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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央对港局势研判准确 要求以有力行动止暴制乱 ［Ｎ］．文汇报，２０１９－０９－０４ （Ａ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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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香港回归以来，由于部分港人的思想认识偏差、反对派的长期阻挠和教

育改革的政策局限等方面的原因，包括国民教育、国情教育、“国史”教育、“一

国两制”和 “基本法”教育在内的 “国家认同教育”开展得并不顺利，始终存在

着重大遗漏和缺憾。对此，香港社会各界有必要团结一致，从 “国家认同教育”

的科目、教师、教材和舆论等方面着手填补空白和短板，改进工作，促使 “国家

认同教育”落到实处，从而巩固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思想基础、保障 “一国

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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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香港社会频频发生一些挑战 “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政治纷争和政治事件。２０１９年６
月，香港更是爆发了自回归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烈度最强的 “暴力抗争”活动。这场活动肇

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以下简称 “特区政府”）为阻塞法律漏洞而推行的 《逃犯条例》修订工

作，最终却在香港社会内外 “反共反华”势力的联合策动下演变为一场表现出明显 “颜色革命”特

征的政治风波。①在这场风波中，诸如焚烧国旗、涂污国徽、冲击中央驻港机构、殴打内地同胞、捣

毁中资企业等漠视国家尊严、伤害民族感情的乱象丛生，②达到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程度。即便如

此，部分港人仍然对此类乱象表示 “理解”，始终不愿与之 “割席”。这直接说明回归以来部分港人

国家认同感薄弱乃至缺失的状况不仅没有根本改观，还在一定条件下有恶化的趋势，反映出港人的
“国家认同教育”存在着系统性的重大遗漏和缺憾。针对这些遗漏和缺憾，全面强化、改进和落实香

港的 “国家认同教育”，是巩固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之思想基础、保障 “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

远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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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港人 “国家认同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旨在提升港人特别是青少年国民意识的教育举措。①

虽然这些举措对强化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问题，

总体状况和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一）国民教育 “空心化”

回归前，在港英当局长期殖民统治教育的影响下，相当一批香港同胞的国民意识淡薄。为此，

“法理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行国民教育，强化香港同胞的国民意识，促进
“人心回归”。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香港特区成立庆典上，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呼吁香港市民加强认识

并热爱国家和民族，加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尊重和认同。② ２００１年，课程发展议会颁布 《学会学

习———课程发展路向》，确定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课程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其中强调通过认识各个学习

领域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元素来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③ ２００４年，特区政府成立国民教育专责小

组以统筹校外国民教育的推广工作。④ 此后，一方面，特区政府和国民教育专责小组通过宣传短片、

寻根之旅、文体名人访港等多种活动浸淫式地培养香港同胞特别是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

教育部门和学校通过中国语文科、中国文学科、综合人文科 （中国历史、地理）等科目渗透式地加

深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总体而言，这段时间的国民教育主要是一种倾向 “文化认同”和 “地理认同”层面的国民身份

建构，虽然部分港人对这种国民教育形式仍抱有警惕和质疑，但整体的社会反应比较温和、理性。

伴随着香港特区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既有的国民教育形式和程度已经难以满足现实

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２０１０年，特区政府正式提出形成独立 “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任务，⑤ 以正

面建构作为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核心部分的 “国家认同”。２０１１年，教育部门开始就 “德育及国民教

育科”课程指引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从包括 “国家”在内的五个生活范畴建立正面价值观和身份认

同。⑥ ２０１２年，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参考教材 《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然而，这些旨在引

导香港青少年认识国家、热爱国家并贡献国家的举措不仅未能被部分港人理解，反而引发激烈反弹，

被污名化为 “洗脑工程”“政治宣传”，⑦ 这说明部分港人对 “一国两制”中的 “一国”始终心怀抗

拒、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层面的国民身份建构始终意图抵制。此后，反对派借势鼓动部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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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游行示威，“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被迫 “无限期”搁置。① 至今，以非独立学科形式存在的国民教

育依然呈现 “空心化”的状态，“国家认同”层面的价值观教育严重缺位；不仅如此，诸如国情教

育、“国史”教育等具有类似功能的知识论教育也存在着各种漏洞。

（二）国情教育 “泛政治化”

２００３年香港 “国家安全条例”本地立法失败以后，为了增进香港同胞对国情的认知和对国家的

认同感，特区政府的教育部门和国民教育专责小组曾在社会层面谨慎地推出了诸如 “香港领袖生奖

励计划：国情教育课程”、“心系家国”电视宣传短片等一系列软性的国情教育活动。② 但是，这些

活动无一不是立即被反对派及其支持者扣上 “洗脑”“政治灌输”的帽子。③ ２００４年，为了了解教师

群体对国情教育的态度，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随机对２５０名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的教师展开调查问

卷，结果显示，虽然大部分教师认为应该加强国情教育，但是有高达６２％的教师不认为传导正面价

值观、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在其职责范围之内。④ 这实质上意味着在学校层面教授以培养国民身

份认同为宗旨之一的价值观教育课程的教师中，有超过一半的教师假借殖民管治时期所谓 “政治中

立”的名义，将 “国家认同”视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予以拒斥。２００９年，在合资质专教师资仍然缺

乏的情况下，通识教育科匆匆上马，成为新高中课程的核心科目之一，通识课堂迅速成为学生接受

国情教育的重要场域。但是，在探讨中国社会文化议题时，教师和学生自行选取有关国民素质的教

学素材基本是关于中国人 “脏、乱、吵”的标签化论断；⑤ 在探讨中国政治议题时，教师和学生自

行选取的教学素材中充斥着在西方 “普世价值”视角下对中国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污名化指控。⑥ 在

２０１９年的 “修例”风波期间，通识教育课堂更是出现了一些教师煽动学生上街 “反送中”、将政治凌

驾于专业的不正常现象。⑦ 这些实例说明，一直以来，动辄被贴上政治标签，抑或以 “去政治化”

之名行政治教育之实的泛政治化国情教育，不仅无法正常呈现关于国家进步的基本常识，甚至连

“是其是，非其非”的底线都无法达到，不仅无法在表情达意层面导向 “国家认同”，反而在长期丑

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偏见中滋生了青年一代 “仇中”“反中”乃至 “脱中”的情绪和思潮。

（三）中国历史教育 “边缘化”

２０００年年初，香港特区政府教育署课程发展处启动第一阶段的课程改革，首先就合并中国历史

科问题展开公众咨询，此举立刻遭到正在呼吁将该科重新纳入初中共同核心课程的教育界的广泛反

对。⑧⑨ 尽管如此，在２００２年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 《基础教育课程指引》中，中国历史科仍然从形

式上被整合进 “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这一综合性学科之中，⑨瑏瑠独立地位岌岌可危。为顺利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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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课程改革，对接即将成为高中核心课程的通识教育科，特区政府教育部门在其后数年大

力游说各个中学落实 《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取消中国历史科的独立地位，进而将其纳入 “综合人文

科”。在一系列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下，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香港共计９０所中学 （约占全港中学的五分

之一）相继取消了初中阶段中国历史科的独立地位。① 及至２００８年，香港共计１０７所中学 （约占全

港中学的四分之一）取消了初中阶段中国历史科的独立地位，② 中国历史教育的存在感遭受进一步

打击。不可否认的是，《基础教育课程指引》确实强调中国历史部分仍然是初中阶段必不可少的教学

内容，但是由于缺乏资源投入和课程支援，在实际教学中，该部分内容既缺乏专教师资又无力保障

规定课时，无异于自生自灭的 “闲科”。③ ２００９年，课程改革进一步推进，新高中课程开始实施，以

往 “文、理、商分流”的局面被打破，新制度下学生可在核心科目之外的２０科中选修２～３科。④ 在

此直接作用下，２０１２年举行的首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历史科日校考生出席人数由此前的２０　０００
余人断崖式下跌至８　０９９人，此后逐年减少，至今基本维持在６　０００余人的低水平。⑤ 这些现象和数

据，不仅说明中国历史科在中学日益边缘化的尴尬位置，也反映出香港绝大部分中学生无论是在初

中阶段还是在高中阶段都未能接受有效的中国历史教育。近年来，香港社会频频出现 “媚英”案例

和 “辱国”事件，充分暴露出部分香港人对 “国史”特别是近现代史部分的无知和对国家民族苦难

的冷漠。为此，社会各界的 “爱国爱港”人士纷纷强烈要求特区政府强化 “国史”教育的政策支持。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特区政府提出恢复中国历史在初中阶段的独立必修科地位，推动学生认识中国历史文

化，⑥ 这固然是亡羊补牢之举，但 “国史”教育在香港弱化近２０年所形成的机制、师资和思想认识

等层面的积弊恐怕不是短期内可以祛除的。

（四）“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教育 “肤浅化、片面化”

１９９８年１月，特区政府成立以政务司司长为主席的 “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负责统筹社会

层面的 “基本法”宣传和推广工作。⑦ 此后，“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和相关爱国爱港团体每年都

会开展一些以 “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为主题的知识竞赛、巡回展览、专题讲座和辩论赛事等社

会教育活动。客观而言，这些以普及性为导向的活动虽然有助于提升普通群众对于 “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的感性认知，但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 “一国两制”的深刻内涵和全面把握、整体地理解
“基本法”的各项规定，其作用比较有限。对于 “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更为全面准确的理性认

知，仍然有赖于系统、深入和持续的学校课程教育。遗憾的是，回归以来，学校层面的 “一国两制”

和 “基本法”教育并未引起教育部门足够的重视。虽然小学的常识科、初中的生活与社会科和高中

的通识教育科确实含有 “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的教学内容，但在实际教学中这部分内容一直是
“可有可无”“蜻蜓点水”。⑧⑨ 关于通识教育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课程发展议会与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公布新高中课程第一阶段的咨询文件，其中明确提出将 “生活在 ‘一国两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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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作为必修单元。① 然而，当２００５年６月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公布第二阶段的

咨询文件时，该必修单元却更名为 “今日香港”，原本作为指导思想和宪制基础文件统领整个单元的
“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被降格为 “法治和社会政治参与”主题下一个应有的 “学习经历”。② 这

在极大地降低了 “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的教学时数和重要性的同时，在思想上对教师和学生产

生了严重误导。２００９年新高中课程正式启动以后，由于绝大多数通识科教师并未受过法学训练，大

量通识科教师都不明所以地采用了 “占中”推手戴耀廷提出的 “法治四层次论”这一违背 “法治”

之香港核心价值的错误概念，③ 更遑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一国原则、 “一国”与 “两制”的关系、

“一国”之内 “两制”的主次关系、国家宪法与 “基本法”的主次关系等更为根本性和深层次的问

题，“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教育的肤浅和偏颇程度可想而知。２０１４年， “占领中环”运动爆发，

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参与者所提出的诸如 “公民提名”“政党提名”“港人自决”等政治诉求直接反

映出其对于 “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 “基本法”基本精神的无知，回归以来 “一国两制”和 “基本

法”教育不力的积弊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特区政府强化 “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教育。２０１４年６月，特区政府教育局更新 《基础教育指引》，首次在小学阶段 “德育及公

民教育”项目中引入 “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的学习元素。④ ２０１７年３月，特区政府教育局更新
《中学教育课程指引》，建议中学在初中３年内预留至少１５个小时讲授 “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⑤

虽然这些措施有助于加强 “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教育的课程支援，但在关联独立学科和现实议

题教学的模式下，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既零散又不完整、既重时效又功利化，最终能产生的效果并

不容乐观。

二、港人 “国家认同教育”困局形成的主要原因

港人的 “国家认同教育”呈现出这样一种艰难局面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概言之，主要有部

分港人的思想认识偏差、反对派的长期阻挠和教育改革的政策局限三个层面的原因。

（一）香港社会始终存在一种固守意识形态偏见、不愿适应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社

会心理

早在１９８４年，“一国两制”的 “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提出了 “港人治港”必须 “以爱国者为主

体”的重要思想。⑥ 其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 “一国两制”具体实践基础上又进一步传承、丰富

和深化了这一思想。２０１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实践》政府白皮书，其中明确提出在 “一国两制”下，治港者肩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等重要阐释。⑦ 可以说，“以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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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港”是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必须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爱国

爱港”也必须如同 “法治”一样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核心价值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因

此，香港社会各界，无论信仰什么主义、秉持什么立场，都有责任、有义务超越政见差异，团结在
“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共同加强对港人特别是青少年的 “国家认同教育”，以促使 “一国两制”事

业在香港特区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然而，部分港人始终无法认识到这种 “逻辑必然性”，始终不谈
“一国之大同”而只强调 “两制之大异”；又或者长期以一种 “教条化”“简单化”、本质为 “西方中

心”的所谓 “国际标准”来审视国家的特殊国情，始终以一种过时的 “冷战思维”来警惕乃至敌视

统一于 “一国”之内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片面认识或错误思想，弥散于香港学校、家庭、社

团、媒体等各个社会领域、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致使相当一批港人既不愿确立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央政府努力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之决心和诚意的基本信任，更不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中央政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予以必要的 “同情之理解”。在这

种社会心理下，旨在促进 “国家认同”的各种教育形式都很容易遭受各种 “莫须有”的攻击和抵制，

“国家认同教育”总是步履维艰。此种 “因果循环”，又进一步加剧了部分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对

国家的无知和冷漠，甚至助长了 “本土主义”分离思潮的产生和兴起。

（二）反对派在教育和传媒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强势的话语权

在教育领域，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以下简称 “教协”）是一个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大

学各级学校教师组成的工会组织。作为香港规模最大 （现有会员近１０万人）的单一行业工会，“教

协”同时也是香港规模最大的 “泛民”组织，政治立场鲜明。２００９年新高中课程出台以来，“教协”

一直密切跟进通识教育科的教学情况，并长期为通识教育科师生学习 “现代中国”单元提供了大量

抹黑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状况的教材。① ２０１２年 “国教”风波期间，“教协”一方面大肆宣传针对

国民教育的各种污名化指控，另一方面广泛组织动员要求特区政府撤回 “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游

行示威，② 这不仅直接导致 “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胎死腹中”，而且致使教育部门和学校从此以后

谈 “国”色变，并波及一切 “国家认同教育”形式，后患极大。在传媒领域，壹传媒有限公司是香

港一家亲 “泛民”的传媒企业，曾先后推出 《壹周刊》（１９９０—２０１８）、《苹果日报》（１９９５年至今）、

《爽报》（２０１１—２０１３）等杂志和报纸。其中，定位于 “小报”的 《苹果日报》，常年是香港所有收费

报刊中读者人数最多的日报，③ 影响范围尤其广泛。长期以来，《苹果日报》站在 “反共反华”的政

治立场上，一方面竭力为 “泛民”、各种分裂势力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主张和理念摇旗呐喊，④⑤

另一方面大肆丑化国家形象和内地人民，极力挑拨香港同胞同内地同胞的关系，刺激内港矛盾。⑥

在通识教育科 “剪报教学”的模式下，相关议题的材料都会以正反观点的形式纳入教材，进而源源

不断地流入通识课堂。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网络化浪潮席卷全球，传统媒体逐渐式微，网络媒体

方兴未艾。伴随着香港社会各种新兴政治势力的产生，诸如 《热血时报》 （２０１２年至今）、 《立场新

闻》（２０１４年至今）等亲 “泛民”和 “本土主义”的网络媒体也相继出现。２０１９年，香港中文大学

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对传媒展开追踪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所有的网络媒体中，《立场新闻》的 “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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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分高居榜首。① 在严重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结果固然会失之公允，但亦从侧面说明反

对派在网络媒体领域的影响力相较于各种传统传媒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新形势下，香港市

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势必受到更为深刻的负面影响，“国家认同教育”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三）“千禧年”教育改革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教育改革的风潮下，香港对其教育制度展开了大刀阔

斧的改革，以迎接经济转型、政治发展和社会分化所带来的各项挑战。２０００年９月，教育统筹委员

会向特区政府提交 《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正式拉开了香港教育改革的序幕。这场改革旨在革除

“填鸭式”教育的弊病、建立起利于 “终身学习、全人发展”的教育体系。②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

教育部门在此后近１０年间相继从课程、评核和学制等方面对各教育阶段的教育机制进行了全方位的

改革。其中，最为核心、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２００１年启动的课程改革。在课程架构方

面，课程改革的主要线索是通过压缩传统 “科目”、划分 “学习领域”的方式减少 “科目”数量，从

而开辟新的教学空间，融入通识教育科、应用学习、其他学习经历等新的教育元素，促进多元学

习；③ 在教学文化方面，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变教师单向的知识传授为学生自主的知识建构、变

课本主导的单一教材模式为报章、杂志、网络并进的多元化教材模式、变偏重学术的应试教育为兼

顾德、智、体、群、美的全人教育，如此等等。④尽管这些理念和举措对于提升香港教育制度的发展

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然产生了不少 “名不副实”和 “矫枉过正”的问题。一

方面，新课程不仅未能帮助师生和家长 “拆墙松绑”，反而致使其工作和学习负担更加沉重，包括品

德教育和 “国家认同”教育在内的各种价值观教育仍然是课程体系中备受冷落的项目，中国历史科

更是在课程合并和学制调整过程中一度失去独立地位，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新课程特别是通

识教育科过于淡化传输基础知识，过于强调培养共通能力，过于忽视规范性的教材，过于重视多元

化的资讯，学生往往在缺乏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基本学养的情况下 “批判性”地探究 “现代中国”

和 “今日香港”中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普世价值”等一系列对知识储备和思维层

次有较高要求的复杂议题，以至于极易受到主流舆论的负面影响，人云亦云。可见，尽管 “千禧年”

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改革立意甚高，但客观上并未能很好地兼顾没有 “实际效用”的价值观教育和

没有 “短期效用”的基础知识教育。对此，近年来，特别是 “占领中环”运动和 “修例”风波以后，

随着部分青少年在品德和 “国家认同”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包括相关参与者在内的越来越多

的政界和教育界人士已经逐步意识到这场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改革所存在的历史局限。⑤

三、港人 “国家认同教育”改进的政策建议

“国家认同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整体布局上需要学校课程教育和社会舆论教育的密切配

合，在具体教学中少不了教师和教材的正确引导。因此，有必要对其中每个存在疏漏的环节进行全

面改进，以促使 “国家认同教育”落到实处。

第一，重新规划并启动将国民教育课题整合成独立必修科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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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追踪研究市民对传媒公信力的评分调查结果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ｏｍ．ｃｕｈｋ．ｅｄｕ．ｈｋ／ｃｃｐｏｓ／ｂ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④ 教育统筹委员会．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ｅｄｕ．ｈｋ，２０００－０９．
程介明．通识教育不是政治战场 ［Ｎ］．信报财经新闻，２０１８－０５－０４ （Ａ２０）．
董建华：任内推通识教育：造成现时年轻人问题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ｍｉｎｇｐａｏ．ｃｏｍ／ｉｎｓ／港聞／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０１９０７０３／ｓ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２１５２６７２６７４／，２０１９－０７－０３．



在 “国家认同教育”的各种具体形式中，无论是国情教育、“国史”教育，还是 “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教育，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都面临着实际教学严重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无

论试图加强何种形式的 “国家认同教育”，都无异于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无论是从生活

在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同胞应尽的义务角度来看，还是从培养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客观需要

的角度来看，重新规划并启动 “国民教育科”的相关工作都势在必行。唯有在独立必修的 “国民教

育科”中融入当代国情、历史 （主要是近现代史）国情、“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等内容，才能从

形式上一体化地解决长期存在于 “国家认同教育”中的碎片化和教学不足的问题，才有可能引导学

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循序渐进地加深对国情、“国史”“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的全面、客

观认知。

第二，必须对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公民教育课程体系、中国历史科等所有具有价值引导功能的

课程和科目教师进行严格的遴选、培训和管理。

在 “国家认同教育”的各种具体形式中，无论是价值观教育还是知识论教育，都不可能是 “价

值中立”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导向 “国家认同”。因此，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

还是特定价值的引导者，使命崇高，责任重大，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然而，长期以来，有相当

一批教师不仅对此并不认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在课堂上开展批判教育、丑化教育和仇恨教育。

为此，无论是出于 “国家认同教育”的性质考虑，还是出于 “国家认同教育”的规范性和专业性考

虑，都有必要依法特别是香港 “国安法”的有关规定全面筛选相关课程和科目的教师，并对其进行

严格的培训和管理，以首先确保这些教师自身具备开展 “国家认同教育”的资质。否则，在近年香

港政治严重分化、社会严重撕裂的局面下，任何培养国家认同感的平台都可能变质成为滋生国家疏

离感的温床。

第三，必须统一规定并审核通识教育课程、公民教育课程、中国历史科等所有具有价值引导功

能的课程和科目的课本和教材。

应不应该统一并审核相关课程和科目的课本和教材，在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香港社会是个争议

已久的话题。支持者以实效为导向，认为统一规定并审核课本和教材有助于纠正偏差、提高质量、

规范教学；① 反对者以理念为导向，认为统一规定并审核课本和教材违背了 “千禧年”教育改革
“多元化”的初衷。② 正是因此，即便长期以来因课本和教材引发的教学事故已屡见不鲜，饱受诟

病，教育部门也并未采取实质性的应对措施，仅于近期开始提供自愿性质的咨询服务。③ 在此，需

要明确的是，相关课程和科目的课本和教材问题，虽然在教学层面是一个专业问题，在执行层面是

一个行政问题，但其本质更是一个关乎培育 “爱国爱港”核心价值观和管治人才、关乎 “一国两制”

事业后继有人的政治问题。因此，如何考量绝不应局限于教育课程改革之一隅，而应着眼于 “一国

两制”事业行稳致远之大局。再者，教育课程改革本身也客观存在一些 “矫枉过正”的弊端，一些

理念和措施理应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环境的变化有所调整。故而，相关部门必须尽快采取措施统一相

关课程和科目的课本和教材，建立规范的送审制度。

第四，充分利用新媒体和网络社交平台等新技术手段，讲述有质感的 “中国故事”，增强 “爱国

爱港”力量的舆论话语权。

近年来，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已经彻底颠覆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社交模式和获取资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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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教局须设送审制度 ［Ｎ］．大公报，２０１９－０８－２６ （Ａ０４）．
教师称少用课本 送审违多元初衷 ［Ｎ］．明报，２０１９－０９－２４ （Ａ０２）．
纪晓风．教育局设通识书谘询７出版社参与 ［Ｎ］．信报财经新闻，２０１９－０９－２４ （Ａ１６）．



２０１４年 “占领中环”运动和２０１９年 “修例”风波之所以能以这样一种超常规模和即时方式展开，原

因之一便是参与者利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ＦｉｒｅＣｈａｔ、Ｔｅｌｅｇｒａｍ、Ｌｉｈｋｇ等社交软件、即时通信软件和本地

论坛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和动员工作。这意味着，在课堂上系统开展的 “国家认同教育”无时

无刻不面临着来自虚拟世界碎片式的冲击和挑战。因此，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必须严格依法特别

是香港 “国安法”的有关规定，对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指导、监

督和管理，严守底线和 “红线”；另一方面，“爱国爱港”力量也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利用新媒

体和网络社交平台等一切新技术手段，在客观、准确的前提下，以大多数香港同胞喜闻乐见的方式

讲述高质量、高水平的 “中国故事”，切实引领舆论导向，强化舆论话语权。

总而言之，在香港开展港人 “国家认同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

各样的问题。对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特区政府，无论是内地人民还是香港同胞，都必须有清醒

的认识。一方面，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正视而不能忽视，必须果断采取相应措施而不能无所作为；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问题要充分认识到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解决起来必须久久为功，绝非朝

夕之功。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有赖于香港社会各界务实讨论、凝聚共识、以 “一国两制”事业的

大局为重，共同承担起开展 “国家认同教育”、促进 “人心回归”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责任编辑　李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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