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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 14 日，筆者曾在本報以「港區國安教育課程的規劃」為題，從

目標、經驗、組織、評鑒四方面提出課程設想。本文將在此基礎上，

參考國家教育部是年 9 月 28 日公佈的《大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指導

綱要》，及法律學者畢雁英教授 2019 和 2020 年在不同場合的演講大

綱，進一步就香港推行國安教育問題提出建議。 

 

一、教育局應制定系統的行政規管體系和政策 
「通過國家安全教育，使學生能夠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總體國家安全

觀，牢固樹立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增強自覺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具

備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教育部，2020）在此目標下，教育局須有

明確的課程政策，並要及時修訂相關的課程目標和課程大綱，確保學

校於不同的學習階段，能透過正規課程落實即將公佈的《國安教育指

引》之課程精神和教學內容。與此同時，更要透過學校外評、重點視

學、學校發展主任定期巡查等途徑，加強規管和審視教育政策的落實

情況。 

 

二、教育局應主導探索開展國安教育的方法 
第一，課程研發及教材設計。筆者曾于上月 14 日提出把國安教育的

內容有系統地滲透到不同的學科，這是最理想的做法。惟考慮到現實

問題，教育局可以考慮組織專家小組，統一編寫不同程度的單元課程，

並於指定的學科，如小學常識科、初中綜合人文學科和高中通識科實

施。其次，局方應有實質的政策，例如擴充姊妹學校的經費用途，鼓

勵並支持學校積極開拓相關的境外體驗活動，以深化學習。此外，局

方也應透過網路平臺，持續為學校提供更新教材和補充學習材料。 

 

第二，課程內容和學習重點。基於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國安教育應

釐清《中國憲法》、《香港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的來龍去脈和關

聯性，也要正確解讀《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以正視聽。與此同時，

課程要分階段引導學生認識和比較世界各國的國安政策，及當前香港

和國家面對「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路、

生態、資源、核、海外利益安全以及太空、深海、極地、生物等不斷

拓展的新型領域安全」（教育部，2020）之威脅，及制定《港區國安

法》的必要性和其執行機制等。 



 

第三，職前和在職教師培訓。《港區國安法》已落地執行四個多月，

故教育當局有責任透過職前和在職培訓，讓教師掌握國安教育的知識

和技巧。例如現行的大學師資培訓、擬任校長和初任校長培訓、中層

教師升職培訓課程應及時加入國安教育內容。與此同時，局方要儘快

開辦國安教育專題培訓課程和體驗活動，協助相關的前線教師理解並

掌握教學技巧。惟不建議局方把此類課程外判給大學開辦，因為難以

確保導師的政治素養符合香港國安教育的要求。此外，講國安教育，

國是指中國，故導師和學員都必須是中國籍為前提。 

 

三、教育局應積極推動與內地的實踐交流 
無論在法律層面還是教育層面，祖國內地都積累了大量國安教育的實

踐經驗和人才，還有很多相關的教育基地和博物館可以進行現場教學。

在一國的共同背景下，香港應該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良機，與各市

加強國安教育的交流和合作。做與不做，及成效如何，關鍵在於局方

高層是否真誠希望有所作為，並以實際行動洗脫特區政府「高薪養愚」

（楊志剛，2020）的批評，痛定思痛、吸收通識科等的教訓，及早放

棄過往那種高高在上，和慣常以「校本管理、校本課程」作為藉口，

掩飾自身缺乏承擔、無能無力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