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1日的立法會會議  
 

鄧飛議員的  
“優化師資，有效落實愛國教育”議案  

 
 
經吳秋北議員、周文港議員、黃元山議員、郭玲麗議員及嚴剛

議員修正的議案  
 
提升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建立對國家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並以中國人身份為傲，乃學校教育重要的一環；然而，香港教育

多年來存在嚴重的弊端和問題，以致無法在校園推動及普及愛國

教育；鑒於教師不敢或不願向學生教授正確的國家觀念，學生沒有

機會全面和有系統地了解中國的歷史、國家發展和現狀，長此以往

香港的年輕人將無法擺正國家觀念、無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

無法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紅利機遇，更無法肩負建設香港未來的

重任；由此可見，教師個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操尤為重要，基於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的原則，教師需具有深厚的國家觀
念才能感染學生，若教師自身言行不正，則難以正確教導他人；

另一方面，教師作為教育的最前線人員，只有確保教師隊伍的專業

操守、品格和專業水平符合社會要求，香港才有基礎推動包括愛國

教育在內的國情教育，使香港教育撥亂反正，重回正軌；就此，本

會促請政府：  
 
(一 ) 檢討準教師及在職教師的培訓課程，全面加強與愛國主義

教育相關的培訓活動及增加教師學習專業操守的機會；

定期籌辦國內考察活動，增加本港教師與內地教育部門及

不同院校的交流，讓他們親身體驗國家發展，了解國情，同

時汲取內地教師推行國民教育的經驗，以確保本港教師對

祖國有充分認知，並提高他們在校內落實愛國教育的能力； 
 
(二 ) 檢視目前教育局處理涉及教師專業操守個案的制度，確保

投訴教師違反專業操守及失德的管道暢通，以加快處理

投訴的速度和效率，以及讓公眾知悉調查結果，提升處理

投訴的透明度；  
 
(三 ) 成立教師操守諮詢委員會處理涉及教師專業操守的個案，

成員包括能夠廣泛代表香港教育界的資深教育工作者和

教育專業團體代表，委員會亦須協助教育局對涉及教師專

業操守的個案進行評定和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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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盡快修改和更新多年前制訂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加入

符合香港社會發展現狀、廣大市民普遍認同的教師專業

操守標準，例如在 ‘一國兩制 ’、《基本法》、《香港國安法》
等香港社會重要的原則和法律下，對教師專業操守的最新

要求；及  
 
(五 ) 完善現行的教師註冊制度，並加重違反專業操守的罰則，

若有教師向學生灌輸錯誤的政治意識，教育局應即時取消

其註冊，以加強保障學童的福祉；及  
 
(六 ) 肩負起推動愛國教育、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的主體

責任；要求本地所有師訓機構學位教師教育文憑、教育

學士等認可師資培訓課程，涵蓋中國歷史、經濟及社會

發展元素，並新設以認識《憲法》和《基本法》及推動國民

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為宗旨的 ‘中國研究與國民責任 ’
科目，將該科目列為取得教師資格的必修科之一，以協助

新入職教師了解相關知識和責任，從而更專業和負責地

做好教書育人的工作；  
 
(七 ) 在新入職教師的核心培訓及持續專業培訓中，加入 ‘認識

國情 ’元素，讓新入職或資深的中小學教師能更全面地
認識國家的近代蛻變和最新發展，同時培養他們對國民

身份的認同；  
 
(八 ) 邀請合適的民間研究團體或文化機構，參與小學常識科，

以及中學生活與社會、中國歷史、公民與社會發展和經濟

科等與國情教育息息相關的科目的課程發展；及  
 
(九 ) 參考民間研究團體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借助其卓越的文字

編撰能力，在教育局的協調下，為學校及教師提供及時、

準確的國情教育教材，並透過網上平台向教師分享教案

範例；及  
 
(十 ) 要求在職教師須在現行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中，完成

獲教育局認可及指定時數的國情教育培訓課程；及  
 
(十一 ) 在各級學校定期舉辦不同形式的愛國教育活動，例如愛國

主義教育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