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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教育部於今年2月時，提出修改高中必修的「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遭到不少高中師
生和公民團體的大力反對。簡單來說，整個反課綱運動主要集中於課綱改動內容不當和課綱修改
程序公正兩個問題。反課綱微調的事件發展和民間反應，跟三年前在香港發生的反國教運動差不
多。因此，這裡將會將兩場運動作比較，分析反課綱微調運動應該以甚麼目標和策略持續下去，
達到最終的目標。

 

背景資料比較：

 台灣歷史課綱微調 香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科目性質 高中必修科 小學和初中必修科
課程編定專責小組 高中課程綱要專案小組 課程發展議會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
小組人員背景 高中老師、中國歷史統派學者 親建制學者、中學和小學老師、校長代表
有沒有民選代表？ 沒有 沒有
有沒有學生代表？ 沒有 沒有
出現的改動 重新加入中國歷史和文化因素，削減台灣

史部分
增加中國國民教育的成份，教授中國文化
和愛國教育

改動原因 增加以中國角度撰寫的課程內容，減少使
用台灣角度

增強香港學生對中國（祖國）的認識，提
升國民身份認同感

 

從上面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兩年前香港政府強行推動國教科，還是馬英九政府大力鼓吹
微調課綱，其實都有兩項相同類似的特點，一是推動「中國化」，以認識中國國情為目標；二就
是以不民主方式推動課程的改動，欠缺教育界各相關代表的意見參與。以台灣歷史課綱微調與香
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兩件事作比較，亦可以真正了解到在課程編定的目標和過程的問題，訂立相
對應的抗爭目標。

 

從香港國民教育的發展看課程國族化的根本問題

 

本身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以後，港英政府在小學與中學設立的公民教育課種已逐漸「中國化」
，逐步加入國民教育（即愛國教育）的元素。當時教育部門所採用的是滲透式教育方針，以軟性
的手法推動新一代國民身份認同。我在2000年升讀小學，2012年在高中畢業，是這種軟性愛國教
育下成長的一代。要了解香港公民教育與國民教育的發展，就要先從香港政治發展與公民教育的
歷史關係說起。

 

在港英時期，香港整套教育制度在國共劇烈對立的背景下，課程變得去政治化，避免共產主義透
過課堂流入大部分的學校外，亦可以保障到殖民政府的政權穩定。然而，在七十年代末開始，香
港社會開始關心九七後的前途問題，因此逐步投入爭取民主的行列，這對港英政府造成相當的政
治壓力。於1984年，中英政府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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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聯合聲明》，隨後港英政府公佈《代議政制白皮書：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令
香港逐漸民主化。當時政府因應政制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因而開始推動公民教育課程的發展，鼓
勵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到了1996年，港英政府
推出新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讓學生從個人到家庭、地區、本地社會、民族國家，擴展至世
界層面不同的公民身分和責任，同時加入民主、自由、平等、人權與法治精神等現代公民的民主
特質及其相關元素，強調學生需要具備批判思考能力。課程由完全去政治化變得政治化，一反過
往「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的常態。當年，新華社及港澳辦等中方機構均不滿當年改動後的
《學校公民教育指引》，認為香港教育制度應加強愛國教育的成份，而此說則埋下加強國民教育
的伏線。

 

1997
年主權移交以後，「解殖」成為特區政府重要任務，政府大力推動母語教學政策，打算將所有中
學轉用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但礙於太多反對意見，仍然保留100間英文中學。後來，政府進一
步推動以普通話教授中文，以及推動國
民教育。2001年，
課程發展議會公佈《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課程發展路向》，將「認識國民身份」列
為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學習宗旨之一，並增加當時的中小學公民教育、小學常識課等課程國民教
育的元素，
加強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的認識，以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自此以後，政府投放不少
資源至國民教育方面，中小學派出一些學生到受政府資助的親建制組織學習升旗禮的儀式，以便
在學校進行升旗禮。另外，不少中小學亦開始建立與大陸中小學的聯絡，成為姊妹學校，讓兩地
的學生交流。同時，政府對國民教育的撥款不斷增加，令不少廉價交流團出現，而這些交流團待
遇非常好，甚至可以與地區幹部會面，無疑令國民教育的成效更大。在這些措施發揮成效之時，
再加上北京奧運等國際盛事的效應和汶川地震的災情影響下，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水平在2008
年創出歷史新高，但隨住同年的毒奶事件和翌年劉曉波被囚而急轉直下。

 

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感持續下降，加上2010年反高鐵運動當中，不少都是「八十後」等年輕人，
因此北京政府促使香港政府和親建制陣營需要加強國民教育和青年工作，令年輕人成為「愛國愛
港」的新力量。在此背景之下，香港政府於2011年就德育與國民教育科成為中小學必修科目進行
公眾諮詢，當時不少學生和教育團體均反對這個改動。2012年5月，政府公佈有關報告，決定同
年9月將會在初中和小學將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推動成為必修科。學生團體學民思潮當時仍是極
力反對國民教育變成必修科，因此舉辦了聯署和遊行以喚起公眾的關注。到了梁振英上任的時候
，「國民教育」被塑造成梁振英四大政治任務之一，政府資助、親建制教育團體出版的高中通識
科教材《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受到各方大力抨擊，令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逐漸在公共領域
受到關注。隨後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成立，以及包括全香港最大型工會教育工作者協會在內組成
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令整個反國教陣營逐漸在民意戰佔上風。同年8月尾至9月初，學
民思潮發動佔領公民廣場（即政府總部東翼），學生、家長、老師絕食令整個運動急速升溫，最
後香港政府宣佈擱置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時至今天，國民教育仍然存在於香港教育
制度之內，但無法以必修科的姿態出現於中小學課程之中。

 

國民教育在國際的教育制度之中並不是必要一環，世界上大多數的地區只是要求學生必修公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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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習如何成為良好的社會公民，而不強求學生必須擁有國族認同。身份認同並不只是單憑教
育而培養出來，更多的是透過政府給予市民的公民參與渠道、權利和福利保障，才可以建立出市
民對地區或國家的認同。然而，中國的歷史發展對於個體權利並不重視，反而將統治焦點放至如
何維護
政權穩定，追求良好統治之中，在這種史觀下，國民教育的功用也只是成為政治工具，助長對政
權的依從而非培育具批判能力的社會公民。台灣現時歷史課綱加入不少「中華文化」、「中華民
族」的因素，主要論述其實跟過往中國現時以中華民族為表徵，實為漢族中心的民族觀非常類似
。因此，國文和歷史科課綱的改動若滲入政治因素考慮在內，對台灣教育制度和下一代實在弊多
於利。台灣的任何課程課綱微調，都應以香港國民教育為借鑒，審慎地思考背後的政治計算。

 

 

本土化後再難回頭

 

在本土化的議題之上，香港比台灣走得慢，皆因台灣的本土意識早於日治時期，因需要對抗日本
文化侵入而出現；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則在1967
年暴動以後，港英政府舉辦香港節、清潔香港等活動，才慢慢建立香港人這個身份，經過八十年
代的本土民主化浪潮及九七以後香港實行港人治港的制度後，當家作主的意識更深入香港人的生
活之中，促使香港的本土意識發展更為蓬勃。相比香港，台灣的本土論述和意識更為紮實，全因
台灣的解殖和本土民主運動的歷史非常悠久，因此透過建立本土意識以確立台灣人的身份，抵抗
任何外來的文化和政治入侵。在國文和歷史科教授本土文化和歷史，有助台灣新一代對自己地方
的認識，增進對本土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每個地方都有其本土的文化和身份認同，即使在大陸方面，城市如上海、北京都有其獨特的自家
文化和語言系統。然而，在國家機器和政策之下，不少地方的獨有文化瀕臨失傳邊緣。因此，利
用教育制度以承傳本土文化可以有助保護本土文化，台灣政府亦不必對國文科利用台灣題材，或
者歷史科教授台灣本身的各方面歷史存有恐懼。反而，若墮進中國傳統的史觀以教授歷史科的話
，反而令下一代對歷史的批判能力下降，亦只是徒添政治爭拗。

 

再者，台灣所經歷的本土化浪潮已經有百多年歷史，台灣新生代捍衛本土文化，藉課綱微調課題
以反映對台灣本土歷史和文化的愛護已是理所當然之舉。他們對於「中華民國」的想法和態度，
跟上一輩人已經大不相同。若再將「中國大陸」、「中華民族」這些對新一代冷冰冰的字眼放進
課程之中，學生亦只會對此反感，倒令科目學習成效大幅下降。

 

 

如何面對中國這個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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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香港還是台灣，其實都面臨住同一課題，就是如何面對中國這個逐漸強大但政治、文化大大
不同的國家。當然，完全拒絕認識中國是我們可有的權利，但這也不代表中國不會影響到我們的
生活。然而，認識中國地理、文化等也只是認識文化中國的部分，對政治中國、經濟中國毫不認
識，這樣的學習也停留於片面認識，未能認識中國的全面狀況。

 

在現時的政治狀況下，台灣新生代以至社會整體，好像只能選擇完全排拒中國，又或是完全奉承
中國，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現實層面上，不論台灣或是香港，我們均需要認識中國，例如認識其
經濟發展模式、近代政治演變，以至其人權狀況和外交方針，才能明白到中國是一個怎麼樣的政
體。

 

面對中國這個強權至上的國家，台灣人和香港人對其挑戰和影響均應該顯得不亢不卑，否則不可
能在中國因素之下走出自己的道路，尋找一套有助本土發展的出路。

 

爭取民主監管才有充分保障

 

這次反課綱微調議題最重要的，固然是要求馬英九政府停止在未經廣泛討論和支持下，強行推動
課綱微調。然而，這並不足夠，更需要的是爭取一個容讓民選學生代表加入和參與的課綱修訂制
度，讓整個課綱改動過程有民主參與和監督的精神，亦可防止一些政治考慮導致課綱修改的可能
性出現。

 

在英國，當地的青年議會二百多
名成員均是由當地超過五百萬的11-18
歲市民選出，他們有權力可就國家的青年政策、社區設施和課程綱要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他
們就曾經在議會內討論公民教育的課綱，並制訂建議獲教育部門接納。既然現在高中生已經懂得
串連不同學校進行反課綱的組織，台灣政府何不順應民意，回應他們的訴求之餘，設立長期的架
構讓他們就教育和青年議題提出意見和建議，令他們可以在公共討論當中充權？同時，高中生亦
應思考在將來如何能夠有效地監督現時所實行的課綱修訂制度，以防一些有毒的教材或修訂滲進
教育制度當中，毒害台灣新一代？

 

小心處理課綱的政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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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是每個國家、地區的重要支柱，課綱作為課程當中的重要規劃部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
義，不論是那個人物、政黨執政，亦應小心處理當中的政治意義，和其帶出的政治信息。現時的
高中生獨立思考能力相當強，若政治人物無法在課綱改動中得到老師和同學的廣泛支持，不單會
造成更大型的社會運動，甚至會牽連到政治人物和政黨的形象。

 

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學民思潮前發言人

張秀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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