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月初，特區政府教育局提出上述建議後，社會上出現的強烈

反應是可以理解的，記得幾年前特區政府提出在電視新聞播出前

加插國歌，社會上不也是有著強烈反應嗎？當時提出的批評，假

如與今天來作比較，相信只有過之，而結果如何？事實說明了一

切。 

 

 毋庸諱言，目前香港人當中，國家意識仍然是比較淡薄。首先，

作為國際城市，香港從來少談國家，而 150 年英國殖民統治，更

長期對中國情懷施加壓制；另外，當代中國政治動盪與運動頻頻，

更易令人對政治問題抱抗拒心態，過往香港對奏國歌問題的強烈

反應，箇中理由便是如此。 

  

 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回歸以來是明顯地大幅增長，而

作為一國之民，作為真真正正的中國人，對國家有認同，有承擔，

有憂患意識，正常不過。儘管今日已邁進全球一體化的年代，提

倡地球村和全球公民概念，但國家利益依舊主導社會事務與國際

關係。國民教育若能恰當推行，能令香港人產生對自己種族、文

化及歷史共同體的歸屬感，團結感與自豪感。這樣對香港人與內

地的相互瞭解，相互融合，肯定有百利而無一害。 

 

 其實，推行國民教育也不是甚麼洪水猛獸、「洗腦」課程。以

歐美國家為例，法國推行的國民教育，便令法國人對自己國家歷

史倒背如流，法國人最自豪的一段歷史，是法國大革命，因而培

養出法國人極高的社會正義感，對政府要求也極嚴格，最愛動輒

罷工示威，有如家常便飯。 

 

 德國人的國民教育則是一個倒轉，戰後德國的國民教育，是深

刻的反省教育，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納粹黨的過錯，四處侵略

令國家長時間分裂成東、西兩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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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國民教育，更是系統完全、無孔不入，在美國的中小學

校，國旗、國歌、總統畫像，這些美國國家的象徵物，到處可見

可聞，令美國人普遍都有一種優越感和自豪感。 

 

 在亞洲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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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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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泰國政府則規

定，每個大學生不論學甚麼專業都必須修泰國民族文化課，以便

青少年激發起民族自豪感和責任感，建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香港是一個多元及開放的社會，市民一直享有高度的資訊及言

論自由，內地發生的任何事情，如毒奶粉、環境污染、維權運動、

煤礦爆炸、貪污腐敗等等，香港人也是看得清楚的。因此對所謂

推行國民教育等同向青少年進行「洗腦」的說法，實在難以苟同

的，因為只要堅持多元及開放的態度，確保市民的高度資訊與言

論自由，任何對國家的瞭解，只會令真理愈辯愈明，讓青少年更

掌握事實與真相。 

 

 我特別欣賞的是特區政府一再強調，對於課程中涉及的敏感問

題，學校不會迴避，局方沒有既定立場，亦不涉及價值判斷，課

程將採用「校本」及「學生為本」方法教授，教師可自行拍板決

定。這令國民教育的推動，具備了更客觀、更加寬鬆和自由的環

境。國民教育的根本在於教育，目的是讓學生通過教育學習和思

考，提高對國家的認識，進一步提高國民意識，現時特區政府建

議的做法，並無政治灌輸的意味。 

 

 總的來說，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應該從原則及技巧問題來作

考慮，推行國民教育，本會相信香港絕大多數市民都會同意這個

原則的，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分歧看法，相信只是落實細節問題



 
 

的考慮而已。目前的關鍵，應該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如何集

思廣益、凝聚共識，進一步探索出一套適合港人的國民教育模式，

把國民教育的工作實實在在地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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