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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中六年級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 

意見書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成立於 2004 年，目的在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教育交流活動。成立以來

除組織了多項本港青少年教育活動和協助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三間大學在港免

試招生外，還多次舉辦了輔導課程和國情教育班。輔導班之開設，為協助香港工程界人士

參加中國内地專業考試及協助港臺學生參加中國高校研究生入學考試。國情班則結合文化

旅遊與學習，使青少年瞭解國家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現今情況。我們舉辦這兩種活動都是

香港的先驅者。我們在舉辦各項活動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德育與國民教育對青少年成長

過程，及其後的專業行爲，均極爲重要。因此籍此機會，發表我們對該科咨詢文件的意見

如下： 

一、贊同香港中小學增加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一百五十年間，一直都沒有國民教育的概念。1997 年回歸實行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可是由於香港社會結構複雜多元，港人還需逐步消除殖民地子民的心

態，體現大國國民的風範。因此在中小學校開展德育與國民教育科非常必要。 

    此外，香港城市與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一定要逐步與鄰近城市融合，結成更大的區

域體系，始足以在國際上保持領先地位。因此更需要德育與國民教育科培養青少年的新文

化觀念，以繼續發展一國兩制，從而配合香港作爲國際大都會的角色。 

二、贊同以系統模式推行德育與國民教育科 

    德育與國民教育互為唇齒，均為提升國民素質的要素。而且影響體現於每個人的有意

識的全部生命過程中。從咨詢文件可見，該科課程涵蓋了個人、社群、家庭、國家及世界

五大範疇，目的在於促進青少年培養正面的人生價值觀，認清國民和公民的身份，培養正

確的待人處事態度及行爲。因此該科實際上是文化的通識及修身科，而二者的有機結合，

最宜採用有系統的教與學來推行。 

三、課程應以傳統中國文化為載體 

    文化傳統是民族的命脈。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歷久而生機勃勃，顯示強有力的適應性

和可持續性。自周朝以來的三千年，兒童教育已是修身與學習知識的初階。其後的教育逐

步提升層次，以學習處理更複雜、更廣泛的問題。自漢以後的的二千年，隨著歷史的前

進，更逐步豐富了德育和國民教育的內容。兒童自少便知道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觀念。

因此在懂性的初階已開始培養了優良的道德標準，與做人處事的正確態度。年長後的教

育，又有修讀四書、國史及歷代古文的典籍。在潛移默化的環境下，加固了道德標準並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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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體會較高層次的價值觀，又學會了處理價值衝突的準則。這些在 20 嵗以前形成的價值觀

及潛伏的知識，以後在整個人生過程中都發揮很重大的作用。這些德育與國民教育作形成

的質素，對現代的專業及科技人員尤爲重要。香港發展知識型社會，德育與國民教育科的

內容特別重要。亦惟有以中國傳統的道德為基礎，發展才有意義和可保持續。  

四、教材與教學方式須詳細論證及施行始可廣泛推行 

    教材、教師自身的價值觀與學生的興趣，都是此科成功的重要條件。因此，我們認爲

教材方面應有所規範，而規範應經詳細及深入的論證，始可試行。例如有咨詢文件中小四

至小六的教學事例，有教授及討論戀愛的意義。這點是否過早，相信社會各界以至教師群

體亦必意見紛紜。至於其他課題，如處理價值衝突的事例，更反映教師自身的價值觀，而

學生興趣又多與教材及教授方式互動。因此，我們強烈建議教材與教、學方式必須詳細論

證始可推行。 

 

    德育與國民教育除了課堂教授外，利用其他學習經歷輔助，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我

中心從 2005 年起，每年組織國情教育交流活動，並得到了廣大中學學生的積極參與。他們

主動報名參加，期望透過交流活動，了解和認識祖國。爲了適應中學生的需要，並得到他

們的認同，國情教育交流活動內容多元化：由國情講座、與大學學生進行交流和參觀遊覽

三個部分組成，提高了學生們積極學習和交流的興趣，同學們的收穫良多。 因此這類國

情教育交流活動的經驗，應該在設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放與學方式時多加考慮。 

 

     我們深知，德育和國民教育是一項長期而複雜的教育工程，重新扶植中華文化在香

港生根、發芽、壯大，就需要從基礎教育入手，需要社會各方力量的支持和幫助。通過系

統的和完善的教育模式，配合生動有趣、易於接受的方式，向全港的青年人推廣傳統道德

觀念，使兒童和青少年從小培養健全的人格和正確的價值觀，提高香港社會的人文素質、

增強港人的愛國情懷和民族精神，使香港人民的信心和希望再上新的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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