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至○二年度公民教育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  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 
時間：  下午五時三十分  
地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30 樓  
 民政事務總署會議室  
 
出席者：  鄭慕智先生  (主席 ) 
 陳展霞女士  
 鄭簡麗嫦女士  
 張賢登先生  
 馮崇裕教授  
 許宗盛先生  
 鄺心怡女士  
 黎葉寶萍女士  
 李崇德先生  
 彭敬慈博士  
 譚榮根博士  
 容永祺先生  
 黃繼兒先生  (律政司 ) 
 張永雄先生  (教育署 ) 
 蘇張麗影女士  (廉政公署 ) 
 劉偉炳先生  (政府新聞處 ) 
 梁家永先生  (香港電台 ) 
 何澤勤先生  (警務處 ) 
 曹振華先生  (民政事務局 ) 
 邱蘇淑儀女士  (民政事務局 )(秘書 ) 
 
列席者：  關永華先生  (民政事務局 ) 
 吳陳美華女士  (民政事務局 ) 
 陳恩慈女士  (民政事務局 ) 
 湯玉卿女士  (民政事務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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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克出席者：  陳錦祥先生  
 周厚澄先生  
 馬力先生  
 戴耀廷先生  
 狄志遠先生  
 謝淑賢女士  
 徐詠璇女士  
 黃碧嬌女士  
 伍淑清女士  
 蕭景路女士  (香港電台 ) 
 吳伍莉莉女士  (社會福利署 ) 
 
 
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本年度第一次會議，並

特別歡迎新加入委員會的許宗盛先生、彭敬慈博士及容永祺先生。  
 
(一 )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2. 秘書報告，在上次會議紀錄「出席者」一欄，漏載了警務處

代表何澤勤先生，有關紀錄已經修正。此外，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修訂

建議，遂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 跟進上次會議事宜  
 
3. 秘書稱，有關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審批結果，將在隨後

的報告事項中匯報。  
 
(三 ) 公民教育委員會未來工作路向及 2001-02 年度工作計劃   
 (文件  CE 1/2001) 
 
4. 秘書就文件的第一部分有關「公民教育委員會未來工作路向」

先作簡介。主席表示，公眾認為目前一般市民的公民意識有待改善，

委員在上次會議時曾經提出，有需要引發社會各階層對這個課題作廣

泛討論。民政事務局已同意在每兩個月進行一次的電話意見調查中，

 



- 3 - 

加入一條有關公民意識的題目，藉以引起社會大眾對公民教育的關

注，委員可就引發社會討論的方法繼續提供意見。  
 
5. 譚榮根博士建議，由市民提出他們認為極度不滿的行為態

度，這是最直接反映民意的方法。馮崇裕教授認為，現時年青人與年

長一輩所持的價值觀有很大差距，在搜集民意的時候，適宜分年齡組

別進行，這有助分析調查結果及跟進工作。張賢登先生支持透過民意

調查取得市民大眾對公民素質的看法，他認為先有民意基礎才作跟進

的做法較容易令市民信服。關永華先生指出，搜集民意是引起社會討

論的一個有效方法，訪問的過程亦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彭敬慈博士

表示同意。他更指出意見調查的過程及結果同樣重要，他希望委員會

可以就調查的數據提出針對性的建議及改善方法。許宗盛先生指出，

社會各階層人士必須培養良好的公民意識，如先認定對象組群作目

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6. 主席總結說，香港要成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必須有良好的公

民素質作後盾，才可以推動社會及經濟發展。委員會除可透過民政事

務局的電話訪問，直接就有待改善的公民態度及行為向市民提問以

外，亦可鼓勵地區公民教育組織，在各地區進行類似的意見調查。一

方面發動地區公民教育組織的參與，另一方面，亦可藉著地區的力

量，加強宣傳效果。此外，有見現時許多年青人對公民意識及價值觀

概念模糊，委員會可先以年青人為工作目標。主席請各小組委員會在

制訂工作計劃時，考慮跟進以上提出的各項意見。  
 
7. 秘書就文件的第二部分有關委員會在「 2001-02 年度工作計

劃」作簡介。馮崇裕教授建議委員會考慮利用有線電視第五台的五秒

鐘過場動畫，宣傳公民教育。他說，許多大專院校都設有動畫設計課

程，委員會可與有線電視合作，以比賽形式，挑選有創意的動畫播出，

相信這會吸引年青觀眾。鄺心怡女士表示支持透過電視媒介，發放公

民教育信息。她認為電視的感染力不容忽視，應該善予利用，但對於

一些含有不良意識的電視製作，則需要市民向有關方面作出反映。容

永祺先生認為，社會各階層人士都必須具備公民意識，公民教育應遍

及不同的社會層面。電視節目無疑是有效的宣傳媒介，如可透過簡短

的信息作長期的節目播放，會收潛移默化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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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席回應說，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是推廣學校以外的公民教

育，而校內的公民教育，則由教育署及學校負責推行。目前教育改革

方案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德育的培養，他邀請教育署代表張永雄先生就

這方面的進展情況作一簡介。  
 
9. 張永雄先生說，有關公民教育的課程改革，教育署正循著四

個德育範疇進行推展工作，包括責任感、承擔感、克服逆境的能力及

國民意識的培養。鑑於傳統口頭傳授知識的方法已不能引起年青人的

興趣，教育署現試行利用一個互動劇場的形式，在各小學巡迴表演。

由於校內老師及學生皆為劇中演員，藉著親身參與，他們可直接體會

戲劇所帶出的信息。此外，教育署並設計了一條公民教育徑，路線由

金紫荊廣場作起點，經中區解放軍總部直達西區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

港聯絡辦公室。這條路徑的構思，是讓學生處身現場環境，思考國家

與香港的關係，包括國旗的象徵意義及解放軍駐港的實況等。總括而

言，目的是使學生從認知的層面提升至生活中的實際體驗。  
 
10. 主席稱，教育署的改革方向及落實改革的方法值得借鏡。委

員會轄下各工作小組在制訂工作計劃時，亦宜仔細考慮所採用的方法

及形式，以期達至更佳效果。  
 
 
(四 ) 政制事務局在二○○○年第四季所進行的「了解市民對  
 《基本法》認知程度的統計調查」（文件  CE 2/2001）  
 
11. 吳陳美華女士簡介文件內容。主席請委員就調查報告結果及

未來宣傳工作的方向提出意見。張賢登先生指出，推廣《基本法》的

工作已經進行了一段頗長時間，其中的主要條文已無須再作重覆推

介，市民大眾亦不會違反《基本法》的精神。他認為現階段必須加強

市民認識《基本法》的憲制地位，以及《基本法》與中國憲法的關係。

由於《基本法》有異於一般法例，市民必須了解它在香港的重要性及

在中國法律中所佔的地位。黃繼兒先生表示贊同。他說市民必須多了

解內地法律，就以最近內地實行新的婚姻法為例，可能對不少香港人

會有影響，但許多香港市民卻無從探索內地的法律。他建議委員會考

慮從另一層面介紹內地法律與《基本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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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席承諾向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基廣會 )反映委員的意

見。對於陳展霞女士提出委員會應如何配合基廣會工作的問題，主席

回應說，委員會多年來一直承擔推廣《基本法》的工作，在多年前已

製作了兩輯共二十六集的電視節目，在無線電視翡翠台播影，並製成

光碟及錄影帶供各界使用，又製作了多套電視宣傳短片，在各電視台

播出，這些工作的成果實在不容置疑。他作為基廣會轄下本地社區工

作小組召集人及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會繼續透過公民教育委員會，

承擔在本地社區推廣《基本法》的工作。而基廣會轄下的其他工作小

組，亦會分別就學校、公務員及海外三個範疇進行推廣活動。  
 
13. 主席說，今次政制事務局進行的調查頗具參考價值，對於委

員會他日再次審批資助申請作推廣《基本法》活動時，可按調查結果

所顯示，調撥更多資源幫助尚未認識《基本法》的組群深入認識《基

本法》。  
 
(五 ) 報告事項  - 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2001-02)審批結果  

（文件  CE 3/2001）  
 
14. 社區參與小組召集人李崇德先生簡介文件內容，綜合匯報

本年度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審批情況及結果。他並提出，由於資

助計劃受到地區團體的歡迎及重視，小組認為目前是適當時候對已推

行了十五年的資助計劃作全面檢討。小組會在推出下年度的資助計劃

前召開會議，詳細檢討整個計劃的運作模式，以及各項有關細節。  
 
15. 馮崇裕教授提出，小組必須留意是否有足夠機制監察為數百

多項受資助的活動。鄭簡麗嫦女士表示不太擔心監察問題。她認為公

民教育範疇廣闊，如能鼓勵更多地區團體參與推廣公民教育活動，將

有助提高更多普羅大眾的公民意識。委員會今年共接獲四百多份申請

書，這已反映地區對推動公民教育的熱誠，但由於資源所限，委員會

最終只能接受一百七十多份申請。這些申請只佔總數約四成，而且大

部分只獲得部分資助。她希望能夠爭取更多資源，使更多地區團體及

市民受惠。主席感謝小組委員參與審批四百多份申請，並期望小組在

將要進行的檢討會議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以進一步改善備受歡迎的

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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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智多多」兒童倡廉活動  (2001-02) — 
 廉政公署建議合辦項目（文件CE 4/2001）  
 
16. 廉政公署代表蘇張麗影女士介紹文件內容。她邀請委員會繼

續合辦這項活動，並撥款十五萬元資助部分經費。張賢登先生表示，

現時為學前兒童製作的德育教材十分缺乏，而廉署在最近三年所製作

的「智多多」卡通片集及教材題材豐富，受到家長及幼兒教學者普遍

歡迎，這項活動實在值得繼續支持。他並提出，一般家長都十分渴求

適當的幼兒教育參考資料，如能將教材製成光碟，並廣泛提供予家長

使用，則十分理想。譚榮根博士說，製作光碟的成本不高，如主辦機

構資源有限，可考慮向志願團體提出贊助要求，相信不難獲得支持。

彭敬慈博士說，現今的教學形式及方法必須力求變化，才能吸引學

生，尤其是在幼兒階段，更需要生活化及趣味性的教材。主席總結委

員意見，一致同意與廉署繼續合辦是項活動，並提供十五萬元資助部

份活動經費。  
 
 
(七 ) 其他事項  – 地區公民教育組織  
 
17. 陳展霞女士說，委員會曾接獲地區公民教育組織提交公民教

育活動資助計劃的申請。她詢問對於這些申請是否需要作特別考慮。

主席說，雖然委員會與地區公民教育組織並無從屬關係，但委員會一

向樂於與地區組織保持聯繫。對於他們提交的資助申請，委員會必須

按照一般審批程序處理。張賢登先生補充說，地區公民教育組織十分

期望與委員會建立合作關係，委員會可考慮派委員出席各地區會議，

這表示委員會既關心地區事務，更樂於直接聽取地區意見，加強相互

間的溝通及聯繫。主席請社區參與小組就此事繼續探討，並在適當時

候向委員會匯報。  
 
18. 既無其他討論事項，會議於晚上七時三十分結束。下次會議

將於八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五時三十分在灣仔修頓中心三十樓民

政事務總署會議室舉行。  
 
 
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二○○一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