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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人  權  監  察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香 港 上 環 文 咸 西 街 44-46 號 南 北 行 商 業 中 心 602 室 

Room 602, Bonham Commercial Centre, 44-46 Bonham Strand West, Sheung Wan. 

電 話 ： 2811 4488     傳 真 ： 2802 6012 

 

吳克儉先生 

教育局局長 

教育局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東翼 11 樓 

(sedoffice@edb.gov.hk, edbinfo@edb.gov.hk，傳真：3428 6034) 

 

公開信：詢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詳情 

吳克儉先生： 

 

欣悉政府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任期內不會再推行課程指引，然而香港人

權監察認為決定仍有含混之處有待澄清，特此來函查詢。 

 

一、有否適用的課程架構 

教育局指「在專業自決的原則下，如果辦學團體和學校自決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政府和社會人士應予以尊重和信任。學校可自由採納其在專業判斷下認為合適

的教學指引和相關教材，政府不作規定，也不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提供任何規

定性或官方的課程指引。」1 

 

人權監察就此詢問： 

1. 教育局指不會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提供任何規定性或官方的課程指引。若學

校推行德育、國民教育及公民教育時，有何參考原則和方向？2008 年新修訂德育及公

民教育課程架構是否仍然適用？ 

2. 若學校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內容偏頗，屬政治宣傳，欠缺批判思考，教育局會如

何處理？ 

 

二、國民教育配套 

3. 局長回應記者詢問若無指引，這科是否不會有視學時，表示「因為擱置的關係，已

經沒有官方或規範式的指引存在，所以學校如推行活動時，我們已明確說清楚，教育

局不會以這個作為依歸作視學的原則及標準」。 

                                                 
1 政府新聞稿《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正式擱置》201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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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代表教育局仍會就德育及國民教育視學？若會視學，視學的原則和標準為何？ 

 

4. 早前政府指 53 萬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津貼改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適用於價值

教育、生命教育、公民教育及性教育等，卻欠人權教育及法治教育。當局為何遺漏人

權教育及法治教育？在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後，教育局會否增加撥款津

貼？若會，將會適用於甚麼範疇？ 

 

5. 教育局一直有資助及組織師生大陸國情團或培訓班。在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

指引後，教育局會否繼續撥款組織舉辦上述活動？若會，原因為何？教育局有何措施

確保上述活動並非偏頗洗腦，政治宣傳？撥款數額會否增加或減少？若會，原因為

何？ 

 

6. 教育局一直資助委託團體舉辦大陸國情團、出版教材、舉辦培訓班等，其招標程序、

審批準則及檢討成效詳情為何？在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後，教育局會否繼

續撥款予委託團體？若會，原因為何？教育局有何措施確保上述活動並非偏頗洗腦或

政治宣傳？公眾有否便捷途徑獲得足夠政府資料，用作監察？ 

 

7. 國際上，認識國情和如何做國民的知識，開放社會的普遍做法是作為多元公民教育

的一部份施教，同時強調公民教育中的人權教育元素，更不會將國民教育變成『一教

獨大』，以至背離、邊緣化甚至取代和損害現代公民和人權教育。公眾反對『國教指

引』和『國教成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亦是因為這種不良做法。就此，請問教育局、

民政事務局和其他政府機構等會否盡速調整國民教育、公民教育及人權教育撥款，避

免資源傾斜向所謂『國民教育』？會否繼續貶抑甚至蠶食公民和人權教育資源？詳情

如何？ 

 

三、重推科目的程序與諮詢 

8.今後政府推出任何課程指引（無論是否關乎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或要求學校將

某些項目獨立成科，過程中政府當局會有何種制訂、諮詢、開展和推行程序？有否學

生、家長、教師及社會人士能夠實質參與的機制和途徑？例如會否改善現行由教育局

制訂，課程發展議會就課程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的機制，加入學生、家長、教師以至

社會人士參與？ 

 

9. 教育局會否檢討現時推行公民教育和人權教育是否足夠？教育局有否檢討當局資

助、主辦、協辦或提供便利和支持(包括派員充當評判、頒獎、主禮或嘉賓等，又或

以任何形式增加其『官方認受性』)的國民教育或學習計劃(如『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

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等)、活動及教材等有否洗腦偏頗，干預學生思想和表達自

由，例如不當地要求學生政治認同和投入感情？過往、現在和未來，有哪些中央和內

地機構或其相關人員參與國教的工作？詳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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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民教育大陸學習及交流活動資料庫詳情 

局長指「有些人很擔心資料庫中有很多(學生)名稱，如果學校提交教育局，教育局便

可得到很多資料，並可進行各項審查。[…]我與同事確認了，在軟件上我們已把這部

份刪除了，教育局以往沒有，將來亦不會取走任何學生的個人資料」。2 

 

就此，人權監察詢問： 

10. 教育局過往有否採用或轉移資料庫已收集的學生個人資料？若有，用途和詳情為

何？ 

 

11. 教育局會如何處理已收集的學生個人資料，尤其這些資料是違反學生和家長知情

同意和其他公平等原則收集和轉移？會否全部銷毀？如會，何時銷毀？ 

 

12. 教育局在軟件上刪除了哪些個人資料項目？保留了哪些項目？為何有必要保留這

些項目？ 

 

13. 教育局會否廢除整個資料庫？若否，原因為何？ 

 

14. 人權監察觀察到：香港社會反對政府及學校收集任何市民（尤其學童）個人政治

表現、傾向和參與的記錄，更不容任何政府部門、公私營機構或個人，建立或使用便

利政治審查或監控的個人或集體資料檔案系統。 

 

教育局是否願意為了釋疑，廢除國民教育大陸學習及交流活動資料庫？如否，當局有

何措施足以回應這些關注？ 

 

15. 人權監察擔憂，即使有關資料收集削減至只是按校累積的統計資料，實際上仍會

製造壓力，變相逼使學校和老師「交數」，間接督促甚至逼使家長和學生參與「洗腦

團」等活動。教育局有何措施釋疑？是否願意廢除國民教育大陸學習及交流活動資料

庫，以消除這些疑慮，並給予學校和老師充分專業自主？如否，當局有何措施足以回

應這些關注？ 

 

16. 若教育局認為日後仍有必要就國民教育活動收集和使用某些最低限度的學生個人

資料，會否諮詢私隱專員、關注團體及公眾，以確保符合私隱權、私隱法例及公眾期

望，並納入保障私隱的良好做法，才繼續推行此改良版本的資料庫？在改革整個系統

前，當局會否暫停收集資料？若否，當局有何措施足以回應這些關注？ 

 

 

                                                 
2 政府新聞稿《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及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與傳媒談話全文》201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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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若設諮詢，會否包括整個新版本的資料庫系統，包括收集的目的和用途，資料保

留、轉移、銷毀和保安等制度？如否，當局有何措施，足以回應這些關注？ 

 

17.若私隱專員和公眾認許日後仍有必要就國民教育活動收集和使用某些最低限度的

學生個人資料，可否改由學生就讀的學校自行管理和操作，並且只限推行改良版本，

在轉校時才將必要和最低度的個人資料隨學生轉移他校，而不必經由教育局或他人？

當局有何措施，確保學校不會收集或轉移任何市民（尤其學童）個人政治表現、傾向

和參與的資料？ 

 

五、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18. 委員會如何增加有關國民教育的透明度，以釋除公眾疑慮，例如會否建議學校將

國民教育教材(特別是工作紙)、評估方法及準則，公開上網，讓學生、家長、校友、

其他教師及公眾人士表達意見，提出改善建議？如果會，會否要求於使用前上網，還

是使用後一個限期內 (如一個月內)上載學校網頁？ 

 

六、公民教育及人權教育 

19. 教育局會否按 1996 年《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基礎上改善多元公民教育，並按《聯

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世界人權教育方案》及聯合國「引導兒童熟悉人權概念

──循序漸進法」加強人權教育？ 

 

20. 教育局會採取甚麼措施，令德育、國民教育及公民教育符合適用於香港的《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

訂明的人權原則和教育目的？ 

 

香港人權監察謹啟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副本呈送：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傳真：2877 7026，enquiry@pcpd.org.hk)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傳真：2537 1851，panel_e@legco.gov.hk)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傳真：2537 1851，panel_ca@legco.gov.hk) 

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