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青年對德育及公民教育科意見書 

 

  新青年對於即將推行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科深表反對，認為方案必須撤回。反對理由當中，有洗腦之

嫌，與中國歷史、通識等科目內容嚴重重疊，學校資源、人手、時間上均未能應付等，都已有很多人士

提出過，此意見書中不會重覆。本會其餘觀點如下︰ 

 

 

甲) 課程指引問題處處 

 

早前發表的二百頁課程指引諮詢稿，問題、漏洞甚多，若不正視及將之完善，操之過急於明天九月硬

推，並不能為學生提供有效、全面的教育，更可能適得其反，誤導學生。現舉出其中兩個問題︰ 

 

一) 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關係未解釋清楚 

  諮詢稿 1.4.6 中，標題為「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的關係」，列舉了法國、美國、澳洲的例子，指這些

國家都有國民教育。事實上這些國家推行的是公民教育，與國民教育是完全不同的概念，豈可混為一談。

而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的關係，文件只是含糊帶過，沒有充分論述國民教育和公民教育的異同，沒有解

釋香港何以適合國民教育而不是公民教育，當中亦欠缺論證。 

  此外，既然外國的「國民教育」成功，香港便應跟隨，那外國教育也有很多成功之處，如小班教學、

完善的校本評核制度等，香港又何以不跟隨這些？香港的教育政策是真正地為提供下一代優質的教育設

想嗎？ 

 

二) 國家未來發展部分欠缺人民的精神價值 

   「國家範疇」中，有不少內容是探討國家的未來發展，但不外乎是經濟、建設、科技、資源開發等物

質上的方面，至於人文價值、文化素養、人權、道德價值等，則隻字不提。此等精神層面上的發展，實

質影響全國人民作為世界公民的質素，難道不比經濟建設重要？還是真的如梁文道先生所說︰「要香港

人否定自己的過去，否定自己當年爆發的民族情感，轉而認同一種更現實更功利的愛國主義。」？如此

一來，這到底還算不算愛國，仰或只是見利忘義？ 

 

 

乙) 利用學科而令學生愛國的意念本身失敗 

  無論是反對德育及公民教育科人士的論述，或是支持人士的親口承認，都顯示出德育及公民教育科

是個洗腦科目。課程的目的是令學生認同國民身份、孕育國家情懷。 

  一個人如何會對自己的國家產生感情？就是他覺得這是他的家，他生活得舒適、有尊嚴，他感受到

政府是真心為人民服務，那他就會想為國家貢獻。一個人如何會欣賞國家的文化？就是各種文化元素在

國家都有足夠的空間和途徑發展、推廣，使他能於日常生活中接觸各種文化。這些全都不是靠德育及公

民教育科做成的。 

  如果不向告訴學生國家有什麼成就，學生就不認同國民身份，那就是人民從日常生活體會不會到國

家做了好事。如果不在課堂上教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學生就不欣賞中國文化，那就是政府、社會沒好好

推廣和發展中國文化讓公眾認識。說到底，一個政府要依靠灌輸資訊、觀念予學生，才能令學生愛國，

那就是它沒有搞好民生、民權、文化以令國民生活幸福從而對國家產生感情，是一個徹底失敗的政府。 

 

 

丙) 德育及公民教育科之意識形態與通識科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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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及公民教育科課程內容多處與通識科重疊，但兩個科目的意識形態則不相同。通識科鼓勵多角

度思考，讓學生自由決定自己的立場。德育及公民教育科於部分範疇有給予學生批判的機會，但僅限於

國家未來發展方向和普世價值部分，反而大量向學生灌輸既定的意識和立場或早已對學生的取態有期

望，例如要求學生為身位中華兒女感到自豪。而要求學生以所謂「中國國情」看待普世價值，下意識更

是對普世價值的否定。反之，通識科只要有足夠論證，學生可自由地站於任何立場。此情況好比上生物

課時教學生人類是由猿猴進化，宗教課教學生人類是由上帝創造。當教育者本身都有矛盾，如何叫學生

相信？ 

 

  意念上失敗、方案的漏洞、可行性的不足，都證明推行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對學生有害無益，作為負

責任的官員、議員，請為下一代的教育和香港的前途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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