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台港澳周末 2019年9月7日 星期六
责编：陈晓星 邮箱：gtbhwb@people.cn责编：陈晓星 邮箱：gtbhwb@people.cn

说台湾

开学年年有，今年大不同，台湾“108课纲”新
学期开始实行。这是民进党 2016 年上台后主导的教
学大纲，在讨论、定稿阶段就一直伴随着争议和批
评，从内容的“台独”、实行的难度到新教材出版都
是问题，却一定要赶着在 2019 年新学年实行，以至
开学以来麻烦不断。教育官员们还在不断解释新课纲
内容，学校要设立课程咨询师回答学生问题，家长要到
校听课才能搞明白孩子的新学期要如何开始，而民间团
体还在集会抗议新课纲是政治洗脑、误人子弟……

想得美

刚一开学，台湾教育主管官员潘文忠网络发文呼
吁家长“留一点空白，留一点时间”给孩子，扮演孩
子的支持者和陪伴者，多听听孩子在新课纲后新的学
习体验。对于绝大多数忙于上班、加班的家长来说，
这真是“想得美”，空白、时间谁都想留给孩子，这
种建议无异于“何不食肉糜”。潘文忠还喊话“让我
们的孩子快快乐乐地学习、长大”，这也是新课纲的
一个“卖点”，即“不过度安排学生学习，要留白培
养学生自学能力”，这些话说起来“快乐”，但听在教
育工作者耳里也是“想得美”。学习本是苦作舟，谁
也不能轻轻松松成功，特别是尚未成年的学生，自控
能力、认识能力不及，严格的要求和约束必不可少。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心仪投书媒
体指出，高中初中化、初中小学化、小学无下限已是
台湾教育的现状，学生竞争力正在下降中，现在的新
课纲加剧这种恶化，在快乐学习的设计下，过去高中
生学 60篇文言文，现在只学 15篇；过去高中生必须
熟练使用 7000 个英文单词，现在只学 4500 个单词，
中英文都在降低要求，台湾高中生的语文教材只能对
应大陆的初中生教材，这样的快乐教育是家长和社会
需要的吗？

新课纲的不切实际不只在简化基础教学，还在于
拔高基础教学，比如小学一年级也得有以文化为核心

向外延伸的特色教育课程，由学校自行设计，无论学
校如何想破头设计出课程，一年级的小学生也不会认
识到“文化核心”，只能是浪费几个课时看看热闹。

搞不懂

高中生的升学压力最大，面对新课纲也困惑最
多。新课纲规定高中生要修占总分近 1/3 的选修课，
考分只占大学录取的一半，另一半由“学习历程”决
定。这个历程是指高中阶段每一次考试成绩，也就是
进入高中后，每次考试成绩都关乎升学，比起一试定
终身来，高中3年的压力更大了。新课纲征求意见阶
段，有一场 600名家长参加的座谈会，会上 90%的家
长反对新制，要求一试定终身。

高中一开学，学生先面对选课难题，按照新课
纲，选课还可以跨校选，每所高中必须设立有特色的
选修课程，学生得先了解不同高中的选修课程。制定
新课纲的教育部门也觉得这对高中生来说是个难题，
因此规定高中要设立一个新职位：课程咨询师，每
100名学生要有一位咨询师，新学期全台湾有2.7万名
高一学生，这就意味着要增加159名咨询师。一头雾
水的学生可找咨询师询问怎么选课，怎么上传自己的

“学习历程”。有些县市的教育部门特别制作了本县市
各高中选修课手册，帮助学生了解信息。也有的学校
直接通知家长到校，让家长帮忙学生选课。新课纲强
调的是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自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其结果培养的还是家长的能力，有的家长在
参加了学校的说明会后还是搞不懂，因为选课既要了
解内容，又要了解主讲老师的建议，还得熟悉各学校
的网络报名程序，等都搞清楚了未必能选到想上的
课。再说，高中不比大学，高中生上选修课不仅要

“跑班”还得“跑校”，新课纲承诺的“减轻压力，快
乐学习”呢？

素质教育不是给学校和学生出难题，更离不开基
础教育的支撑，有教育工作者提出，新课纲大量压缩

文言文和中国历史教育，将来的台湾学生不知道“秋
水共长天一色”，不明白“王莽谦恭未篡时”，只会说

“超赞超心机”，还谈什么素质？

政治化

开学日，台湾教育团体和媒体再次聚焦新课纲的
“台独”化，批评民进党当局以政治凌驾教育，用
“台独”给学子洗脑。台湾“高中历史教育新三自运
动协会”于开学前夕举行记者会，指出新课纲的高一
历史课程有三处刻意“去中国化”，不符合历史事
实。一是以南岛语系取代中华民族，二是否认台湾归
还中国的 《开罗宣言》，三是“以多元文化的台湾”
取代台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事实。“协会”批评高
中历史课内容以“多元”为名，漠视两岸地缘与历史
关系，试图让中华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力等同于东洋、
西洋等文化。《中国时报》 在开学之际发表评论指
出，民进党当局竟然将民进党的政治主张写进“108
课纲”中，历史课本充满“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民进
党的政治语言，也将一些存有重大争议的政治主张描
绘为无可置疑的定论，简直是将教科书当作政党的文
宣品。试想，1本教科书约有10年版权，1年有20万
学生使用，10年就是200万，加上外溢效果，估计将
有400万人接受这种“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去掉
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就是把台湾的文化、历史、价
值体系和利益刨根挖底。

台湾有识之士批评民进党利用手中的权力，霸占
历史的解释权，控制下一代的头脑，完全违背教育主
旨，是对教育专业的僭越和对学子的糟蹋。民调显
示，台湾民众认为自李登辉始台湾进行的“教改”是
最大的乱象，每一次“教改”都是失败的，学校成了
实验室，学生成了白老鼠，教材成了政治攻防议题。
民进党执政后课本越改越“独”，这就是蔡英文口中

“天然独”的来源。新学期“108课纲”又上路，新的
麻烦和乱象又在上演。

开学新课纲 麻烦一箩筐
本报记者 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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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道书院前助理校长
戴 健 晖 在 网 上 咒 骂 港 警 子 女

“活唔过七岁”“20 岁以前死于
非命”，触犯众怒，被称为“恐
怖教师”。戴虽然为此道歉，但
不获大多数港人原谅。新学期
开始，面对社会各界追问，仍
保留戴教席的校方却表示“好
珍惜能够识得道歉的老师”。一
句道歉就能消除“恐怖教师”
的偏激恶毒吗？香港新时代发
展智库主席屠海鸣投书 《大公
报》 指 出 ， 诅 咒 警 察 子 女 的

“恐怖教师”再上讲台就是天大
的笑话，更是对“文明之都”
的极大讽刺。文章摘发如下：

戴健晖在网络平台上咒骂
警察子女的做法，向世人呈现
了一个很坏的“身教”案例，
性质极其恶劣！其一，公开散
布“仇警”言论，涉嫌违法；
其二，将未成年的学生作为欺
凌的对象，严重违背了职业道
德；其三，诅咒他人“早死”，
这是一种极其恶毒的做法，严
重违背了社会公德。戴健晖所
为，不仅逾越了“师者”的底
线，更逾越了做人的底线！

中学教师面对的是心智尚
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在教师与
学 生 之 间 ， 教 师 是 强 势 的 一
方，教师任何不检点的言行，
对学生都有示范效应；一旦教
师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仇恨
情绪、攻击意图，必然主导学
生的价值判断，并引导学生效
仿和遵从；即使有一部分学生
拒绝遵从，也会因为教师的强
势地位而受到打压。戴健晖在
网络平台上咒骂警察子女，在
校园里会如何对待警察子女？
如何对待“不听话”的学生？
又如何教授学生做人之道？如
果 此 人 无 心 理 疾 病 而 故 意 为
之，无资格任教；如果此人确有心理疾病，则有显著的暴
力倾向，同样没有资格任教。

真道书院称“恐怖教师”肯道歉已经是“优良品质”，
强调戴所教科目成绩理想，请问：教师无论持什么政治立
场，无论对哪些群体怀有偏见，都不能把个人观点、个人
情绪带给学生和社会，这是不是基本品质？这点做不到，
无论戴健晖专业方面如何“理想”，都不配教师称号。戴健
晖的恶毒言论与真道书院的办学宗旨相吻合吗？如果不吻
合，就应革除其教席，逐出校门；如果吻合，说明真道书
院已失去树德育人的资格。

香港是一个文明社会、现代社会，许多行业都有严格
的从业标准，建立了严格的任职资格审查制度，但为什么
香港的“恐怖教师”绝非一例？说明教师资格审查制度或
存在严重缺陷、或没有真正落实。教协固然拥有维护教师
利益的权力，但维权不能无底线，不能纵容“恐怖教师”，
香港教育局不能担心得罪某些“恐怖教师”及其背后的某
些势力而放弃监管职责。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固然应该尊重价值多元，但学校
应该教育学生爱国爱港、遵法守法，不能纵容教师和学生
反中乱港，这一底线原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
恐
怖
教
师
﹄
不
配
为
人
师
表

9月 1日上午 9点半，22岁的香港小伙曾家乐拉
着行李箱，走进位于北京六环外的中国政法大学昌
平校区，开启他的研究生求学之旅。这是他在内地
的第5个年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选择来内地求
学。截至今年 6 月，共有 1.57 万名香港学生在内地
30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习，今年9月新学期又有
7000多名香港新生走进内地 361所高校。“想锻炼自
己”“期待获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希望了解更全
面的内地”等，是不少香港青年“北上”求学的重
要原因，曾家乐也不例外。

由于深圳毗邻香港，曾家乐常来往深港两地。
“这些年深圳的变化非常明显，从前的小平房变成高
楼大厦，交通更加便利，商场也越来越多。”曾家乐
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自己得全面认识祖
国。如果只留在香港，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
此，从香港元朗商会中学毕业后，曾家乐选择来到
中国政法大学修读法学专业。

在香港，很多学生梦想从事法律行业。随着香
港与内地交流愈加深入，对熟悉两地法律的人才需
求量不断增大。作为内地法学教育顶尖学府，中国
政法大学对香港学生吸引力很大。“我们在香港的招
生报名人数逐年递增。”中国政法大学港澳台教育中
心副主任曾涛说，其中法学专业在校港澳台学生总

数位居全国首位。
上午 9 时 45 分，曾家乐来到迎新接待处。在老

师协助下，没几分钟，曾家乐就办好了入学手续，
拿到了学生证和饭卡。

选择继续留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曾家
乐说“学校浓厚的学习氛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每天一大早，很多同学就会去教室‘占座’，图书
馆、自习教室都座无虚席。”他说，同学们的刻苦努
力让他觉得自己得更加专注于学业。“为了今年的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我一个暑假都在复习。”

中午 11时，收拾完寝室后，顾不上吃饭的曾家
乐打算趁开学前，提前去中欧法学院拜访自己未来
的老师。中欧法学院是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来自
世界各地。“希望自己毕业时能成为学院需要的

‘通晓中国、欧盟法律，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法
科人才’，所以现在我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曾家
乐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像曾家乐一样的香港新生还
有不少。2019 年，该校共录取香港地区新生 94 人，
其中本科76人、研究生17人、校际交流生1人。“让
我再选一次，四年前我还是会来北京。”曾家乐说，
在这里他看到了自己无限的可能，还交到了很多内
地的朋友。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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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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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台湾最让人有谈论空间的话题
是一只皮箱，这只皮箱在 9 月 3 日丢在到
站台北的高铁上，皮箱内是 300 万元 （新
台币，下同） 现金，失主是民进党籍一位

“立委”，也是蔡英文团队的重要成员，他
解释钱是要给儿子到菲律宾投资开店的，
下车时遗忘在高铁上。

这个消息引发众多感慨和评论。有律
师网络发文嘲讽这是“高铁发生的感人父
爱”，感慨自己没有 300 万元可以丢，丢

300 万元跟忘了一杯饮料一样，相比
之下自己“真是没办法”。文中说都
说以前台湾人提一个皮箱到世界各地
闯荡，现在终于明白原来是真的。他
以律师身份提醒失主要去缴赠与税。
最狠的是，文章最后说：选举快到

了，高铁上一堆皮箱都是这样吗？
也有人发文忆起丢钱往事，指苏贞昌

在2002年担任台北县长时，位于台北市的
家中失窃 180 万元现金，他却隐而不报，
仅向台北县警局报案家中护照遭窃。两年
后一个窃盗集团被警方抓获，嫌犯招出曾
在苏贞昌家盗窃 180 万元现金，是他得手
最多的一次。

文章问：到底是什么行业的人钱都不
存在银行？钱丢了也不在乎？

台湾网友对这只高铁皮箱议论纷纷：
“我只有 300 块能丢”“带大额现金出境违
法吧”“支票或转账很难吗”“难怪酸大陆
的电子支付，原来他们喜欢现金”“什么
贪污治罪、洗钱防治、赠与税等等，绿党
高层是不用遵守的”。 （邰文欣）

一周热词

高铁皮箱

图说香港图说香港

9 月 6 日晚，难得一见的
“木星合月”天象出现在香港
维多利亚港的西南方天空。

“木星合月”指木星和月亮正
好运行到同一经度上、两者
距离达到最近的天象。

图为 6 日晚的美丽维港，
灯光与“木星合月”相映。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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