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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介紹
•東區英文中學

•學生來自第一組別

•學生注重學業、留意時事



推展國情教育的挑戰？



推展國情教育的挑戰

•學生的反響

•家長的反響

•同事的反響

•坊眾的反響



什麼是知情意行?

圖表來源：李子健《生命與價值觀教育：視角和實踐》



瞭解、觸動、思考、行動



南開大學校長張百苓

•你是中國人嗎？

•你愛中國嗎？

•你願意中國好嗎？

〈愛國三問〉1935年



推行國情
教育的
目標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

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持守正面價值
觀和態度，珍視中華文化和尊重社會上
的多元性。

教育局〈中學教育更新的七個學習宗旨〉



日常工作規劃



統籌小組

•2021年，政府建議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及國
家安全教育」工作小組

•2021-2022年度，本校成立「國情教育組」

•成員為校長、副校長及不同科組主管，負責
協調、統籌、落實及監察與國安教育及國情
教育有關的學與教內容及不同活動



佐迪. 告魯夫
Johan Cruyff

要射門，才能增加入球機會



升旗禮

•政府已經在2021年正式刊憲提出修訂《國旗
及國徽條例》，學校將會每日升掛國旗、區
旗，在特定日子及每星期最少一次進行升旗
禮。

•升旗儀式，由三支制服隊伍輪流進行。



國旗下的講話

• 因時制宜，循序漸進方式推展

• 21-22：個別老師負責短講
(一月一次)

• 22-23：個別科組老師參與
(一月兩次)

• 23-24：全校各科組參與
(一周一次)



因時制宜—制定短講題目

•短講題材：〈教育局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

•講者自訂題目

•短講內容盡量貼近時事及重要日子



擬定短講題目大原則

•性質重覆的大日子可轉換形式（如抗戰）

•知識增益的同時，盡量生活化，嘗試從生活及文
化建構國族認同（即使題目政治感較重）

•可因應校情作出不同表述（如宗教背景）



短講題目舉隅

•抗戰勝利紀念日：安倍晉三遇刺—仇恨與寬恕

•基本法頒布紀念日：自由與放縱

•雙十節：台海和平與中美聯合公報

•考試前夕：中國高考源流與現況

•神舟十三號升空：中國太空科技發展

•冷鋒來臨：南方與北方如何過冬

•春節前後：中西方對12的不同理解



周會及聯校活動



周會國情活動大原則

•除坊間不同機構講座外，教師可開展校本活動

•盡量生活化，從生活及文化建構國族認同

•可從國內人民衣食住行等生活各方面著手



周會分享主題舉隅

•國旗與國歌的源流（初中）

•國家政治制度初探（高中）

•國家各地風土人情（初中）

•國家科技發展（初中、高中）

•國家體育發展（初中、高中）

•國家不同產業發展（初中、高中）



例子：國家不同產業發展



聯校活動

•同行者的重要性

•邀請友校舉行活動

•積極與其他學校組成學
科學習圈



境外交流團



現時常見舉辦遊學團的途徑

•公民科考察（課程要求）

•「我的行動承諾」加強版撥款計劃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境外交流團

•目標：旅遊 VS 交流

•地區選擇？

•學校探訪是否必須？

•行程規劃的主導者？

•學生的負擔能力？



其他可行
的工作



成效及總結

•社運後，全港中學的國情教育進入新階段

•循序漸進推展國情教育，全校參與模式

•知、情、意、行，現時大部分學校都處在知的階段

•終究學生接受程度將會與日俱增



歡迎聯絡
•徐溯老師

•港島民生書院

• stsui＠imsc.edu.hk



多謝各位！



答問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