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生報》關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之建議書 

 

回歸十多年，關於「我是香港人」還是「我是中國人」這樣的問題依然經常

在新聞媒體及坊間擾攘不休。十四年來，港人對於國家的歸屬感雖有提升，但對

於自身國民身份的認同感卻不見得比殖民地時期清晰許多。儘管國民教育在過去

幾年都搞得如火如荼，從小學到大學乃至企業的內地考察團、交流團多如牛毛，

意在讓年輕一代能夠對國家有感性認知。然而，這些少則幾天多則幾個月的交流

活動其實都如走馬觀花，並不能真正使港人對國家極模糊的認知變得清晰。各種

地理、政治、歷史知識，如各省份在國家版圖上的位置、政協與人大有何區別、

「大躍進」是什麽， 相信問十個大學生至少有一半人完全回答不出這些問題。 

 

根據香港如今的基本情況，在中小學課程中加強國民教育的知識元素，令香

港的中國人從小就能掌握更多基本的國家知識是建立國民身份認同的重要一

步。作爲中國的一部分，香港的中小學教育課程加強國民教育，傳授更多與國家

發展的情況更是無可厚非，反觀世界各國，無論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一

不是如此。因此，關於「洗腦」、「令學生失去批判思考的能力」等反對論調均不

並能成爲反對推行國民教育之充分理由。不過儘管如此，這些聲音對於如何更好

地推行國民教育則具有重要參考價值。 

 

「洗腦」與否 關鍵在老師 

 

課本、科目大綱固然是中小學生學習知識的重要參考，但是對於學生的知識

掌握有關鍵影響力的卻是老師的教學演繹。同樣的知識、同樣的課題，每位老師

都有其教授之方法，學生也會因應老師的風格有不同的吸收。就如教授中國歷

史，老師對不同歷史事件的闡釋均有不同，有的老師會希望學生熟讀史實緊急書

本內容，有的老師則更鼓勵學生對同一史實作多角度的思考分析。由此可見，課

本及教育局的指引均只是硬性的參考，學生是否被「洗腦」、是否會「失去批判

思考能力」關鍵還是取決於老師的教學方法以及課程在學校的實際執行，無論在

新增的國民教育科還是在過去的傳統科目均是如此。 

 

誰能教好國民教育科? 

 

然而，老師們又是否在忙碌的教改中抽出時間扮演好國民教育的重要角色

呢？目前教育界的種種情況讓人不禁對此問題存疑。 

 

一方面，三三四的改制已經讓不少學校及老師忙於適應，通識科的增加也讓

不少學校在教師人手調配方面遇上障礙。如今一個國民教育科的出臺，相信必會

令不少學校不知所措，各校為適應此刻必定需要再次在師資編排上耗費時間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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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 

另一方面，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夠執教此科目的老師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

題。各學校中最年輕的老師恐怕也只是八十年代末出生的一代，也就是說現存在

各學校的老師中基本上都是在殖民地時期接受基礎及中等教育的。這些老師基本

上從未接觸正規的國民教育，甚至許多人在成長過程中還經歷過恐懼內地、排斥

內地的階段，分不清人大與政協、認不出國家版圖上的省份得大有人在，更遑論

要他們啓發學生更深入地認識國家，對國家各種情況進行深入批判性思考？ 

 

既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追求的是一種感性的認知，一種身分的認同，那麽教

育的關鍵一環——老師，就不應該僅是機械的傳授課本的概念文字，而需要言傳

身教、耳濡目染。但如果老師本身的國民身份認同都依然模糊，對國家的認知也

只是皮毛的話，學生恐怕難以被感染或啓發，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目設立的作用

恐怕就極有限。因國民教育科在推廣到中小學生中之前，或許應考慮先在老師中

推行。 

 

循序漸進 從拓展已有科目的中國篇章做起 

 

如何減少推行國民教育的阻力，離不開一個在香港經常聽到的詞——“循序

漸進＂。在現時中小學科目中不乏與國民教育息息相關之科目，如歷史、地理、

常識等。國民教育科中之國民教育的相關內容可考慮融匯到相關的科目中。如中

國歷史課增加對近現代史的篇章， 1949年之後到近幾十年中國的經濟、政治發

展史進行更多的描述，令學生在歷史科目的學習中對國家，特別是近現代的中國

有更多的瞭解。地理科目也可以拓展中國地理的課題，透過國家各種環境、地質、

氣候乃至行政區域的介紹，加深學生相關科目上對國家的認識。關於中國社會、

中國法律及中國的政治等均可以考慮在通識或常識等這些科目中融入。如此做

法，可考慮作爲在學校加強國民教育的過渡，既減少學校行政上的混亂，更重要

的是能夠使國民教育的知識在循序漸進和潛移默化中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