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教局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教材，以校長選班主任喻
中港關係 

 

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教育局早前《中學教育課程指引》，要求於「生活與社會科」教

授 15 小時基本法，局方上載新教材附上影片，當中以校長和班主任

比喻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區關係，並稱「由哪位老師出任班主任由

校長決定」。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比喻「勉強可以說得過去」，但

若其意思是「班主任由誰做完全由校長決定」，則完全不符合基本法

條文。 

教育局回覆，「憲法與《基本法》」的學與教資源的內容以學校作

類比，見於「明法達義」教材套單元三有關「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

係」，旨在透過與接近學生年紀和日常經歷的表達手法，讓學生較容

易明白複雜、艱深和抽象的內容。這種類比的教學手法亦為其他科目

在教學上常用，有利學生對某些重點的理解，而不應被當作為描述某

課題的全部內容。 

新公布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要求學校初中 3 年內各科共提

供共 51 小時課時教授基本法有關內容。據教育局最新編製的「憲法

與《基本法》」教材，內容與 2011 年的「明法達義」教材和 2015 年

重印兼訂正版相近。不過，2017 教材套新增「中央與特區關係」短片，

以校長和班主任比喻中央與特區關係，在 1 分 38 秒提到「由哪位老

師出任班主任由校長決定」，但近 1 分鐘後才提及本港特首透過選舉

產生。 

教聯會理事、中學校長鄧飛認為，比喻好的地方，是容易令學生

明白一般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關係，但「美中不足」是，一般地方政府

不會享受特別行政區這樣高的自治權，「班主任不可能有這樣大的自

治權」，他認為這可用來比喻中央和地方關係，然後需要補充特區有

的高度自治權利。 

另外，2017 教材套與前兩份教材套相比，單元四「香港居民的基

本權利與義務」有關人身自由和「在沒有法律依據下，公民有不受逮

捕、拘禁、審訊和處罰的自由」的內容被抽前，以表列形式放入「香

港居民享有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中。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認為，現時有關內容只放在大表中，與

其他資料並列，不再放在原有位置，認為是有意識的轉變，現有處理



 

使有關內容重要性明顯減弱。他認為被拘禁、逮捕等在人權中是很重

要的問題，應當重視。 

教育局長吳克儉於北京回應《指引》事宜，被問到初中 51 小時

基本法教育當中有 24 小時來自中史科，會否加劇課時不足問題，他

重申，有關課時不是額外增加，而是在相關中史課程內容中作部分調

動。他舉例指，以往比較重視古代史，現在「古今並重」，教師需要在

當中作出取捨。 

他續說，國民教育一直於大部分學校有效推行，縱然基本法教育

與國民教育可能存在相關內容，但並非要作為取締或代替品；《指引》

中亦列明，是要把相關教育活動以另一種形式組合，有系統地讓學生

學習基本法，也可避免在不同科目重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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