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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自 2009 年實施以來，無論是課程設計、課程實施或課程評估

一直都備受廣泛批評，惟歷屆特區政府都無力解決。直至是年 11 月

25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2020年施政報告》，提出要向通識科

開刀，翌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進一步闡述改革方案，有關問題隨即成

為社會爭論的焦點，連《人民日報》11月 29日也發表評論文章，指

出香港通識教育不能再淪為「攬炒」和「洗腦」的工具，應剪掉這枝

「毒刺」！ 

 

根據楊局長的論述，通識科改革措施之一，就是要鼓勵學生回內地考

察，讓學生能夠親身認識國情和國家發展。惟此舉竟然引起個別教師

工會頭目及多名城中政客帶頭反對，批評政府強逼學生回內地考察會

惹人反感。對於這種歪理，筆者無法認同！ 

 

第一，認識自己的國家是理所當然的事。 
根據《中國憲法》第 31條和《中國香港基本法》第 1條規定，「香港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再說，教育的第一要務應引導

學生釐清自己的身份；事實上，絕大部分香港居民的籍貫都在內地。

因此，教師應該不忘初心、盡己所能，透過學校教育，引導學生立足

香港、心繫祖國、放眼世界，認識香港和內地血濃於水、唇齒相依的

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聯繫和現況。這是理所當然

的事，既是法理要求，也是情感和現實需要。 

 

第二，認識自己的國家乃特區教育政策。 
回顧教統會 2000 年公布的教改方案，提到香港整體的教育目的是要

把學生培養成為能夠為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的人。教育局在

2017 年檢討課改成效時，再次重申國民及全球公民身份認同是香港

的課程宗旨之一。而 2007 年制定、2014 年更新的通識科課程指引，

也明確指出「高中通識教育科旨在幫助學生加深對自身、社會、國家、

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的理解」。換言之，無論從香港整體的教育目的、

課程宗旨和通識科本身的課程目標來看，引導學生認識自身的國家，

是特區政府一貫的教育政策，故作為負責任的教師，應該積極落實這



項要求。 

 

第三，學生會否反感關鍵是教師的引導。 
身為教師，或許都有類似的經驗，有學生向你表示過不喜歡上英文課，

不喜歡參加學校某項課外活動，不想被學校編入某一個班級，不想父

母出席學校舉辦的家長會……惟作為教師，我們細心聆聽學生的聲音

後，一定會作出適當的引導；在沒有特殊理由的情況下，我們往往不

會隨意答允學生。因為身為成年人的教師，我們知道自己有責任要引

導未成年的學生走正確的路，作出合符情理或自身長遠利益的選擇。

再說，鼓勵高中學生回內地考察，既可豐富生活經歷且能擴闊視野，

而考察成績又不計算入文憑試，很大可能還有政府資助，從任何一個

角度來看，都是一件美事，應該支持。惟部分教師要是帶著反社會和

反國家的思維而附和或支持個別學生作出不想回內地考察的選擇，情

況就會變得複雜，學生容易產生被政府所逼的感覺。換言之，要求學

生回內地考察會否惹人反感，關鍵在於教師是否真誠地關心學生、熱

愛社會和國家，並且從心出發引導學生做該做的事。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筆者奉勸那些帶頭反對通識科課程改革的

業界人士和城中政客多說良心話、多做善良事，出言有尺、行事有度，

別再執迷不悟、胡言亂語煽動師生反政府，這種言行實在幼稚無知、

惹人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