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子京）教
育局宣布改革高中通識科，香港社會各
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不能
讓通識科繼續成為失德教師向學
生散播錯誤觀念的「洗腦」工
具，是次改革回應了現時社
會的關注，而在改革後的通
識科中加強憲法、基本法
和香港、國家及全球發展
等教育更十分必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
國謙認為，今次改革方
向正確，日後只設合格
與不合格兩級制，相
信可避免學生為獲高
分而故意迎合教師的

立場。就未來教育局會加強
德育教育、強化學生對國家
和民族的觀念，他希望教
育局統一教材，同時為道
德觀的教學制訂清晰指
引，令學科能有效推行改
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

北表示，通識科過往因無統
一教材而一直為人詬病，甚
至成為失德教師向學生散播
錯誤觀念的「洗腦」工具，將
其個人的政治觀念強加於學
生，對學生對國家的認知及其國
民身份認同構成負面影響。他認為今次改革
的方向可取，但局方必須繼續密切監察，例如
擬定統一教學指引，並定期派員巡查課堂，確保
教學質素。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理事

長王惠貞表示，特區政府有必要通過教育提高港人的
國家安全概念和守法意識，故在通識科目中加強憲法、
基本法教育十分必要。

改革助升學生明辨慎思能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主席馬浩文表

示，通識科改革回應了社會的關注，並認同通識課程加強憲
法、基本法以及國家教育等元素，及建立適用書目表。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日前發表聲明，指出通識科教育

存在嚴重的偏頗，令涉「黃」、涉「獨」老師和偏頗思想乘
虛而入，嚴重毒害孩子，此次改革有助於糾正過去通識教育
被異化的問題，且教育局日後會主動向學校提供適用書目，
自選書目需要先交予局方審批，相信這些舉措定能培養和提
升學生的明辨慎思和理性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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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異化不止 批判續淪盲反

公僕須擁護特區
不作分階段宣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
接受電台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正研究哪些公職人員須
依照香港國安法的要求，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
由她擔任主席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將作詳細討論。至
於一些非由公帑支薪但享有公權力者，以及區議員是否
也需按照香港國安法的要求進行宣誓，她表示須詳細討
論、小心研究，暫時未能公布。
林鄭月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表示，為落實基本

法、香港國安法的規定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
104條的解釋和有關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特區
政府將在今年內提交草案，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和
《立法會條例》等本地法例，以完善宣誓安排及處理宣
誓就職後因從事違反誓言的行為而須承擔的法律後果和
相關的法定程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日前表示，
全體現職公務員會一次過進行宣誓或簽署聲明安排，不
會分階段落實。
林鄭月娥在昨日一電台節目中強調，公務員作為特

區政府的僱員，效忠特區、擁護基本法及「一國兩制」
是理所當然的職責。宣誓的目的，是希望公務員隊伍堅
持「一國兩制」的原則，推動香港長遠發展，因此除非
有技術上問題，例如在安排全體公務員於同一時間及地
點宣誓時有困難，否則並沒必要分階段進行。

研各類公權者宣誓需要
她透露，特區政府正研究哪些公職人員須依照香港

國安法的要求，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香港國安
法屬於全國性法律，因此界定公職人員的定義未必與香
港的其他法例完全一樣，所以由她擔任主席的維護國家
安全委員會將作詳細討論。
她舉例說，一些規管機構如證監會不用政府出糧，

但有很大公權力，因此或不止視乎是否以公帑支薪，而
是須視乎公職人員的公權力。至於包括區議會、證監
會、選舉委員會等是否需要被認為是公職人員，現階段
仍需討論及小心研究，暫時不便透露。
被問及施政報告附篇中表示，特區政府將研究在內

地設立投票兼點票站，方便已登記選民在2021年立法
會換屆選舉投票，林鄭月娥表示，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研究後發現，境外投票的安排相當複雜，因此她只在施
政報告提出要留有空間，而不是一定要落實。若趕不及
在明年立法會選舉落實，亦無理由將設立「關愛隊」及
電子派票等安排與境外投票綑綁在一起。

特首：無框架無審教材積弊 改革重建理性國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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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在節目中直言，通識科在過去10年的爭議從未
停止過。作為必修必考的科目，甚至影響升讀大學的

資格，但通識科的課程無框架，亦沒有經過審批的教科書，
全由老師教授，做法並非穩妥。

客觀知識為先「批判」本非重點
同時，通識科的本意是讓學生汲收知識基礎、學習明辨慎
思能力，而明辨慎思的基礎是客觀知識和歷史背景，包括香港
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法源自國家憲法等，但現在很
多通識課堂變為時事辯論，令學生容易受某一種指導意見影響，
且通識科並非以訓練「批判思考」為重點，更非任何事都反對才夠
「批判」、接受特區政府及基本法就是「不夠批判」。
林鄭月娥強調，身為中國人，首先要認識國家的發展、了解憲法的
要求，增強國民身份認同不等於不能批評，但要重視及尊重中華民族，
看到自己的不足亦是改革和進步的動力。
林鄭月娥提到，去年修例風波中，很多年輕人被捕，有一些老師更和學
生一起進行「抗爭」行動。然而，特區政府並沒有將「黑暴」與通識科掛
鈎，更不同意通識課是「代罪羔羊」，只因通識教育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因素方
面，有足夠理由需要進行調整，特區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照「一國兩制」
對香港最大利益來籌謀。
她強調，希望香港的下一代能有香港情懷、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亦要對社會有
承擔。達到這些目標不能單靠學校教育，家庭和家長的教育亦很重要，培養學生正
確的價值觀，容納不同意見等。

外媒對港偏頗 令港形象受損
有自稱學生者烽煙指，擔心教材經教育局審批會涉及「政治審查」，又稱現時教材有提
到事件的正反兩面，正如外國的報章作平衡報道。
林鄭月娥回應道，教科書審批機制已存在多年，並非教育局說了算，過程亦有專家參與，

而且教材出版商亦非政府可控制。審批目的是令課程內容有根有據，如早前有教師涉扭曲鴉
片戰爭史實，及不能稱為客觀和中肯。
她續說，教科書只是教學其中一個材料，現時出現問題是涉及工作紙或試題，因此學生要

客觀學習，校長、老師、家長都有責任。
林鄭月娥並坦言，不認為外媒在報道時能做到客觀持平，尤其是針對香港，近年凡涉及政

治議題，都非常有立場，令香港國際形象受損。

高中通識教育科的爭議在社會從未停止，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改革通識

科，糾正過去通識教育科被異化的問題，但教

協等攬炒團體就聲言這是「政治凌駕專業」

云云。林鄭月娥昨日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

時表示，通識科問題早已出現，如今更

「異化」到令學生以為凡事反對才夠

「批判」，導致「樣樣都反對」，甚

至參與違法行為。通識科改革要求學

生建立國民身份認同，不等於不能批

評，但要有根有據，重視及尊重中華

民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區議員去
年借暴上位後，不斷在區議會會議上炒作政治議
題，罔顧社會民生事務。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

接受電視專訪時直言，新一屆區議會近一年來都是
「吵吵鬧鬧」，不但偏離了區議會進行地區諮詢的
職能，也沒有達到市民對區議會的期望，因此現在

要處理的問題，就是怎樣讓區議會做好自身工作。
林鄭月娥坦言，政府官員已不知如何與區議會合

作討論地區事務，這在多次區議會會議中，甚至出
現不愉快場面，攬炒派的區議員「不斷侮辱我的同
事，特別是警務人員」，多次令警務人員離場，令
人質疑區議會現時是否能夠發揮應有的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表示，修例風波和疫情令過去一年成為香港回歸
以來最困難的一年，香港國安法雖然令社會恢復穩
定，但特區政府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講清楚「一
國兩制」的初心，否則未來若再有涉及中央和香港
關係的討論時，香港社會還會走向兩極。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先後出席不同電台節目。
她表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社會恢復穩定，沒
有了「黑暴」事件，但有人指「黑暴」只是在限聚
令等限制下潛藏，一旦香港再出現有爭議的事件，
「抗爭」行動可能會再出現，因此不敢掉以輕心。
修例風波令香港社會經歷了從未有過的撕裂，林

鄭月娥直言，社會撕裂更令她感受到了香港的複雜
和多元，以及有些事不能認為是理所當然（Take
for Granted），例如「一國兩制」的初心、香港的
憲制基礎、香港不能容忍任何危害國家的行為等都
要講清楚，否則每次這些問題出現時，社會便會走
向兩極。因此，新一份施政報告將「一國兩制」獨
立成章，就是為了能講清楚，讓市民看清楚。

勾畫可行遠景 利重振港信心
林鄭月娥在另一電視專訪中也提到，令港人人心
回歸不是歸於特區政府或特首，重點在於對香港有
沒有信心，施政報告中的眾多經濟及民生方面的遠

景措施，相信會令市民對香港有盼望。
她舉例說，機場三跑建設，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人工島發展自動化停車場，機管局將推展「航天
走廊」，興建無人駕駛運輸系統，連接「航天城」
娛樂商業區等；在西九文化區將建成兩個世界級博
物館，在香港即可欣賞故宮博物院的八百件珍藏；
又例如「躍動港島南」計劃，市民可以看到重生海
洋公園和珍寶海鮮坊，相信這都會令市民對香港有
盼望和信心。
至於近期坊間熱議的司法改革，林鄭月娥表示，

每個機構都可進行改革，如立法會準備修改《議事
規則》，司法方面亦須視乎實際情況和社會訴求而
調整做法，如有意見認為法院應引入科技審案，以
應對在疫情期間法院或需關閉的情況，她亦支持這
方面的改革。

講清「一國兩制」初心 遏止兩極化

區會濫吵失能 罔顧民生失民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余韻）通識科過去
長期被異化，教育局終決定大刀闊斧進行改革，
教育界人士均表認同。香港校董學會昨日發表聲
明支持當局的決定，並期望新修訂教學內容可於
明年9月盡快在中四級開展，未來亦應提供更多資
源及機會讓老師及學生往內地進行交流考察，尤
其學生在中四及中五階段，開拓他們的視野。

改革清理亂源 騰出學習空間
香港校董學會認為，高中通識科自成為核心科
目以來，其間雖然經過2014年的「新高中學制中
期檢討」及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作出了建議，
但該科幾乎原地踏步。2014年底持續79天的「佔
中」與去年6月開始的修例風波，有些大、中學生

以違法手段去爭取他們所謂的「公義」，部分年
輕人好像着魔地被洗腦。該會相信，回歸以來教
育失敗的主要根源，正是通識科單元內容成為
「反社會」的教育源頭。
對教育局對通識的改革方向，香港校董學會均
表示贊同，但希望公開考試除了設立合格及不合
格外，並可增設優異等級，以鼓勵學生努力學
習；課程大綱及內容必須與時並進，適時加插當
代領域的課題；校董及校長應就教學內容提供意
見。此外，由於課時減半，該會促請教育局協助
有關老師轉型，並加強現任老師的培訓。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將評分改為「及格」和「不及格」，有助減
輕學生的考試壓力，為他們創造更多學習空間。

同時，不少現職通識科教師並非通識教育師訓出
身，課程改革能讓他們投放更多時間在本身的專
長學科上，「例如念歷史的老師，可以投放更多
時間在國民教育上。」
他並提到現時通識科教科書「冇王管」問題嚴
重，結果出現不少問題教材，故教育局有必要審
視、甚至是編寫教科書，「教育局應該對通識科
的關鍵概念有話語權，不能任由坊間自由定
義。」
就通識科未來會易名，黃晶榕認為是好事，

「這可以讓公眾重新認識該科宗旨和內涵」，由
於學生需要有守法意識、了解憲法及基本法的重
要性，故建議新科目名稱可改為「法治及國民教
育科」，以強調法治的重要。

冀新修訂速開展 教界倡添北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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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回應通識改革

1. 無課程框架，無審批教材，並不穩妥

2. 客觀知識，明辨慎思才是重點

3.「異化」致學生以為凡
事反對才夠「批判」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