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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table 通識教育交流協會 

 

就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回應： 

 

一、 當局應驅分清晰對國民教育的理解 

 

現時就國民教育方面的討論，往往對國民教育具有兩個層面的定義理解。一個

是較寬廣的，將國民教育理解為提昇國民素質及對國家認知的教育。而另一個

則是較為窄狹的看法，認為國民教育是指鎖定於國家與人民關係當中的一種教

育，其目的在於促進人民對國家、民族的投入和認同感或其他相連價值。 

 

觀察到現時國民教育的爭議當中，似乎有出現含混的狀況，甚至有部分論述將

二者混為一談，出現等同情況，我們認為宜應就此提出更清晰的討論。二者雖

然確可以實存在重疊關係，然而從學理來說，卻不能視之為完全等同。言則，

教育認識中國不等如令人愛國，教育國民價值也不儘等同認識中國。因此，當

局就國民教育的理解宜於有更詳盡的說明，以及如果當局採取將二者整合於課

程或其他教育模式當中的立場，二者所呈現的關係究竟是怎樣，應該有更清晰

的說明。 

 

其次，認識中國時會涉及很多不同且一樣重要的價值和品德，如對法治的尊重

等，老師在引導學生就事件中出現不同的價值衝突時的教學形式和處理也應於

文件中有更多著墨，供專業界別和公眾能有更清楚的理解。 

 

二、 當局應製造空間，讓資源公平分配，並日後讓專業界別和民間主導 

 

假若政府務必完成施政報告內容，我們建議當局在處理此敏感科目或相關教育

形式時，分割政治爭論于教育政策，體現校本精神。局方應積極扮演一個空間

製造者的角色，參考優質教育基金的做法，開放教育活動形式、內容的範疇，

讓社會各界由下而上的主導國民教育。局方盡量避免實質參與，而轉由專業界

別和民間主導教學內容、材料等的開拓。 

 

另外，隨著政府提出此一新科目，亦將提供各種不同形式的支援資源，包括教

師培育、教材發展、教學形式的研究或探討等。然而，由於此科的獨特敏感情

況，資源分配上應受獨立監察和避免出現傾斜。因為我們關注到如果某一團

體、某一機構或某一中心於市場上，能獲得大量資源，特別是由政府方面，或

者市場裡未能有持多種不同政見或意識形態者去提供相關支援、出版材料或進

行研究之類，將造成實質上使此科或此一教育趨向單一化，而造成現時民間所

擔憂的問題。 



 

政府應該在日後考慮到如何分配資源讓此一科目的支援、出版和研究工作等能

容納不同政見和意識形態人士參與其中，讓學校可以有更多選擇。而專業界別

和民間亦可就此擁有資源自行和自由地開發不同類型的課題和教學內容的材

料。 

 

三、 本機構將國民教育滲透通識課程的活動調查分享 

 

最後，本會現正營運一項整合了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包括教材出版和非

形式的學習活動，形式包括了辯論、專題探究和活動營。是次活動有二十間夥

伴學校參加，其中學生的經驗和看法值得大家反思。 

 

根據活動後的問卷調查：約八成參加者表示十分同意(17.1%)和同意(62.9%)

是次活動能增進他們對國情的瞭解。而近八成學生表示十分同意(17.1%)和同

意(60%)本活動加強了他們對國家政策的思考。對於國家事務關注的提升上，

有超過六成學生表示同意(57.1%)和十分同意(8.6%)此活動能引發他們關注國

事。而更進一步，有近四成學生表示同意參與此活動能促進他們期望更多親身

參與國事（37.1%）。 

 

值得注意是，參與此活動的學生，85.7%同時表示十分同意(14.3%)和同意

(71.4%)我們這項活動能啟發他們多角度進行思考，並且於開放式問題裡，回

應指出我們以模擬國務院形式作為活動主幹能令他們有效學習和提供新鮮

感，並且我們的活動可以造到： 

A. 提供機會讓他們計劃政策； 

B. 能擁有討論空間； 

C. 能做到非單向性思考，他們可嘗試代入某部門制訂政策，擁有互動機會； 

D. 較生動，透過代入各部門的角度，較切身。一些國民教育太「洗腦」。 

 

為此，我們希望表達現時專業界別和公眾所關注和擔憂的觀點，其中大部分除

涉及「國民教育」的理解和定義外，亦與使用甚麼形式去進行這類教育相關。 

 

事實上根據以上結果，具有多元角度和批判性思考的教學模式亦同樣造到提昇

學生國民身份和增加對國家事務投入和關注的效果。現時在市場上，有很多不

同類型的經驗，當局應廣泛吸納。並且注意到如何維持由多個不同類型機構提

供多元選擇予學校、老師和學生，使他們擁有足夠空間選擇合適材料去教學，

以免單一化的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