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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意見書 

       

1. 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  

我們認為，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香港也不能例外。外國學者 Ramirez 和 Boli-Bennett

研究了 1870 年到 1970 年各國憲法中，發現憲法中明訂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教育的個案從 43

個增為 139 個，這顯示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例如，美國系統完善、無孔不入的國民教

育，令美國人普遍都有一種優越感和自豪感。在美國的中小學校裏，國旗、國歌、總統畫像

這些美國國家的象徵物，到處可見可聞。新加坡教育部明確提出，致力培養自信的、自主的、

積極的和有愛心的公民，特別強調注重「愛國」、「自信」等價值品質的培養。韓國學生從小

到大就被告知韓國有哪些值得驕傲的地方，培養學生對國家的熱愛和認同感。俄羅斯一向十

分重視國民教育，是最早把愛國主義教育寫入國家教育法規中的國家之一。波蘭在學校專門

設立了愛國主義教育課程，學校通過組織各種有意義的活動，把愛國主義的內容糅合在其中。

泰國政府規定，每個大學生不論學甚麼專業都必修泰國民族文化課，以使青少年激發起民族

自豪感和責任感，樹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香港應遵循國際慣例，推行國民教育。  

 

2. 國民教育並非「洗腦工程」  

社會上有少數意見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政治宣傳」、「狹隘民族主義」、「洗腦工程」，

對此我們難以茍同。我們認為，將國民教育妖魔化和污名化，違反情理，也忽視了世界上大

多數國家重視國民教育的現實。「洗腦」（brain wash）是描述一種精神被控制的狀態，法西斯、

邪教都有一套強迫性的精神控制方法，這與知情意並重的國民教育完全是兩回事。「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諮詢文件首頁有孟子的話：「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章句

上）。」明確地闡述了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目的，此科涵蓋個人、家庭、社群、國家、世界五

大範疇，為學生灌輸正確個人價值觀，提升國民素質。可見，國民教育根本不是「洗腦工程」，

而是提升國民素質的「健腦工程」。  

 

3.「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適合香港  

 社會上有少數意見質疑，由「公民教育」改名為「國民教育」，不符合當今世界時代潮流，

是一種倒退做法云云。但事實上，國民教育和公民教育有重迭和交叉，不同之處在於，國民

教育是國家建構的一部分，任何政體的國家中都會有國民教育。公民是具有一國國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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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首先是某一特定國家的公民，而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脫離國家就無所謂公民身份。

因此，要求公民首先確立國家意識，培養對國家的忠誠和認同感，是世界各個國家都關注的

一個問題，特別是在一些多民族國家或者諸如美國之類的移民國家。香港經歷百多年的殖民

統治，令很多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產生疑惑，導致港人對祖國產生誤解甚至隔閡，難以作出

中肯的定位。回歸後，身份認同一直是港人面臨的最深層次的文化問題。回歸以來的 14 年，

港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因此，推行國民教育不僅是國際慣例，而且特別適合經歷

了長期殖民統治後回歸祖國的香港。  

 

4. 國民教育有必要從跨學科、滲透式轉為學科模式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歷史、語文、德育及公民教育等，已是國民教育，毋須另設新科。我們

認為，公民教育從跨學科、滲透式轉為學科模式，可以讓學習目標更清晰，也可以讓學生的

學習跨度較均衡，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到世界，讓學生對學校、家庭、社區、工作生

活、國家發展、世界議題都有更廣闊的視野和積極的態度。新學科非單純通識或知識灌輸，

應該整合德育與國情教育，藉有系統的學習，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令學生具備良

好的個人品德和國民素質。「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應結合歷史、文化和當代國情，古今並重。

在建構國民身份認同方面，需要了解國民身份的構成部分和建構國民身份認同的不同層面。

在推行策略方面，則宜情理兼備，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從認知轉化為情感、再落實為行動，當

中的關鍵在於情感的轉移。   

 

5. 課程學習階段合理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文件公布的課程綱要，學習階段分為小一至小三、小四至小六、

中一至中三、中四至中六，並涵蓋五個生活範疇，依次為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

其中以灌輸國民教育的「國家範疇」佔最重部分。學生由小一起學習國慶、國旗、國徵及國

歌，「萌發對國家的歸屬感」；小四起學習《基本法》及「一國兩制」，「鞏固對國民身份認同」；

初中起學習國家憲法及重要機構職能，「承擔作為國民應盡的責任」；至於中四起課程較艱深，

是要瞭解當代社會及經濟發展，「以身為中華兒女而感到自豪」。至於小四至小六、中四至中

六，會學習法治、人權、民主、自由等精神。  

我們認為，類似的教育在世界早已實行。例如，美國學生由小一起，每天在上第一節課前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體起立，手放胸前，唱國歌，向國旗敬禮，並背誦誓言。美國等國家的教

育法明確規定，學習憲法是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基本法》衍生於中國憲法，是香港回歸祖



國以後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小憲法」，本港學生小四起學習《基本法》及「一國兩制」，

是比較合適的。至於小四至小六、中四至中六，學生已有一定獨立與理性思考能力，此階段

讓學生自由判斷、立論，重視獨立與理性思考，學習法治、人權、民主、自由等精神，有助

讓學生清晰自己如何作出判斷，了解自己的價值取向。  

 

6. 特區政府應投放資源鞏固中史科課程  

本國歷史教科書是國民教育的主要媒介，世界各國都普遍重視本國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不論

歷史悠久還是短暫，政治制度和國體如何，幾乎每一個現代國家的本國歷史教科書，都把對

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精神培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例如，韓國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規定，

中學歷史教科書應在內容上強調本民族的主體意識，培養民族自豪感和責任感。美國中學本

國史《我們美國人》以 5 個單元、40 個章節，記敘了從土著北美文化時期，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的美國社會發展歷史。英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只有一冊，初高中聯用，核心內容是英國

本國的歷史發展進程。非洲各國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不惜筆墨，充分挖掘和介紹本國歷史上的

燦爛文明和反抗殖民統治的典型事例。  

香港教育局早年已將中史科從初中必修科中剔除，造成國民教育被邊緣化的狀態。自 2000 年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容許學生自行選擇是否修讀中史科後，470 多間中學，已有 120 間在初中

課程無開辦中史科。我們認為，特區政府不應一方面積極推動國民教育，另一方面卻對國史

教育被邊緣化無動於衷。當務之急是，須重新將中史科列為必修科。此外，目前香港中史教

科書的內容和編寫方式需要改革，建議教育局邀請高水平的專家學者，根據「一國兩制」方

針和世界各國都普遍重視本國歷史教科書編寫的慣例，編寫適合香港學校歷史教學適用的中

史科教科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