：  第一節  
 

香港人權監察  
 
總幹事  
羅沃啟先生  
 
香港基督徒學會  
 
事工幹事 (社關 ) 
沈偉男先生  
 
莊耀洸先生  
 
覃天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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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  ⎯⎯ 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  
 
召集人  
黃之鋒先生  
 
神州青年服務社  
 
社長  
林偉棠先生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主席  
梁兆棠先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副主席  
胡少偉先生  
 
戴希立先生  
 
香港青年學生聯合會  
 
主席  
李卓賢先生  
 
教育評議會  
 
副主席  
何漢權先生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主席  
許承恩先生  
 
余惠冰博士  
 
戚本盛先生  
 
黃世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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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理事  
方景樂先生  
 
香港巿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常務委員  
葉楚茵小姐  
 
公民黨  
 
黨員  
林湘雲先生  
 
青年公民  
 
成員  
錢偉健先生  
 
補助學校議會  
 
校長  
陳岡博士  
 
社會民主連線  
 
新界東支部行政委員及評議員  
李豐年先生  
 
下一代明辨是非關注組  
 
劉麒潤先生  
 
香港教師會  
 
副會長  
高家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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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區家寶女士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  
 
江紅女女士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  
 
社區組織幹事  
林敏華小姐  
 
何民傑先生  
西貢區議會議員  
 
Roundtable通識教育交流協會  
 
國民教育項目負責人  
曾家洛先生  
 
香港家長協進會有限公司  
 
主席  
黎曾慶先生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  
 
主席  
張民炳先生  
 
香港教育關注動力  
 
副總幹事  
潘錦僑先生  
 
香港家長聯會  
 
外務副會長  
梁樂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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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會長  
李偲嫣女士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主席  
林建華博士  
 
禍國殃民教育關注組  
 
成員  
張智峯先生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總監  
黃志明先生  
 
高慕蓮博士  
 
鄧飛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外務副會長  
黎銘澤先生  
 
黃凱婷小姐  
 
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  
 
會長  
廖思銘先生  
 
鄭司律先生  
 
嶺南大學學生會  
 
執行編輯  
梁仕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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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6 
余蕙文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2)6 

余綺華女士  
   

議會秘書 (2)6 
丁慧娟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6(署任 ) 
楊潔儀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諮詢 

[ 立 法 會 CB(2)1748/10-11(01) 至 (02) 及

CB(2)2172/10-11(01)至 (02)號文件 ] 
 
1  委員察悉立法會秘書處擬備題為 "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 "的背景資料簡介。  
 
2.  主席表示，鑒於出席會議的團體代表／個

別人士眾多，會議將分兩節進行。  
 
第一節  
 
團體代表／個別人士口頭陳述意見  
 
香港人權監察  
[立法會CB(2)2564/10-11(01)號文件 ] 
 
3.  羅沃啟先生陳述香港人權監察的意見，詳

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香港基督徒學會  
 
4.  沈偉男先生表示，學會關注建議的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課程會否全面而客觀地反映國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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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人權和民主等普世價值。他察悉，政府當局將

開發《基本法》試題庫，故憂慮日後亦會設立德育

及國民教育試題庫，考核學生該科的知識。他質疑

是否有需要推出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因為現

行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一直運作良好。學會

認為政府當局應撤回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建議。  
 
莊耀洸先生  
[立法會CB(2)2240/10-11(01)號文件 ] 
 
5.  莊耀洸先生陳述他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

見書內。  
 
覃天柱先生  
[立法會CB(2)2184/10-11(01)號文件 ] 
 
6.  覃天柱先生陳述他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

見書內。  
 
學民思潮  ⎯⎯ 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  
[立法會CB(2)2564/10-11(02)號文件 ]  
 
7.  黃之鋒先生陳述學民思潮  ⎯⎯  反對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聯盟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神州青年服務社  
[立法會CB(2)2564/10-11(03)號文件 ]  
 
8.  林偉棠先生陳述神州青年服務社的意見，
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立法會CB(2)2564/10-11(04)號文件 ]  
 
9.  梁兆棠先生陳述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的意
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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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立法會CB(2)2240/10-11(02)號文件 ]  
 
10.  胡少偉先生陳述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意
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戴希立先生  
[立法會CB(2)2184/10-11(02)號文件 ]  
 
11.  戴希立先生陳述他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
見書內。  
 
香港青年學生聯合會  
 
12.  李卓賢先生認為，建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課程並不全面，而且過分側重國家範疇。他強
調，完備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不應避開具爭議
性的課題，例如內地的 "豆腐渣 "工程、六四事件及
人權。他認為建議的課程不能達到培育學生的品德
及國民素質和建立國民身份的目標。  
 
教育評議會  
[立法會CB(2)2184/10-11(03)號文件 ]  
 
13.  何漢權先生陳述教育評議會的意見，詳情

載於其意見書內。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立法會CB(2)2359/10-11(01)號文件 ]  
 
14.  許承恩先生陳述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的

意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余惠冰博士  
[立法會CB(2)2206/10-11(01)號文件 ]  
 
15.  余惠冰博士陳述她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

見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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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盛先生  
[立法會CB(2)2184/10-11(04)號文件 ]  
 
16.  戚本盛先生陳述他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

見書內。  
 
黃世澤先生  
 
17.  黃世澤先生表示，許多少數族裔學生都沒

有中國國籍，並質疑德育及國民教育如何能培育這

些學生的國民身份和愛國情懷。他認為，德育及國

民教育是中國共產黨 (下稱 "共產黨 ")欺騙香港人的

工具，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是香港政府差劣管治導

致的結果。他對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有極大保留。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立法會CB(2)2359/10-11(02)號文件 ]  
 
18.  方景樂先生陳述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

意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香港巿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立法會CB(2)2184/10-11(05)號文件 ]  
 
19.  葉楚茵小姐陳述香港巿民支援愛國民主運

動聯合會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公民黨  
[立法會CB(2)2240/10-11(03)號文件 ] 
 
20.  林湘雲先生陳述公民黨的意見，詳情載於

其意見書內。  
 
青年公民  
[立法會CB(2)2240/10-11(04)號文件 ]  
 
21.  錢偉健先生陳述青年公民的意見，詳情載

於其意見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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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議會  
[立法會CB(2)2206/10-11(02)號文件 ]  
 
22.  陳岡博士陳述補助學校議會的意見，詳情

載於其意見書內。  
 
社會民主連線  
 
23.  李豐年先生表示，學生在接受教導之後，

會對他們的國家有更多認識。然而，愛國情懷並不

是教導得來的。對國家的愛可透過許多方式表達，

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諮詢稿 )》(下稱 "課
程指引 ")所闡述的愛國情懷過於狹獈。他認為香港

人不需要國民教育。  
 
下一代明辨是非關注組  
 
24.  劉麒潤先生強烈反對推行德育及國民教

育。他表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內容與通識教育

科、中國歷史科及世界歷史科重疊，推行該科目是

浪費資源和學生的時間。他認為推行德育及國民教

育的目的是對學生洗腦，違背教育的原則。他並關

注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會令教師的工作量百上加

斤，對學校的資源分配構成負面影響。  
 
香港教師會  
[立法會CB(2)2206/10-11(03)號文件 ]  
 
25.  高家裕先生陳述香港教師會的意見，詳情

載於其意見書內。  
 
政府當局的回應  
 
26.  教育局副局長感謝各團體代表／個別人士

就建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提出意見。他表

示，與發展其他課程的做法一樣，教育局邀請課程

發展議會成立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 (下稱 "專
責委員會 ")，就發展小一至中六的國民教育科課程

制訂建議。當局由 2011年 5月開始徵詢各界對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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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建議的意見，為期 4個月，至 2011年 8月結

束。  
 
(此時黃毓民議員打斷教育局副局長的發言。為維持
會議的秩序，主席在下午 5時52分暫停會議。 ) 
 
(會議於下午 5時53分恢復。 ) 
 
27.  部分團體代表／個別人士關注把現有的德

育及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合併成為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教育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課程旨在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以及藉有系統

的學習協助他們確立個人於家庭、社會、國家及世

界範疇的身份認同。對於部分團體代表認為學校應

可靈活採用不同的模式教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教

育局副局長表示，課程指引建議學校可按其 "校本 "
及 "生本 "的需要規劃推行模式，例如以獨立課時推

行，或以獨立課時，輔以班主任課、宗教教育或成

長課推行。  
 
討論  
 
28.  何秀蘭議員認為，只分配 3分鐘給每位委員

提問和政府當局作出回應並不足夠。她建議提供更

多時間讓委員、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交換意見。黃

毓民議員、李卓人議員及梁耀忠議員亦持類似的意

見。主席表示，由於時間所限，每位委員的發言時

限定為 3分鐘。儘管如此，她會盡量給予政府當局

足夠的時間回應委員的提問。  
 
29.  黃毓民議員表示，負責推行德育及國民教

育的政府官員對中國歷史和文化認識不足。他批評

建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缺乏內涵，並無觸及

具爭議性的課題。他促請政府當局撤回課程指引。  
 
30.  張文光議員表示，正如部分團體代表指

出，有關的政府官員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定位發出

混亂的信息。他要求當局澄清，德育及國民教育的

定位將會是獨立的必修科目，還是有指定課時的課

程。若情況為後者，則德育及國民教育可否納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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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公民教育課程。他認為，在 5月至 8月期間就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進行諮詢並不理想，因為 5月及 6月
是學校最忙碌的月份，7月及8月又會放暑假。他關

注學校未有充足的時間就課程指引提出意見。他進

一步詢問，如公眾強烈反對，政府當局會否撤回以

獨立科目形式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建議，或對該

等建議作出大幅修改。  
 
31.  教育局副局長答稱，建議的德育及國民教

育以現有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的架構為基礎。他重

申，鑒於學界表達的關注，課程指引建議學校應有

較大的靈活度，按其 "校本 "及 "生本 "的需要決定推

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模式。推行模式包括以獨立課

時推行及以獨立課時，輔以班主任課、宗教教育或

成長課推行。學校亦可利用不同的學習活動和專題

研習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他補充，政府當局目前

正就專責委員會的建議諮詢公眾，因此在現階段表

示會否對該等建議作出大幅修改實是言之過早。政

府當局察悉，社會上對推行的模式及時間表意見不

一，故此會努力收窄這些分歧。  
 
32.  陳淑莊議員提到補助學校議會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2206/10-11(02)號文件 ]。她要求政府

當局澄清會否透過獨立科目來推行德育及國民教

育。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課程發展 )回應時表

示，很多學校已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元素納入

現有的課程。建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旨在制

訂有系統的架構，以供學校檢討及加強與德育及國

民教育有關的現有課程。課程指引說明可採用不同

的模式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部分學校或會認為適

宜透過獨立科目來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另一些則

可能傾向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與其他科目 (例
如中國歷史和德育 )結合，又或擴大班主任課的範圍

至涵蓋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元素。 

 
33.  陳淑莊議員詢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

會否與現有的公民教育科合併。教育局副局長回應

時重申，建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是建基於並

旨在加強現有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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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議員認為建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會

扭曲而非加強德育及公民教育的現有架構。  
 
34.  何秀蘭議員表示，國民教育應像公民教育

般，涵蓋國家不同範疇的知識，包括歷史、地理及

經濟發展，以期鼓勵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她憂慮國

民教育會與公民教育不同，前者意圖教導學生不問

情由地附和政府。她請余惠冰博士和戚本盛先生澄

清，假若教師教導學生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行

為，即使對人民造成傷害也要接受，是否違反了專

業守則。  
 
35.  戚本盛先生答稱，任何教師都不應向學生

灌輸政治思想。余惠冰博士表示，根據《香港教育

專業守則》第 2.2(14)段，專業教育工作者應鼓勵學

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傳播偏頗的資訊會阻

礙學生瞭解他們的國家。教師應盡力以全面的方法

教導學生。余博士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根

據甚麼學術或理論基礎設計建議的國家範疇課程。  
 
36.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課程發展 )答稱，德

育及國民教育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讓學生學習

更多有關內地的發展，包括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

難。他澄清，政府當局未有阻止教師教導任何題

目。相反地，政府當局鼓勵教師與學生全方位討論

內地過去面對的挑戰。  
 
37.  香港教師會高家裕先生不同意國民教育旨

在教導學生不問情由地附和政府。他表示，國民教

育是要教導學生認識他們的國家，包括文化、歷史

及地理，而不是不問情由地服從統治當局。他認

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應加強內地的文化、歷

史及地理方面的內容，以提高年青一代對於國民身

份的認同。  
 
38.  教育評議會何漢權先生表示，國民教育應

以人為本，教導學生認識更多有關他們國家的歷史

和文化。國民教育在培養學生對於國民身份的認同

之餘，亦應一併教導他們國家、政府及執政黨的概

念之間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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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莊耀洸先生表示，根據政府當局的建議，

學生須評估他們的同學在學習活動中的表現。他關

注這類評估或會導致學生之間互不信任。李卓人議

員認同莊先生的關注，並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

同儕評估的目的和準則。  
 
40.  黃世澤先生表示，國民教育對年青一代影

響甚深，並批評政府當局就此事進行假諮詢。他進

一步表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居民擁有不同國

籍，政府當局不應強迫市民認同其中國公民身份。  
 
41.  下一代明辨是非關注組劉麒潤先生要求當

局澄清，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將以中國 1949年之

前或 1949年之後的歷史為基礎。他指出，由於政府

當局低估了新高中課程所需的學習與授課時數，許

多學校均須安排補課。政府當局應集中推行高中及

高等教育新學制，不應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42.  香港青年學生聯合會李卓賢先生表示，現

有的通識教育、中國歷史及公民教育科已涵蓋建議

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他質疑是否有需要設立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學民思潮  ⎯⎯  反對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聯盟黃之鋒先生亦提出相若的意見。  
 
43.  葉劉淑儀議員贊同部分團體代表的意見，

即國民教育應以中國的歷史及文化知識為基礎。她

對於中國歷史不再是高中必修科目感到失望，並批

評本地教育制度改革大大減少了學生學習中國語

文科範文的機會，以及只向學生提供淺易的中國歷

史及文化知識。她亦認為，誠實、負責、守時及尊

重他人意見等道德價值應在每一科目下教授。她指

出，美國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納入公民教育。鑒於現

有的公民教育課程已涵蓋德育及國民教育，她質疑

是否需要開設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44.  石禮謙議員懷疑單靠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能

否培育學生的愛國情懷。他認為愛國應由心而發，

這種感情是透過認識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慢慢培養

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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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育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認同中國歷

史十分重要。事實上，中學須在初中班級分配若干

課時教授中國歷史。部分學校把中國歷史和西洋歷

史合併為一個科目。另一些則把中國歷史的學習元

素納入綜合人文科。政府當局認為學校採取這些模

式是合理的做法。他澄清，中國歷史從來不是高中

必修科目。政府當局在設計新高中課程時曾探討不

同方案，並認為不適宜在現階段對現有的必修科目

架構作出任何更改。雖然西洋歷史並非必修科目，

但越來越多中學為高年級學生開辦西洋歷史為選

修科。  
 
46.  關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的評估，教育局副局

長表示，課程指引載明，專責委員會建議無須要求

學生參加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任何公開考試，或評

定他們在該科目的成績等級。政府當局察悉，部分

家長關注由同學和家長評估學生的表現是否公平

及有效。政府當局會考慮這項關注，並研究訂定更

具體的評估指引，以期設立一個多元化的評估制

度，從多角度就學生的學習提供回饋。  
 
47.  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教授表示，專責委

員會委員包括中小學校長、公民教育科教師、通識

教育科教師及學者。在草擬課程指引的過程中，專

責委員會曾徵詢教育界及焦點小組的意見。焦點小

組由家長、教師及教育界的代表組成。當局至今合

共舉行了 8場諮詢講座，約有 1 600名教育界人士參

加。除了從諮詢講座蒐集得來的意見外，專責委員

會亦接獲書面意見。專責委員會正細閱所收到的意

見，並會微調各項建議，供政府當局考慮。  
 
48.  主席感謝各團體代表／個別人士提出意

見，並宣布第一節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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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團體代表／個別人士口頭陳述意見  
 
區家寶女士  
[立法會CB(2)2359/10-11(03)號文件 ]  
 
49.  區家寶女士陳述她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

見書內。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  
 
50.  江紅女女士表示，新高中課程下的通識教

育科已對教師構成巨大壓力。她憂慮推行德育及國

民教育會進一步加重教師的工作量。她指出，德育

及國民教育的內容與通識教育重疊，故質疑是否需

要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她批評建議的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課程只涵蓋中國的美好一面，忽略了其陰暗

的一面。她認為最佳的國民教育是教授學生中國歷

史。她亦不滿政府當局在決定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前，未有諮詢相關的持份者，包括家長和教師。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  
 
51.  林敏華小姐表示，課程指引並無清晰界定

何 謂 協 助 學 生 確 立 身 份 認 同 的 正 面 價 值 觀 及 態

度。她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應一併包含中國

的成功與失敗。她強調，明辨式思考是全人教育的

關鍵元素，學生不應被洗腦，以接受課程所訂明的

某些概念及價值觀。  
 
西貢區議會議員何民傑先生  
 
52.  何民傑先生表示，他是香港教育學院開辦

的生命教育與價值教育課程的博士研究生。他認為

課程指引未有解釋把德育及國民教育合併為一個

科目的理據。此外，課程指引試圖把德育歸入國民

教育，是對前者的扭曲。他指出，許多國家都非常

重視生命教育，但課程指引只輕輕帶過。按他的意

見，德育及生命教育可融入不同科目之中，例如音

樂及藝術，而國民教育則應在政治科目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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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table通識教育交流協會  
[立法會CB(2)2240/10-11(05)號文件 ]  
 
53.  曾家洛先生陳述 Roundtable通識教育交流

協會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香港家長協進會有限公司  
[立法會CB(2)2240/10-11(06)號文件 ]  
 
54.  黎曾慶先生陳述香港家長協進會有限公司

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  
[立法會CB(2)2184/10-11(06)號文件 ]  
 
55.  張民炳先生陳述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的意

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香港教育關注動力  
 
56.  潘錦僑先生表示，香港教育關注動力曾向

不同學校的教師進行調查，詢問他們對於政府當局

建 議 開 設 獨 立 的 德 育 及 國 民 教 育 科 有 何 關 注 事

項。據調查所得，超過 50%受訪者擔心開設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所帶來的壓力和沉重工作量。他強調，

政府當局必須在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最初數年分

配額外撥款予學校，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教材及

學材方面全力支援教師。他進一步表示，香港教育

關注動力不同意德育及國民教育是洗腦工具。該團

體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是教育的重要部分，培育

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從而加深他們對國情的

瞭解。  
 
香港家長聯會  
 
57.  梁樂球先生表示，學生可透過德育及國民

教育進一步認識中國，從中得益。他指出，在很多

國家，德育及國民教育是基礎教育的一部分，並認

為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建議合理。按他的意見，

各方無需擔心德育及國民教育會被利用為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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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的工具。根據他擔任本地社區學院教師的經

驗，青少年不能被強迫或洗腦，然後產生愛國情

懷。然而，家長關注政府當局會倉卒推行德育及國

民教育，而教師則未獲提供教授該科目的足夠訓

練。他並認為課程指引過於廣泛及籠統，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課程的內容應更具體。  
 
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58.  李偲嫣女士表示，很多國家都有教授國民

教育。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認為，國民教育十

分重要，並支持在本港推行。按她的意見，課程指

引建議的 5個學習範疇可讓學生受益。她認為把德

育及國民教育的推行政治化是不恰當的。家長並不

擔心德育及國民教育會被利用為對學生洗腦的工

具，他們會擔當把關者，確保該科目不會被政府用

來傳播政治思想。  
 
59.  李偲嫣女士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以核心課

外活動或每月小組學習活動形式推行德育及國民

教育。學生不應接受該科的考核。她強調，重要的

是為教師提供充足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教學資源，以

確保教學質素。她補充，政府當局應重視德育，並

應在學校由初小班級開始教授。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立法會CB(2)2452/10-11(01)號文件 ]  
 
60.  林建華博士陳述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的

意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禍國殃民教育關注組  
 
61.  張智峯先生表示，他不明白政府當局把德

育及國民教育結合為一個科目的理據。按他的意

見，國民教育關乎培育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為

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及建立他們的國民身份，他們

應該瞭解國情的正反兩面。至於德育，他認為學生

應自小從父母身上學習道德價值觀，而不是在學校

透過某個科目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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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立法會CB(2)2240/10-11(08)號文件 ]  
 
62.  黃志明先生陳述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的意

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內。  
 
高慕蓮博士  
[立法會CB(2)2184/10-11(07)號文件 ]  
 
63.  高慕蓮博士陳述她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

見書內。  
 
鄧飛先生  
 
64.  鄧飛先生認為，公眾應對推行德育及國民

教育持開放態度。按他的意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課程所教授的核心價值，應該是中國的傳統和文

化。教師應鼓勵學生學習更多有關本地事務的知

識。他並認為當局有必要確保小學及初中班級的學

生無須討論他們所不能理解的複雜課題。他強調，

政府當局應確保為學校提供足夠的資源，以推行德

育及國民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65.  黎 銘 澤 先 生 引 述 一 則 中 國 傳 統 諺 語 " 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他認為課程指引對修身

及齊家的重視程度不足。他指出，在課程指引中，

"國家 "指 1949年甚或 1978年起始的現代中國，並無

涵蓋歷史長達 5 000年的古代中國。他特別提到，一

個人不應盲目愛國。學生必須學習正反兩面的國

情，使他們能夠分析國家的各方面情況，然後就不

同問題思考自己的立場。  
 
黃凱婷小姐  
 
66.  黃凱婷小姐表示，公眾把德育及國民教育

視為對學生洗腦的工具是合理的想法，因為建議的

課程只涵蓋內地美好的一面，那些敏感及具爭議性

的問題則未有觸及。舉例而言，在學習內容中，國

家範疇只涵蓋為四川地震災民提供的救災措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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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提及 "豆腐渣 "工程。這顯示政府當局在設計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時曾考慮政治因素。她進一步

指出，單單升國旗或唱國歌並不會培養出愛國情

懷。她認為教授歷史有助培育學生的這份情懷。由

於現時已有中國歷史科，她看不到有何需要開設另

一科德育及國民教育。  
 
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  
 
67.  廖思銘先生表示教育資源已經不足，故質

疑是否有需要把德育及國民教育列為必修科目。他

指出，雖然許多西方國家都有教授國民教育，但不

會要求人民盲目順從政府。反之，那些國家鼓勵人

民履行公民責任，包括就不公平的政策和事情發

聲，以及積極促進國家發展。然而，中國的情況並

非如此。他強調，國家有別於執政黨，兩者不應混

為一談。他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是共產黨對學生洗

腦的政治工具。他亦批評政府當局在進行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諮詢時未有諮詢學生。  
 
鄭司律先生  
 
68.  鄭司律先生表示，公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

強調市民在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的不同

領域中的權利和責任。然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

課程指引並不是這樣。該課程指引只集中於國民教

育。他批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的重點傾斜，只

以正面的詞句歌頌內地的文化及發展，無助於培育

學生的明辨式思考。他進一步表示，一直以來，公

民教育都是採用校本方式教授，目的是推廣民主、

法治及自由的普世價值。他認為學生只能夠從均衡

教育而非單一科目學習如何成為一個良好市民。  
 
嶺南大學學生會  
 
69.  梁仕池先生不滿建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課程未有涵蓋內地人權、政治及民生的發展。他強

調，一個人必須瞭解其國家所面對的各種問題才會

愛國。他認為提出不同意見的人不應被視為不愛

國，重要的是鼓勵學生為改善國家而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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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70.  余若薇議員表示，2010-2011年度施政報告

清 楚 載 明 會 把 德 育 及 國 民 教 育 發 展 為 獨 立 的 科

目。另一方面，課程指引建議可按校本及生本的需

要，採取不同模式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但對於會

否推行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卻不大明確。她進

一步表示，現有的學校課程已令教師和學生不勝負

荷，很多學校須在暑假期間安排補課。新高中學制

的推行亦對教師和學生構成極大壓力，加上教育界

關注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進行的諮詢不足，她對課

程發展議會的建議表示質疑，並認為 2012年及2013
年並非分別在小學及中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

適當時機。  
 
71.  余若薇議員進而表示，許多現有科目 (例如

公民教育和通識教育 )已包含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

習元素。她關注到，建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

與這些現有科目有所不同，該課程未有強調明辨式

思考 (特別是在國家範疇上的明辨式思考 )的重要

性。她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加強中國歷史及公民教育

方面的學習，以取代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72.  教育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根據既定的做

法，一個科目應訂有課程架構、指定課程時間及一

套課程指引。因應教育界的意見，專責委員會已建

議可採取靈活的模式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除以獨

立課時推行外，亦可在班主任課、德育及公民教育

課及成長課教授德育及國民教育。  
 
73.  關於推行時間表，教育局副局長表示，德

育及公民教育在中小學已推行多年，這為德育及國

民教育的推行奠下了堅實的基礎。當局認為德育及

國民教育可於 2012年在小學及於 2013年在中學推

行。政府當局會確保教師獲提供有關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課程的所需訓練。政府當局會繼續聽取公眾對

課程指引 (包括推行時間表 )的意見。  
 
74.  梁美芬議員認為德育非常重要，並贊同政

府當局應給予教師所需的支援，協助他們教授德育

及國民教育。為培養學生學習德育及國民教育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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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該科目不應設任何考試。她又建議把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和通識教育科合併，從而減輕教師的工作

量。梁議員引述她接獲的一些投訴，涉及部分通識

教育科教師的教學法。她促請政府當局監察通識教

育科的教授情況，同時借鑒從通識教育科獲得的經

驗，以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75.  梁美芬議員補充，她同意鄧飛先生指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應切合中小學生的學習程度。她

認為，為小學生而設的課程應集中於建立正面價值

觀。至於明辨式思考，則為培育大學生的主要目標。 
 
76.  教育局副局長重申，課程指引建議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不應採取公開考試，亦不應對學生評

級。教師應鼓勵學生透過同儕討論及家長的回饋，

反思其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表現。他察悉部分家

長關注同儕評估能否真正反映學生的表現。政府當

局會確保評估工作既全面又能從多角度評鑒學生

的學習成效。教育局副局長補充，政府當局察悉梁

美芬議員對通識教育科的關注，並會按適當情況研

究方法處理這些關注。  
 
77.  何秀蘭議員表示，教師若未獲提供相關課

題的全面及準確資料，便無法有成效地教授國民教

育。她指出，縱使她多番要求，政府當局仍拒絕提

供有關《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

劃》的協議，而該項規劃屬國家 "十二五 "規劃的一

部分。除非學生已透徹瞭解國家 "十二五 "規劃，否

則不應要求他們表態支持。如要推行德育及國民教

育，教育局便應確保提供相關課題的全面資料，以

協助教師教授德育及國民教育。她認為，在欠缺所

需 資 料 的 情 況 下 要 求 學 生 支 持 政 府 ／ 國 家 的 政

策，等同洗腦。  
 
78.  教育局副局長強調，政府當局不會透過德

育及國民教育要求學生支持任何政府政策。德育及

國 民 教 育 的 目 標 是 培 養 學 生 的 正 面 價 值 觀 及 態

度，使他們在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及全球範疇

確立身份認同。他補充，政府當局會與有關各方合

作開發適當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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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鄭司律先生並不同意只局限於對大學生進

行明辨式思考的培育。他指出，中小學生經常在課

堂上討論當前社會問題的不同論據。他強調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課程不應避免觸及具爭議性的課題。  
 
80.  黃凱婷小姐贊同鄭司律先生的見解。她表

示，明辨式思考對所有學生都十分重要，不論他們

的年齡。她重申，國民教育應推動學生學習國家的

正反兩面。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不應剔除具爭議

性的問題，例如四川地震所揭露的豆腐渣工程和受

污染奶類事件。  
 
81.  禍國殃民教育關注組張智峯先生表示，明

辨式思考是必要的能力，應由小學開始學習。如不

教導學生分辨對錯，國民教育即毫無意義，愛國主

義將建立在脆弱不堪的基礎上。  
 
82.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黎銘澤先生表示，自

小學開始，教師一直教導學生明白不同價值觀背後

的理據，而非僅只盲目接受它們。  
 
83.  教育局副局長感謝各團體代表／個別人士

提出意見，並表示政府當局會考慮他們的意見，以

改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政府當局會致力為教

師提供所需的支援，以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並會

繼續與學校積極對話，找出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

適當模式。  
 
84.  李焯芬教授亦感謝各團體代表／個別人士

提出意見，並表示專責委員會會予以詳細考慮。他

表示，課程指引和諮詢講座的參加者均指出，當局

鼓勵教師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探討問題，以培育他

們的明辨式思考能力，這項能力對中學生尤其重

要。對於部分團體代表建議加強生命教育，李教授

表示，生命教育和德育關係密切。一個人的良好品

德素質可提升其國民素質，因此，當局把德育及國

民教育合併於同一課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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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  
 
8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8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1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