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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原則 
 
•自八十年代，港府一直沿用「公民教育」這個稱
呼。公民教育受教育界及社會支持 

•2008年，教育局在《新修訂德育公民教育課程架
構》中，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的推行」 

•2012年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
至中六）》，最終於龐大的反對聲音中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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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的目標 
 
•公民教育：了解在民主社會中的權利和義務，讓
學生擁有技能、性格與機會，參與民主社會的運
作 

•國民教育：強調國民身份認同，認識自己的國家、
貢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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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內容 
 
•公民教育的內容 

•公德心（不要亂拋垃圾） 

•公民權利（參與投票） 

•品德教育（誠實、孝順長輩、扶助弱小） 

 

•著重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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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內容 
 
•國民教育的內容 

•認識國家（國情、自然景色） 

•對國家的情感（愛國心、貢獻國家） 

•《基本法》教育 

•國歌法？ 

•著重國家及國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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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原則 
 
•公民教育是建立學生人格的教育 

 

•透過公民教育，讓學生學懂如何分辨是非，學習
正確的價值觀、社會觀、公民權利和責任 

 

•是促進社會公義、營造關愛社會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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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的三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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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次：教學生守法、交稅、
多做善事 

第二層次：讓學生成為社會公
民，深入了解社會、知道社會
制度是如何運作 

第三層次：讓學生成為參與公
民，捍衛社會公義，以行動保
護弱者 



2011至2012年的反國教事件 
 
•2011年教協交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書 

 
•教協會反對的並不是國民教育，而是反對這種由上而下的、
長官意志的、違反教育原則的國民教育 

•觀乎諮詢文件，「國家範疇」羅列出來的教學事例，「正
面」認識祖國成就的例子比比皆是，批判性的內容則極少，
完全迴避了敏感議題 

•教育局的國民教育，害怕觸動政權不光彩的一面，將國家
傷痛的歷史和現實一筆勾銷，留下所謂光明、正確、偉大
的東西，教學生認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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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全文：https://www.hkptu.org/7258 



2011至2012年的反國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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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原則 
 
•國民教育應該是： 

 
認識國家的歷史與文化 
客觀清晰，讓學生了解國家的強項及弱項 
教育學生成為「批判性愛國者」，學生有能力以客
觀、持平的角度看待國家的事情，對國家「是其是、
非其非」。這樣才是對國家發展的長遠利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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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原則 
 
•國民教育不應該是： 

  
╳ 混淆「愛國」與「愛黨」、「愛政權」等的概念 
╳ 一面倒歌頌國家，不容許批評國家的過去及現狀 
╳ 排拒普世價值（民主不適合中國？） 
╳ 成為政權對學生灌輸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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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職責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 
 

→應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 
→與學生討論問題時，應盡量保持客觀 
→應培養學生民主精神，教育學生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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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職責 

•如何令教學保持客觀理性？ 
 

→在教學中包含不同人士的意見。除了政府的看法
外，也要有社會上其他支持及反對的聲音 
 

→不可以迴避爭議。例如除了讓學生知道《基本法》
的釋法權在於人大常委外，也要講解社會上關注
濫用釋法權會對法治帶來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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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職責 

•如何令教學保持客觀理性？ 
 

→容許學生持有不同觀點。即使學生的看法與教師
不同，只要言之成理，仍可以得到應有的分數 
 

→校長需要相信老師的專業判斷，如非必要則不應
干預老師的選材及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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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職責 

•客觀理性≠沒有立場 
 

→客觀理性的教育，不等於要求老師沒有立場 
→教授時事和歷史時，可以透過表達不同的立場，
從而引發學生思考和辯論 

→「客觀理性」的教育是老師表達立場時要有理有
據，同時接受學生持有不同的意見 

教師如何面對公民教育及國民教育？ 
2017年11月10日 



教師的職責 

•坊間有大量的教材提供，包括政府、出版商、新
聞界及其他民間團體等 

•教師需要憑專業的知識，選擇適合學生的教材，
甚至要在教材上加以修改 

•即使官立的教材亦不是最好，甚至不一定要使用 

 

•國家教育部長陳寶生早前提到，特區政府有責任
推動國民教育，教師須先「愛這個國家、認同這
個國家」，認為港獨思潮的出現與教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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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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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民教育？ 

•學校要教育學生認識國家是無可厚非 

•國民教育需要讓學生完整、全面地認識國家 

•不可以將主觀情感強加於學生身上（例如要
求學生升國旗時必需感到感動） 

•假如國民教育是不完整或變成情感教育，國
民教育科便會很容易成為「洗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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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民教育？ 

認識國家的經濟成就，同時了解高速發展下
的代價（例如空氣污染、居民被迫遷） 

認識國家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日增，同時了
解中國的人權自由問題（例如網絡封鎖、維
權律師被拘捕） 

認識國家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同時了解中港
矛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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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民教育？ 

•「報喜不報憂」的洗腦教育，只會令下一代
不能理解國家面對的困難 

•忽視中國人權自由落後的情況，將不能令中
國人享有有尊嚴的生活 

•要讓學生明白，批評國家及政府的不善之處，
不等於不尊重國家 

 
•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chiCitizen/poll/dat

atab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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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李飛演講直播 

•教育局於10月18日去信辦
學團體，邀請中學師生於
11月16日在課堂時間內觀
看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
演講 

•附回條，要求辦學團體回覆
有多少間學校的師生會觀看 

•令辦學團體和校長感到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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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的意見 

•以具壓力的方式推行國民教育，只會令學校及老
師反感 

•打亂正常的課堂學習，對教學做成負面影響，得
不償失 

•強迫學生觀看個別人士的意見，難免令人質疑是
不是要學生接受個別中央官員對《基本法》條文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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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科課程檢討 

•教育局現正進行中史科課程檢討 

•過程大體上仍然由專業主導 

•減少了古代史，增加了現代史的比例和香港史 

•新增的部份，會加入甚麼內容？ 

•六七暴動、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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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科課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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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副秘書長
康陳翠華稱不會
將「雞毛蒜皮」 
事件納入課綱 



中史科課程檢討 

•假如在近代史中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就，忽
略了六四等重大的歷史事件，這會讓學生全面了
解中國的歷史嗎？ 

 

•教育局早年鼓勵不同的方式教授初中中史，例如
設立「歷史與文化科」。現在卻要一刀切設立獨
立中史科，是因為政治壓力嗎？這尊重學校的教
育專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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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科課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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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歷史與文化科」
是教育局早年極力向學
校推薦的科目 

•有不少學校依教育局的
意思開辦 

•根據教育大學的一項研
究指出，此科的教學效
果理想。 

•但現在政府卻要求取消。 



中史科課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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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會的答問環節，有老
師問既然所教香港史均與
國史有關聯，課綱為何不
直接把香港史與國史寫在
一起，何必另開欄目？不
待委員會主席回答，教育
局高官已搶先說，諮詢文
件內的劃分表格有誤導。 

•這使人質疑應相信專業團
隊草擬的文件？還是高官？ 

•政治壓倒專業？ 



中史科課程檢討 

教育局「修訂課程專責會」成員方耀輝，在香港電台節
目《香港家書》中表示: 

 
•擔心中史科會變得政治化 
•「國民教育擔子實在太重了，不能單以中史科獨力支撐」 
•希望中史科能回歸學術 

•讓前線中史老師可以有一個「不需要有政治包袱」的教學
環境、一個合情合理的課時或課節。 

 

 
Source: http://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hkletter 



中史科課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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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日） 

•下午2:30 – 4:30 

•網上報名： 

www.hkptu.org/chin
esehistory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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