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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 1997 年回歸祖國後，社會變得“泛政治化”，學校也不

例外。有人認為校園不應談論政治，有人則認為學校是社會的縮影，

談論政治是無可厚非的事。本人傾向於認同後者的觀點，惟師生在校

園談論政治乃應從教育出發，並須符合以下幾個原則： 

 

首先，定立議題應該秉持良知和敬意 
我們常說教師有“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故無論在考試或

課堂討論時，都應謹慎擬題。例如早前在文憑試歷史科試題中出現的

“你是否同意日本侵華對中國利多於弊？”應修訂為“日本侵華對

中國產生什麼影響？”或“日本侵華對中國帶來什麼傷害？”；又例

如“香港是否應該定立《國安法》？”應修訂為“定立《國安法》對

香港有什麼意義？”或“定立《國安法》對香港有什麼好處？”……

前者表面上開放、可選擇，實際上已作方向性引導，容易使心智不成

熟的學生產生錯誤的認知，繼而發展出極端的思想；後者傾向於中性

至正面，有助引導學生對議題產生正確的認知和價值判斷。亦即是說，

教師在可控或知情的情況下，應該懷有良知和敬意為學生定立政治議

題，這才有助引導學生正確認識四周環境，並熱愛自身的社會和國家。 

 

其次，談論政治應該講求場合和方式 
師生對政治感興趣乃自然不過的事，校園內任何話題都可以討論。

惟教師首先應該秉持“良知和敬意”的原則，改寫議題，引導學生從

積極或正面的方向思考問題。再於合適的場合，以恰當的方式讓學生

討論。假如學生想討論過去一年“香港反修例政治風波”一事，教師

可以配合通識科<今日香港>主題二有關“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這

課題，於課堂上引導學生作批判性和多角度討論，繼而得出合情合理

合憲合法、有助社會穩定並健康發展的結論。要是有學生在校園內以

靜坐、罷課、謾罵、叫囂、塗鴉、貼標語、破壞、做手勢或拉人鏈等

方式宣揚政治立場或表達政治訴求，教師須及時制止，並安排學生於

課堂以外的時間和地點進行理性討論。這樣，才能教懂學生思想可奔

放，惟行為須謹慎。 

 

最後，教師能否正面引導是先決條件 
在香港校園談論政治如此敏感，其實是因為相當部分校長和教師

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不信任，且長期缺乏民族情懷和家國意識，更



深深地受到別有用心的傳媒、網絡、政客所洗腦，已失去辨別是非和

正面引導學生討論政治議題的能力所致。另一些校長和教師則怕得罪

其中一方的學生，故往往強調自己政治中立，課堂上讓不同立場的學

生陳述正、反立場後就草草收兵，不敢作事實糾正和價值引導。故要

改變當前這種困局，社會各方必先加強對校長和教師的引領、監察和

更新，否則任何政治議題交到這類師長手上，最終可能會出現兩種情

況：其一，激發起學生反政府情緒，繼而成為反社會和反國家的新力

軍；其二，模糊了學生的是非觀念，誤以為凡事沒有對與錯，只要有

理據，都可以接受。 

 

香港回歸祖國 23年，基於學校課程設計和社會泛政治化的現實，

校園根本不可能不談論政治。惟教育的基本目的有二：一是培養學生

的求生本領和生活智慧，二是為社會培養德才兼備的接班人。是故，

師生在校園談論政治議題時，教師應該認清這一點，更要秉持良知和

敬意，及講求場合和方式。只有這樣談論政治，才能引導學生走上正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