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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实证研究

李臣之，郑 涵，梁舒婷，黄晶榕

摘要：通过对1239名香港中小学生调查发现，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水平相较

于之前的同类研究有所提高，但是，在“个体价值”的认识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

间，部分学生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身与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对自身所属国家的价

值或共享感的主观认知明显不足；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在年级、母亲国籍、曾就

读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香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在7个维度呈正相关。依据调查

结果，建议鼓励香港中小学生到内地研学实践，或到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子弟校或子

弟班就读，重点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融入祖国发展大局，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

展潮流，以提升香港学生参与祖国建设的意识和自信；加强香港教师爱国教育培

训，聚焦国家认同教育目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式，铸牢学生的政治

思想基础；发挥母亲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家校协同，优化国家认同

教育的家庭环境，系统提升学生国家认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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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

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主权、道德价值观、

理想信念等的认同，其本质是个体将自己的民

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

利益的主体意识。。1人们只有了解自己的国民

身份，认识到自己与国家的密切联系，将自我

归属于国家，才会自觉关心国家，捍卫国家主

权和民族利益。港澳回归祖国后，港澳同胞的

国家认同状况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为推动香港积极融人国家发展大局、

增强香港青少年对祖国的向心力，党和国家先

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重大政策和措施。2020

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 (以下简称“国安法”)。

“国安法”明确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应当通过

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

教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

识和守法意识。”2自“国安法”实施以来，香

港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显著进展，香港特区政

府通过惩处乱港分子、改革课程、清理内容不

当的教材等措施，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简称“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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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不断增强香港同胞的

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

告进一步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

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港澳同胞的爱国

精神，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

的统一战线。[31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建设为促进

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提供了重要契机，越来越

多的港人子弟到内地游学、参观、就读，他们

有了更多的机会深入了解国家发展和社会现

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

同的现状如何?有何变化?他们在多大程度上

认可和接纳自己的国家?影响因素有哪些?如

何加强香港中小学生的国民教育、提升香港中

小学生的国家认同?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整合相关研究工具，自编量表

考察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现状及关键影响因

素，为香港中小学生的国民教育的有效开展提

供针对性建议，助力香港中小学深度推进国家

认同教育。

二、文献综述

(一)香港地区国家认同水平调查

当前，针对香港地区国家认同的实证调查

并不多，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视角，通过调查

研究发现，香港公民的国家认同状况存在不同

特点和差异。涂敏霞等人针对14 30岁香港

青少年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

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水平并不高，爱国程度

平均分为2．64(以1 5分测量香港青少年的

国家认同程度)，部分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

分值明显偏低，且香港青少年中真正的完全没

有国家认同的群体呈现低龄化、扩大化和非理

性化的趋向。_4J沈本秋援引香港亚太研究所的

追踪调查数据指出，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

认同一直没有大幅提升，受殖民统治和制度短

缺的影响，香港人的国家认同进展十分缓

慢。一]郝诗楠基于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

查中心所做的“香港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系

列民意调查结果指出，回归以来，香港人受访

者对政权意义上的“中国标记”抗拒的程度要

高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标记”。更为严重的

是，这种在公民身份或政权意义上“中国人”

认同的模糊性已经逐渐开始反过来影响许多香

港人对于文化意义上“中国人”的认同。_60凯

文(Kevin)等人通过调查发现，香港年青一代

与老一辈的身份认同存在显著差异，80后更倾

向于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7

与上述相对悲观的调查结果不同，一些学者对

香港公民的国家认同水平表现出一种谨慎乐观

的判断。例如，郭艳和徐博东通过对比1997

年和2005年有关的民意调查数据后发现，回

归后香港同胞的“中国人”意识在逐渐增长，

单一的香港人身份认同大为减少。口又如，郑

宏泰和尹宝珊就香港政改问题进行全港性随机

抽样民调①，调查表明，大多数民众都认同政

改方案应遵守“基本法”以及全国人大的相关

决定，对于激进民主政团的支持度只维持在数

个百分点的水平，因此，郑宏泰和尹宝珊认

为，尽管香港人仅维持三成水平的“中国人”

认同，但不能因此判定香港“本土主义兴起”

以及出现强大的分离主义行动。[9]

既有的相关实证研究通过问卷测评香港公

民的国家认同现状，为国家认同教育评估和反

思提供了参考借鉴。但既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一方面，大部分实证研究主要是借用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和香港青年联合会等

研究机构的第二手调查数据，这些第二手数据

采集的时问段大多集中于2013年之前，数据

年代久远，不能确切反映当前香港青少年国家

认同的真实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已

有研究工具相对简单，没有形成独立且自成体

系的问卷结构，且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成人群

体，香港青少年群体国家认同实证调查明显不

足。香港中小学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和接

纳自己的国家?他们更加认同国家的哪些方

面?这些问题亟待深究。

(二)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香港公民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有

①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一般简称政治改革或政改，通常指香港主权移交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巾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而制定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及其发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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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从单一角度深刻剖析某一因素对香港青少年

国家认同的作用机理。例如，符可莹(HO_Ying

Fu)等研究者通过比较香港殖民时期与回归后两

种教育文化以及教育环境与其国家认同的相关分

析来测量社会环境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影

响[1胡；洪英怡运用实验法、访谈法检验香港青年

对内地的态度、内隐信念和认知等个体因素对国

家认同的影响[1阳；弗朗西斯(Francis)指出后物

质主义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香港年轻人对国

家的看法，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香港年轻人

不单纯满足高速的经济增长，他们强调自我价值，

崇尚自我解放，更加关注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

对国家的期望呈现出“后物质”取向L120；张萌萌

则发现媒体是影响香港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面对各种媒体化的身份认

同。[】33除此之外，有学者则立足内地与香港有关

的历史和发展，追溯影响香港人国家认同的诸多

历史性和现实性因素。比如，康玉梅运用历史分

析法梳理香港在回归祖国前的学校教育发展历程，

结果发现，尽管学校教导香港青年仍然是中国人，

但本地学校教育中的政治和民族主义真空最终导

致的是疏离内地现实的抽象中国道德文化意义上

的认同。[14]郑宏泰和尹宝珊则关注香港与内地之

间的制度差异、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社会流动性等

因素对香港公民国家认同的深刻影响。oo也有学者

重点关注国家认同缺失对于香港民主化进程、香

港青年自我发展等产生的负面影响。[1朝

通过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学界从不同角

度、运用不同方法对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影响

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针对香港公民国家认

同的困境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但在影响香

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状况的诸多原因中，哪些是

造成他们国家认同缺失的主要因素?不同香港

青少年群体，如曾在内地就渎和一直在香港就

读的青少年，二者国家认同状况有何差别?有

必要深入考察。

三、研究设计与实施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整群抽样的方式对香港小学四年级

至初中三年级学生进行调查，问卷发放提供线上

问卷星、线下纸质版两种方式，由参与调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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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最终回收问卷1598份，删除含有缺

失值、所有量表题选择选项一致、学生为非中国

籍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253份，有效问卷率

78．4l％。调查对象中男生650人，女生603人；

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各年级人数分别是170

人、163人、213人、284人、233人、190人；

中国籍学生人数919人，其父亲为中国籍的学生

1228人，非中国籍25人；其母亲为中国籍的学

生1232人，非中国籍的21人，其中父母亲均为

中国籍的学生12lo人，父母亲有一方为非中国

籍的学生22人，父母亲均非中国籍的3人；曾

在中国内地读书的学生135人，一直在香港读书

的学生1112人，曾在澳门读书的学生2人，曾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读书的学生4人；父亲、母亲

“没上过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22人和14人，

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

72人和109人，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为初中的

学生人数分别为318人和330人，父亲、母亲文

化程度为高中的学生人数分别为574人和538

人，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为大学的学生人数分别

为223人和231人，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为研究

生的学生人数分别为44人和31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李臣之等编制的《中小学生国

家认同量表》(以下简称“国家认同量表”)，

对香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进行调查。问卷样

本信息包括性别、年级、国籍、父母亲国籍、

曾就渎地、父母亲文化程度；国家认同问卷主

体包括个体价值(5个题项)、公共集体自尊

(5个题项)、国家归属(6个题项)、互依信念

(4个题项)、国家倾向(5个题项)、外显行为

(3个题项)、内隐行为(4个题项)。“个体价

值”指个体对所属国家的价值或者贡献感的主

观认识；“公共集体自尊”指个体关于其他国

家成员如何评价所属国成员的认知；“国家归

属”指个体对国家的情感卷入和依恋程度；

“互依信念”指在他人存在的语境下，个体倾

向于认为自己和所属国及其成员休戚相关，同

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情感依恋程度；“国家倾

向”指在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个体倾向于无条

件支持所属国家的偏爱程度；“外显行为”指

个体通过实际行动直接参与同所属国家相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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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积极程度；“内隐行为”指个体通过内在

行为寻求与所属国家相关的信息，以及产生与

所属国家相关思想活动的积极程度。国家认同

量表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计分，评价等级分为

“很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

常同意”，分别以“l、2、3、4、5”计分，分

数越高，代表香港学生国家认同越高。研究数

据采用SPSS26．o和AM()S25．o软件处理。

(三)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对1253份有效样本进行信度检

测，国家认同量表各因子信效度分析结果如

表l所示。7个因子克隆巴赫a系数处于

[o．740，o．945]区问，信度达到“高”至

“非常好”水平，国家认同量表总信度o．97>

0．9，信度非常理想。[16J总量表KM()值为

o．979，Bartlett’s球形检验卡方值为

34722．445(p<0．001)，适合进行因素分

析。采用主成分分析萃取法固定提取7个因

子，使用Promax斜交旋转法转轴，所得因子

载荷量均大于o．7l，因素负荷量状况理

想[16J，特征值在1．979 4．720，方差累计贡

献率为75．94％，问卷总体效度良好。

表l 国家认同量表各因子信效度分析结果

(四)正式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

从1253份有效样本抽取500份用于验证性

因素分析，根据温忠麟等人建议的模型拟合指标

和适配临界值，抽取AM()s部分指标(温忠麟，

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结果进行整理(见

表2)。结果显示，国家认同量表的TLI值一

0．892<O．9，但与临界值相差不大，可考虑结合

CFI值来判断(温涵、梁韵斯，2015)。

CFI值一0．903>0．9，故模型适配度良好，因

此，可认定国家认同量表结构合理。

表2调查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标

四、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现状分析

(一)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总体情况的描

述分析

为了能更直观地反映调查结果，将问卷的实

际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求出实际得分与总分

占比关系，即“达到理想状态的百分比”(题目

平均分为“3”时，该变量得分刚好达到理想状

态的5()％)。调查结果显示(见下页表3)，香港

中小学生国家认同平均得分116．26(标准差

26．581)，题目平均值得分3．63，达到理想状态

的65．75％。在国家认同的7个因子中，“国家

归属”题目平均值得分最高，为4．05，达到理

想状态的76．25％；“个体价值”题目平均值得

分最低，为3．29，达到理想状态的57．25％。7

个因子中，题目平均值得分最高的3个因子依次

是“国家归属”“国家倾向”“内隐行为”，它们

达到理想状态的百分比均高于总问卷的平均水

平，其中，“国家归属”“国家倾向”因子属于情

感层面，这说明香港中小学生对祖国的情感卷入

程度较高，在与其他国家做比较时，大多数学生

倾向于无条件支持中国；题目平均值得分最低的

“个体价值”属于认知层面，未达到理想状态的

60％，这说明香港中小学生对所属国家的价值或

者贡献感的主观认识明显不足。

由下页表3可见，除了“个体价值”，国家

认同及其他变量的中位数均高于平均值，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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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多数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高于平均水平，

但国家认同偏低的极端值多于偏高的极端值。总

的来看，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整体水平中等，

且存在一部分学生国家认同明显偏低的情况。

表3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现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因子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题目平均值 达到理想状态的百分比／％

国家认同
个体价值

公共集体自尊
国家归属

互依信念
国家倾向

外显行为
内隐行为

116．26

1 6．44

17．70

24．32

1 3．94

18．63

lO．7l

14．54

26．581

4．452

Ⅱ．456

5．799

4．461

Ⅱ．922

2．890

4．015

119．OO

16．0()

18．00

26．OO

14．0()

19．00

11．00

15．00

3．63

3．29

3．54

4．05

3．48

3．73

3．57

3．63

65．75

57．25

63．50

76．25

62．OO

68．25

64．25

65．75

(二)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检验

本研究提取“性别”“父母亲国籍”属性从

不同维度进行描述性分析及独立样本T检验，

提取“年级”“曾就读地”“母亲文化程度”等维

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检验的结果如表4

所示。

1．性别、母亲国籍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本研究提取“性别”“母亲国籍”属性从不同

维度进行描述性分析及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

示，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

差异，但不同性别的香港中小学生在“公共集体

自尊”“外显行为”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p<o．01)，女生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为

16．47，10．99)均略高于男生(均值为10．45，

16．40)。国家认同感及其7个因子在父亲国籍上

都不存在显著差异。除了“个体价值”，国家认同

感及其6个因子均在母亲国籍上存在显著差异(p

<o．05)。事后比较结果显示：母亲国籍为中国的

学生的国家认同感(116．53)显著高于母亲非中

国籍的学生(100．62)。

2．年级、曾就读地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第一，年级。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国家认同及

其7个因子上差异显著(p<o．05)。事后比较

结果显示：五年级学生(123．44)、六年级学生

(122．92)的国家认同感显著高于初一学生

(115．69)、初二学生(108．99)、初三学生

(107．16)；四年级学生(122．10)显著高于初二

学生(108．99)、初三学生(107．16)。

第二，曾就读地。国家认同及其7个因子均

在曾就读地上存在显著差异(p<o．05)。事后

比较结果显示：曾就读于中国内地的学生

(127．13)的国家认同感显著高于一直就读于香

港本地的学生(114．87)；曾就渎于中国内地的

学生的个体价值、公共集体自尊、国家归属、互

依信念、国家倾向、外显行为、内隐行为(均值

分别为17．33，18．70，26．77，15．88，20．47，

11．90，16．09)显著高于一直就渎于香港本地的

学生(均值分别为16．33，17．57，24．01，

13．69，18．39， 10．55， 14．33)。

3．母亲文化程度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国家认同及其7个因子在父亲文化程度上都

不存在显著差异。母亲文化水平在个体价值、国

家归属、互依信念、国家倾向上存在显著差异

(p<o．05)。事后检验结果显示：母亲文化程度

为大学的学生的个体价值、国家归属、互依信

念、国家倾向(均值分别为17．27，25．11，

14．49，19．39)高于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的学生

(均值分别为16．13，23．67，13．45，18．13)。

表4国家认同及其7个因子的差异检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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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O．05 **P<O．01 ***P<O．001

注：“S”和“H”在方差同质时使用，前者为Scheffe检验法，后者为Tukey HSD检验法，当“S”比较结果不

显著时改用“H’’检验法进行事后比较。方差异质时，使用“T”，即Tamhane’s T2检验法进行事后比较。

(三)国家认同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为了解国家认同各维度的相互关系，本研究采

用皮尔逊(Pears。n)相关检验进行操作，结果如下

页表5所示。

从表5中很容易发现，国家认同与个体价值、

公共集体自尊、国家归属、互依信念、国家倾向、

外显行为、内隐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p<o．01)，

相关系数介于o．743 o．921，呈高度相关。其中，

国家倾向与国家认同的相关系数为O．921，这说明

二者相关度最高。也就是说，在他国存在的语境

下，香港中小学生倾向于无条件支持所属国家的偏

爱程度越高，其国家认同得分也越高。公共集体自

尊与国家认同的相关系数为o．743，说明公共集体

自尊与国家认同相关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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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国家认同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因子 国家认同 个体价值公共集体自尊国家归属 互依信念 国家倾向 外显行为 内隐行为

国家认同

个咎份馑

公共集体自尊

国家归属

互依信念

国家倾向

外显待为

内隐行为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第一，将本研究与之前的同类研究相比可以

看出，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水平有所提高，但

在个体价值的认识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本研究调查发现，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感

均分为3．63，而涂敏霞等人在2014年围绕港澳

青少年国家认同的调查指出，香港青少年的爱国

程度平均分为2．64。Ho与2014年的调查结果相

比，当前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水平有所提高，

但在国家认同各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具

体来看，香港中小学生在个体价值方面得分最

低，认知层面个体价值、公共集体自尊两个因

子、情感层面的互依信念、行为层面的外显行

为，均低于总问卷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香港

中小学生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身与国家发展的密

切关系，不能很好地感知自己之于祖国的价值；

香港中小学生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评价并不

太积极，立场中立；对自己和祖国同属一个命运

共同体的情感依赖程度不高；尽管香港中小学生

会主动思考与祖国相关的事情，但通过实际行动

直接参与同祖国相关活动的积极性不高。这些情

况从侧面反映出香港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效果仍

然有待提高。长期以来，香港中小学国家认同教

育面临诸多阻碍。一方面，从整个社会环境来

看，香港社会始终存在一种固守意识形态、不愿

适应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社会心

理。[17]部分港人对“一国之大同”避而不谈，只

强调“两制之大异”。在这种社会心理下，香港

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教育总是步履维艰、困难重

重。另一方面，从学校教育系统内部来看，由于

缺乏独立的课程支援和资源投入，香港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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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内容十分零散。虽然常识科、中国历史科

等各科目确实含有“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等内

容，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些内容经常是被蜻蜓点

水地讲授甚至直接略过，由于课时限制，不少学

校难以抽出时问讲授基本法。_18。另外，在香港，

德育课程备受冷落，香港中小学生不能系统了解

祖国的基本制度和主要的方针政策，不能很好地

感知自我与祖国的密切关系，对祖国的价值倾

向、情感确认、行为投入程度都有待提高。

第二，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在年级、母亲

国籍、曾就渎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调查发现，大多数香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

高于平均水平，但国家认同偏低的极端值多于国

家认同偏高的极端值，这说明香港确实有一部分

学生的国家认同明显偏低。从差异分析的结果来

看，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在年级、母亲国籍、

曾就读地方面的差异显著，其中，年级、曾就读

地变量对国家认同产生的影响达到中等程度，假

定把香港中学生和小学生分别分为曾在中国内地

就读组和曾在中国内地以外就读组，那么曾就读

于中国内地的小学生是这四组学生中国家认同最

高的群体。和一直就读于香港的学生相比，曾就

读于内地的小学生对内地经济发展、传统文化、

节日风俗等的认识和体会更深，国家认同程度也

更高。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小学生国家认同程度

高于初中生的结论与李臣之等人调查澳门中小学

生国家认同时得出的结论一致[】9，这可能与不

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及教师的专业素

养有关。已有研究表明，小学低年级学生年龄

小、思想不成熟、对待周围事物还没有形成独立

的认识，此时教师在课堂上的示范引导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2。。；而小学高年级学生通常已经有

了一定的认知，如果教师的知识储备少、国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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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教学内容或教学方式不具有吸引力，就难以在

学生群体中树立教师权威，学生不认可教师，国

家认同教育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且随着年龄的

增长，学生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他们的价值观

开始受社会舆论、网络媒体、文化习惯等多种因

素影响，在缺乏法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基本素

养的情况下，学生极易受到负面舆论的影响，此

时开展国家认同教育就会面临更多外在因素

干扰。

(二)建议与启示

第一，关注香港学生的个体价值，鼓励他们

到内地研学或就渎，引导他们将个人发展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的潮流中，增强其建设祖国

的意识和自信。

香港中小学生在个体价值维度得分最低，这

说明香港中小学生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与祖国

发展的密切联系。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

议：鼓励香港中小学生到内地研学实践，开展

“走读粤港澳大湾区”“走读内地”等活动；结合

语文、历史和思政课程，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香

港中小学生到大湾区体验，或到内地的香港子弟

校、子弟班就读以及交换学习等，促进香港中小

学生深入了解内地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

情况，引导学生用实际行动参与大湾区建设，增

强他们建设祖国的意识和自信。研究表明，“他

者”的存在对于提升国家认同具有重要作用，个

体倾向于将自我归属的群体与不如自己的“他

者”群体进行比较，这种“利我比较”能够带来

一种优越感、一种自我肯定。_21。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港人子弟到内地参

观、学习，学校借此可以加大宣传我国在经济发

展、科学技术、军事力量、体育与传统文化等方

面的重大成就，利用“他者”引导学生产生“利

我比较”，提升国家认同。比如，为到内地就渎

的学生开设“特色国学体验”专题课程，让他们

亲身参与、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排爱国企

业家、发明家、奥运冠军、宇航员等杰出人物与

香港学生面对面交流和互动。这些活动能够使香

港中小学生对国家的经济、科技、体育等各方面

的巨大发展成就产生深刻印象，在“利我比较”

心理的推动下，提升国家认同。由于香港特殊的

历史、社会背景和制度安排，香港的民族文化属

性与政治认同之间缺乏黏合作用。_22_要真正提升

香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不能仅仅依靠历史文

化层面的情感联结，还需要立足祖国现代化发

展，着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粤港澳大湾区的

协作融合真正带动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构

建。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持续的长期交流项目，

引导香港中小学生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实力

和区域竞争力，鼓励和支持香港青少年以内地城

市为“家”，将个人发展融人大湾区城市发展的

潮流之中，用实际行动参与湾区建设，切实提升

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

第二，加强对香港教师的爱国教育培训，聚

焦国家认同教育目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尤其

要关注年级差异，优化爱国主义教学方式，提高

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相关调查发现，香港教师对国民教育的目

标、内容的看法及其教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香港的国民教育的前进方向。[23]教师是培育学生

国家认同的主力军，香港教师的政治立场及专业

素养是影响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效果的重要

因素。在香港，很多中小学仅有1 2位专业历

史教师，大部分中小学是由中文科教师或其他学

科的教师来兼任思政类科目。_24受专业知识、教

学能力以及个人政治站位所限，这些教师在解渎

教学内容时容易产生偏颇，导致大量关于内地的

片面甚至不实信息在课堂上传播。鉴于此，必须

深化香港教师的爱国主义教育，加强香港教师国

家认同教育培训。例如，可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

中小学开展教师教学观摩，安排香港思政科目教

师观摩内地中小学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等

课程的教学，实地考察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各学科

教学的形式，提升香港教师国家认同教育素养。

本次调查发现，“年级”这一维度对香港中小学

生的国家认同有显著影响。对此，香港教师要深

入了解不同年级学生对国家发展的学习需求，结

合时事热点、生活事例等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

高香港中小学生对内地发展的认知与了解。在教

学方式上，不同年段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不同，

教师要结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采用恰当的教学

策略。例如，小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较低，尚处

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此时国家认同教育可以围

绕启蒙性学习展开，通过升国旗、唱国歌、讲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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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故事等方式，让爱国主义情感在学生心底萌

芽；初中生的认知处于由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过

渡阶段，但是他们的辨别能力还不强，很容易受

负面舆论影响，此时教师可以采取沉浸式、体验

式等教学方式，通过实地考察、社会服务、研学

实践等方式增强初中生对国家的了解，并在这个

过程中加强价值观引导，打牢其思想基础。

第三，发挥母亲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的促进作

用，加强家校协同，优化国家认同教育的家庭

环境。

家庭是国家认同教育的微环境，对青少年思

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发

现，母亲的文化水平对学生的个体价值有显著影

响。类似研究也指出，父母亲的国籍、父母亲的

文化水平会对澳门学生的国家认同产生显著影

响。[n。1家庭教育是落实国家认同教育的关键一

环，香港中小学应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例如，通

过开发家庭教育微课，举办“我的家在中国”

“我的祖国”等爱国主题活动，把家长引导为国

家认同教育的一支有生力量，发挥家庭在香港中

小学生国家认同中的促进作用。在国家认同教育

上，母亲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有研究指出，

家庭的教养方式会影响青少年的政治价值观，母

亲温暖的教养方式能够促进孩子形成正确的政治

价值观，如果孩子与母亲的交流方式充满爱、温

暖以及民主，则他们日后会对政治人物、政治机

构等政治象征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倾向。_2副面对复

杂的社会发展要求，母亲自身不仅要树立正确的

国家观念，还要关注孩子思想道德品质和政治立

场等的培养，把孩子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品

德修养、健康人格的形成放在成才标准的第一

位。具体而论，母亲可以带领孩子赴内地研学、

到红色教育基地旅游、与孩子一起观看爱国主题

电影，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国家认同观念。在日

常生活中，要注意创设民主的家庭环境，如让孩

子参与家庭决策、鼓励孩子参与爱国实践活动，

在民主交流的过程中帮助孩子逐渐建立正确的政

治思想、道德规范和法治观念。良好的家庭氛围

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势

必会连带形成积极的爱国整体氛围，系统提升香

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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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pirical Research on National Ident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I’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Li Chenzhj，Zheng Han，Liang Shuting， Huang Jingro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1239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the level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has improved， but the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value can still be

improVed．Some students do not deeply realize their connection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subj ectiVe cognition of national value and sense of sharing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The students’national

identity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rade， mother’s nationality and place of study and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in seVen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surve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tudents study in the

mainland，China，or study in children’s schools or classes in(；uangdong Hong Kong IⅥacao(}reater Bay

Area，to guide them to integrate their personal developmen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and the

Grcater Bay Area，so as to enhance thcir awareness and confid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developmcnt。f

the motherland．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atriotic educational training for teachers in Hong Kong，

focus on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al obj ectives，enrich teaching content，optimize teaching methods and

1ay a solid political and ide0109ical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We should also shcd light on the r01e of

mothers in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strengthell the coordillatioll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and

optimize the family enVironment for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so as to systematically improve students’

nationalidentitv 1evel．

Key words： nati。m1 idcnt咄f)rimary and sccOndary sch001 students in HOng Kong；Guangdong_H。ng Kong_

地cao Greater Bay mea；hOme_SchOOl cOOrdim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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