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共創未來共創未來共創未來共創未來」」」」 

Synergy for the Future 
22 June, 2008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研討會題目研討會題目研討會題目研討會題目：：：：國情教育的實踐與策略國情教育的實踐與策略國情教育的實踐與策略國情教育的實踐與策略    

奧運奧運奧運奧運、、、、地地地地震震震震：：：：從從從從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到世界公民教育到世界公民教育到世界公民教育到世界公民教育    

梁恩榮梁恩榮梁恩榮梁恩榮    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與行政系教育政策與行政系教育政策與行政系教育政策與行政系        副副副副教授教授教授教授兼副系主任兼副系主任兼副系主任兼副系主任        

公民教育中心公民教育中心公民教育中心公民教育中心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香港已回歸祖國十一年，但在殖民统治多年的影響下，港人對國家的認識和

認同雖己有提昇，但仍薄弱，故此，推動國民教育，培育同學對國家的認同感是

理所當然和迫切的。對筆者而言國民教育是指「以提昇國民對國家的認識和培育

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為目的的教育活動｣。一般而言，國民教育大都是

由體驗和動情入手，體驗可以是直接的，例如各種的體驗計劃，或是間接的，例

如媒體的報道。但要注意的是，國民教育和相關的概念，都是兩刃的利劍，用得

合宜，是社群的祝福；反之則可能是詛咒！  

這次四川的大地震實在是驚天地、泣鬼神，從電視傳來滿目瘡痍的神州大

地，刧後餘生的同胞為失去的親人、家園抱頭痛哭，呼天搶地的情景，實在令人

極之震驚和悲傷！血濃於水，地震再次激起了港人的家國情懷，紛紛用各種方法

來表達對死難同胞的憂傷和支持刧後餘生的同胞重建新生活。從港人的積極反應

看來，港人愛同胞的情懷，實在己相當深厚。從國民教育的角度來看，這悲劇帶

給同學很多學習的機會。相信很多同學的心也被深深觸動了，對同胞的真情流

露，有助於培育對中國的認同，也有助於培育悲天憫人的情懷和對國家的承担。

當奧運火炬在香港傳送期間，從電视一片紅海中見到很多學生揮舞國旗熱烈迎接

奧運聖火，從媒體的訪問，得知同學們都很雀躍，為中國第一次舉辦奧運感到很

光榮，也為能在近距離見到聖火而感到很興奮，加上現場羣眾的澎湃情緒，產生

一種萬眾一心的感覺，將羣眾團結起來，這做法有助强化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但是我們也要留意由情入手可能出現的問題。為了加強國民身份認同，老師

會採用有如上述做法的「正面取向」的方法，意指為同學提供經歴我國、我族優

越性的機會，如接近聖火，以培育學生對國族產生自豪感和歸屬感。從另一角度

看，聖火是被建構為國家尊嚴的符號，這種熱熾的反應可說是對國家圖騰的膜

拜，要注意的是強烈的認同和膜拜所產生的激情可能帶來負面效果，過激的情，

若未能有效地以批判反思來處理，可能會產生對我國、我族的偏執的情緒，阻撓

我們全面及客觀地認識祖國，甚至可引致愚民教育。 

 另一種常用的方法，被稱為「負面取向」，强調突出對方的敵意行動來引發

和强化我方的愛國情懷。但這方法是相當危險的，因為任何的身份認同，都帶有

排他性，存在著「你與我」之分，對某種身份認同愈强，其潛在的排他性也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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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意識很强，唯我獨尊的情況就會变本加厲，甚至可能將有異於我的「你」

對立起來，加以排斥、打壓。一般而言，在和平的情况下，這些潛藏的危機是可

以處理的，但若情况轉壞，這些潛在的排他性，則可能轉化為不可收拾的破壞力

量，歷史上的民族仇殺，都是身份認同的强烈排他性所做成的惡果。這次傳送奧

運火炬引發起不少類似的事件。在香港，我們見到少數的橙衣人士與紅衣群眾對

罵，最後橙衣人士要由警方保護離場，還幸未有做成更嚴重的事件；同時，高舉

藏獨旗幟的港大女生的私人照片，被粗暴地放在網上；在巴黎護衛「奧運火炬」

的殘疾運動員一度成為中國許多「愛國者」口中筆中的英雄，但因為反對抵制家

樂福，迅速從「英雄」的神壇下來，戲劇性地被捧紅她的人扣上賣國賊、漢奸的

稱號。而美國一名中國女留學生因調解支持及反對藏獨學生社團，遭內地網民「文

革式圍剿」，並在中央電視台網站冠以「最醜陋的留學生」，這些都是愛國激情發

展至極不理性和强烈排他的例子，有時甚至會導致「恨的教育」。 

筆者認為同學的學習不應停留在激情的層次，除了因為上述所提及的問題

外，長時期浸淫在激情中，實在是不利於獨立思考的成長的，故此，我們需要以

「批判反思」 來深化所觸動的情，才能鞏固有關的學習。從建構社會公義取向

的公民教育來說，在反思四川地震的過程中,我們不應只停留在悲情、災後救援

和慈惠的層次，而應深入研究除天災外，可引致這次大災難的各種社會、政冶、

制度和文化的根本成因，和探討預防和解决的可能性方案。從傳媒的報道得知，

不按國家法定的標準來興建的「豆腐渣工程」可能是做成大量塌樓和傷亡的主

因，但「豆腐渣工程」做成的災害時有所聞，屢禁不絕，使人不禁懷疑當中可能

穩藏著各種深層的人為因素，例如施工的偷工減料，監工的貧污和瀆職，官員幹

部的濫用權力、互相包庇。因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權力制衡不足，這些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草菅人命的處事手法，似乎己成為了官場的深層文化，因而引發一次

又一次的災難。國民教育的老師實在需要與同學深入反思這些問題，雖然這些都

是國家的陰暗面，但國民教育總不能只處理光明面而逃避陰暗面，在探討的過程

中，老師和同學都可能會經歴面對苦難中國所產生的沉重憂傷，但唯有在經歴了

沉重的憂傷後再站起來，繼續關心祖國，才能成為能客觀、持平、「是其是、非

其非」，對國族有情，有承擔，願意投入共同改善國家的陰暗面的「批判愛國者」

(critical patriot)。 

除了深化對祖國的認識外，同學也應擴闊自已的視野。在四川大地震前數

天，緬甸剛經歴了一場奪去十數萬人生命，同樣做成極大破壞的風災，因著軍政

府封銷消息，拒絕國際援手，外界對災情所知有限，加上國際傳媒對中國災情的

大量報道，而港人與緬甸人又沒有血濃於水的關係，故此緬甸人民的苦況，都似

乎被遺忙了！但當代「公民身分」理論提醒我們，任何國家的公民，也同時是「世

界公民」，作為人類的一分子，除了愛自己的國族外，也應愛同國族、膚色、

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的人，所以援助緬甸人民去面對苦難，實在也是我們的責任。

面對急速迫人的全球一體化，國與國的分界愈來愈模糊，人類愈來愈不能獨善其

身，於地球村一端所發生的事，常會影响到地球的另一端，全球暖化、國際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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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昇、世界性的缺糧，都是全球議題的表表者。似乎血濃於水的觀念，不應只停

留在國族之中，而應擴闊至全人類。 

從奧運教育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我們不應停留在展示國家成就的角度來理

解奧運和聖火，因為這種觀點實不足以展示奧運的深層意義。歸根究底，問題是

一個代表著人類普世共同價值，和平、公義、多元、寬忍、人權、人類尊嚴、人

類團結和友誼的符號：「奧運」，不幸地，被各參與國家利用為宣傳本國的功具和

比較國力的平台，多於作為深化有關普世共同價值的場合，一個原屬於分享和促

進人類共同文明和價值的平台，就淪為各國為各自利益盤算，互相爭奪的場地，

而運動員的表現，就不再是追求體育上的更高、更强、更健美，反而成為一個關

乎國家尊嚴和榮辱的競技場，對於主辦國來說，整個活動的成敗更是國家的榮辱

之所在。故此，任何被視為對有關活動不敬之行動，都會被理解為挑釁及辱國之

舉，而遭敵視，封殺。明顯的，當代的奧運似己失去了其崇高的理念。但若然我

們認同上述奧運的深層意義，那麼，探討奧運的議題時，就不應只停留在展示國

家成就的角度，而應深入探討人類普世共同價值和中國在公義、和平、多元、寬

忍、人權及民主等議題的發展。在探討上述議題時，難免觸及爭議之處，甚或國

家的陰暗面，例如中國維權人士胡佳被以言入罪及其他有違基本人權的事情。但

正如上文提及，國民教育總不能只處理光明面而逃避陰暗面，在探討的過程中，

同學可以學習以普世共同價值來反思這些陰暗面，探究其成因及改善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培育同學一種承担感，願意投入共同改善國家的陰暗面。在尋索反思

的過程中，同學才能夠深化被激動的愛國情懷，並將愛國情懷與普世價值結合。

筆者認為，唯有願意以國家的光明面為榮，而又願意面對、承擔及改善國家的陰國家的陰國家的陰國家的陰

暗面暗面暗面暗面，，，，才是真正的愛國行為。 

當代的「多元公民｣的理念提出，任何國家的公民，也同時是「世界公民」，

除了愛自己的國族外，作為人類的一份子，也應愛同國族、膚色、宗教信仰、

文化背景的人，並互作守護者； 不單如此，作為 「世界公民」，我們更要堅守

维護人類尊嚴和福祉的價值。故此，公民教育不應停留在國民教育，而應將我們

的關懷擴闊至世界公民教育，才能真正為香港、本國、本族和全人類作出貢獻。 

問題是我們的學校教育是否己裝備好去承担和實踐上述的「學校公民使

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