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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者：

在香港上一堂爱国教育的好课
张雅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有什么事发
生？”“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
让”“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即使
香港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强占，但仍然
是中国领土”……位于港岛北角的培侨
中学，初二中国历史课上，老师与学生
一起回顾着上一节课内容。

黑板前的屏幕显示着“外力冲击与
内忧”这一题目。在课堂上，中学教师
穆家骏以一问一答形式与学生互动，课
堂上他还以外拍短视频作为补充教材，
加深学生对相关内容的了解。

35 分钟的一堂课，时间紧凑，同学
们留心听讲、抓紧写笔记。“读到鸦片战
争这一段历史，提醒了我不能忘记国
耻，一定要铭记历史。”学生黄靖楠下课
后对记者说。

自2018/2019学年起，香港特区政府
教育局落实中国历史列为初中独立必修
科并改革课程内容，古今并重，让学生
能全面及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培养其
正确历史观和国民身份认同。

教授中国历史多年的穆家骏表示，
初二下学期主要讲述鸦片战争后的中国
近现代史，“从中国被列强入侵、积贫积
弱，到现在对民族复兴充满信心。我们
要把这段重要的历史给学生讲，帮助他
们建立国民身份认同”。

两年前，在香港一家小学的网课
上，同样是讲述鸦片战争，一名常识科
教师却歪曲史实，称鸦片战争的起因是

“英国为消灭鸦片才发动战争”。经调查
后，该教师被取消教师注册资格。

培侨中学校长伍焕杰认为，在推动
国民教育方面，教师担当非常重要的角
色。“教育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教师本
身必须有爱国爱港的心，才能给予学生
正面的影响。”

除了将中国历史列为必修科，教育
局于2021年11月公布《价值观教育课程
架构》（试行版），鼓励学校在现有基础
上加大力度培育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和态
度。该架构以中华文化作为价值观教育
的主干，强调应从小加强学生的国家观
念。该架构将于2022年9月全面推行。

目前在香港，很多学校像培侨中学
一样，将爱国教育元素贯穿在各个科目

中。“以地理科为例，
教师可以介绍国家不同
的地貌地形、祖国大好
山河，让学生从不同方
面认识国家的情况。”
伍焕杰说。

对培侨中学的师
生来说，爱国教育不
仅是在课堂上传授的
知识，更是整个校园
的文化。该校在运动

场的周围贴上了国歌歌词，让学生耳濡
目染。“这个环境加深了我们对国家的归
属感，身为中国人是很自豪的事情。”学
生卢卓知说。

此外，教育局也从一些科目的内容
着手，为香港教育正本清源。

在香港，通识教育于 2009 年列入为
高中必修科，并于2012年开始被列入香
港高考必考科目。然而，通识科课程无
框架、无审批的问题却一直为人诟病。
市面上的一些所谓“教科书”被多次揭
发内容偏颇，有的教材出现攻击“一国
两制”、负面解读内地状况、激化香港与
内地矛盾等内容。

2020年11月，教育局宣布，精简通识
科课程内容，优化教材和考试安排。2021
年初，教育局公布高中4个核心科目的优
化内容时指出，将通识科改名为“公民与
社会发展科”（简称“公民科”），着重培
养学生正面价值观、积极态度和国民身份
认同。

公民科于2021年9月开始推行，课程
以香港问题的由来作为开首，让学生了解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

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教育局于
2021年5月公布4个中学科目的国家安全
教育课程框架，包括中国历史科、历史
科、经济科、生活与社会科。该4个课程
框架均建议安排学生到内地考察交流。

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穆家骏认
为，特区政府在教育上的一系列新举措
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课程上的纠正
则尤为必须。

2021年10月，教育局根据《国旗及
国徽 （修订） 条例》，就将国旗和国徽纳
入中小学教育，以及学校升挂国旗和区
旗及举行升国旗仪式事宜提供最新指
引。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学校必须于
每个上课日以及香港回归纪念日、国庆
日等重要日子升挂国旗。

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在即，培侨中
学师生近日在大自然上了一堂爱国教育
课——在港岛以东的东龙岛举行升旗仪
式。伍焕杰表示，岛上没有相关设备，学
生们把国旗和旗杆带到岛上，在这里亲手
升起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别具意义。

（新华社香港电）

卓圣翔、林素梅、罗纯
祯，三位来自台湾的南音名
家日前现身位于福建福州的
闽台艺术家南音音乐会，和
诗以歌，弦歌共话。

南音也称“弦管”，用闽
南方言演唱，是中国现存最
古老的乐种之一，2009年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当天的音乐会通过“和诗

以歌”的形式，以中华诗词为
基础，结合南音特有的唱腔，
通过创新创作，将唐风宋骨的
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形成新
颖独特的艺术形式，同时加入
古琴、洞箫等具有民族精神、
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器
乐演奏。

一曲李白的《将进酒》，
用琵琶比拟锣鼓奏鸣，全曲
淋漓酣畅，气势奔放。卓圣

翔担纲这首曲子的作曲。他
说，南音据曲牌而作，在这曲
中也有新意，轮唱合唱音调
高亢，一气呵成。“李白是两
岸共同的文化标签，在两岸
年轻人中一定有共鸣。”

福建古筝名家郑倩云领
衔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筝乐
团，演奏取材自传统乐曲

《满江红》 的 《临江遗恨》，
古筝铮铮作响，宛如万马奔

腾，战鼓雷鸣。南音四大名
曲之《百鸟归巢》压轴，卓
圣翔弹奏琵琶，林素梅轻抚
洞箫，罗纯祯奏响拍板，模
拟出百鸟争鸣，一时喧闹繁
华无两。

“我们特地以乐言志，百
鸟归巢代表游子思乡，对海
外游子来说，这是永恒的主
题。”出生在马来西亚、成长
于台湾的林素梅说，南音是
传统乡音，“诗词对年轻一代
也很有意义”。

作 为 台 胞 台 企 登 陆 第
一家园，福建在大陆先行
先 试 ， 率 先 支 持台胞申报

“非遗”传承人，目前共评出
来自台湾的“非遗”传承人
7名。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
厅长肖长培在活动致辞中表
示，接下来将继续面向台胞
开展“非遗”传承人评选活
动，并扩大评审范围，促进
福建“非遗”项目在台湾的
传承与发展，进一步深化闽
台文旅交流。

此次活动由福建省闽台
文化交流中心与“中国非遗
传承人群研培基地”福建艺
术职业学院共同举办。作为
台籍福建省级“非遗”南音
代表性传承人，卓圣翔等三
位台湾名家与厦门市南乐
团 和 泉 州 市 南 音 传 承 中
心、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筝
乐团联袂演出。

台籍福建省级“非遗”南音代表性传承人林素梅（左一）、卓圣翔（左二）、罗纯祯（左四）
在台上演出。 中新社记者 吕 明摄

上图：香港培侨中学
日前举行毕业典礼。图为
典礼上的升旗仪式。

（资料图片）

右图：香港小学生在
参观《国家相册》大型图
片典藏展。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近日，香港金钟添马公园布置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
周年的花坛和装饰，吸引市民到场观赏和拍照。

上图：儿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装饰前合影。
下图：图为金钟添马公园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装饰。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