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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一年度公民教育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  二○○○年六月七日 (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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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崇德先生  
 張賢登先生  
 戴耀廷先生  
 鄭簡麗嫦女士  
 黎葉寶萍女士  
 譚榮根博士  
 徐詠璇女士  
 伍淑清女士  
 黃繼兒先生   (律政司 ) 
 譚鎮傑先生   (教育署 ) 
 羅桓志先生   (廉政公署 )  
 劉偉炳先生   (政府新聞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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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希立先生   (教育統籌委員會 ) 
 吳陳美華女士  (民政事務局 ) 
 湯玉卿女士   (民政事務局 ) 
 黃藝蕾女士   (民政事務局 )  
 
未克出席者：  陳展霞女士  
  陳錦祥先生  
  周厚澄先生   
  馮崇裕教授  
  鄺心怡女士  
  謝淑賢女士  
  黃碧嬌女士  
  李榮安教授  
  馬力先生  



  郭少棠教授  
  狄志遠先生  
  阮偉文先生  
  何澤勤先生   (警務處 ) 
  吳伍莉莉女士   (社會福利署 )   
  黃法之女士   (香港電台 )   
  蕭景路女士   (香港電台 ) 
 
 
開會詞  
 
 主席歡迎首次出席會議的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曹振華先

生，本年度加入委員會的鄭簡麗嫦女士、黎葉寶萍女士、譚榮根博士、

徐詠璇女士，及教育統籌委員會代表戴希立先生。  
 
2. 主席並感謝任滿的前委員何淑賢女士、林旭華先生、李宗德

先生及戴希立先生過去給予委員會的支持及協助。主席邀請出席是次

會議的戴希立先生繼續參與委員會的工作，戴先生表示樂意 任委員担

會與教育界之間的橋樑，並在有需要時提供協助。  
 
一 .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3. 委員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 跟進上次會議紀錄事宜  
 
 青年會議 2000 (上次會議紀錄第 3.1.1 至 3.1.2 段 ) 
 
4. 廉政公署代表羅桓志先生匯報籌備青年會議 2000 進展情況。

是次活動已正式命名為「誠信新一代、活出真意思」青年會議 2000。
其中一環節「青年獎勵計劃」，已收到從三十多個機構派出超過九十

隊的青年隊伍申請參加，參加者會就五個專題進行討論及匯報。而於

八月十九日舉行的青年會議，主講嘉賓除已邀請候任教育統籌局局長

羅范椒芬女士出席外，並經籌委會主席協助下得到李澤楷先生答允出

席作專題演講嘉賓。此外，應邀出席參與「青年真情對話」的嘉賓包



括程介明教授、張永霖先生、葉恩明醫生、鄭丹瑞先生及蕭芳芳女士

等。各項籌備工作已在積極進行中，籌委會將安排新聞發佈會詳細介

紹活動細節。  
 
5. 主席籲請委員出席活動，並協助向外界推廣。是次活動主旨

是提醒青年人裝備自己，迎接挑戰，開拓未來。活動目標極具意義，

青年人無論能否參與是次活動，都可藉此機會反思自己在現今社會身

處的角色，以及需要承擔的責任。  
 
三 . 教育制度檢討  —  「改革方案」諮詢文件  (文件 1/2000) 
 
6. 主席稱，教育統籌委員會自去年推出廿一世紀教育目標和整

體改革構思，現已展開第三階段諮詢工作。教統會成員戴希立先生，

會就改革方案與公民教育有關的範疇作簡介。  
 
7. 戴希立先生提出三個重點。首先，學生應有全面的學習經歷，

除了尋求知識，亦需要生活教育，例如體藝活動及社會服務等各方面

的培育。而以往由教育署負責推動校內公民教育，民政事務局推廣校

外公民教育的模式，現在應是適當時候作出改變。其次，不同階段的

收生政策應作調整。目前多間大學的收生標準已逐漸改變，除考慮學

生的考試成績以外，亦考慮其他因素，例如在音樂、體育及社會服務

方面有傑出表現者，都有機會以稍遜的公開試成績進入大學。這理念

應延伸至中學收生階段。最後，戴先生建議應更有效地運用投放於學

校的資源和其他的社會資源，使各方面的資源能互相補給及充份利

用。他又提出，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已就教育改革事宜成立專責小

組。他建議委員會亦考慮成立工作小組，研究日後如何配合學校公民

教育的發展。  
 
8. 張賢登先生認為教育制度檢討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但現行

制度沒有足夠基礎影響一般家長的觀念，他們仍然十分重視學業成

績。資源共享的建議值得支持，但如容許學校使用社區資源，學校方

面也應開放資源讓公眾共享，例如可考慮在假日出租學校會堂及球場

等設施予公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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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崇德先生建議政府重新檢討各政策局及部門轄下的資源運

用及分配情況，並在適當情況下彈性處理有關資源的調配。他舉例，

由本委員會提供資助予社區團體的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現時並不

接受學校申請，如要推動學校與社區合作，這些限制必須消除。  
 
10. 就有關委員會設立工作小組的建議，戴耀廷先生詢問工作小

組的功能及如何將委員會的訊息傳遞至學校。戴希立先生回應說，委

員會可與教育署商討，研究配合或支援學校發展公民教育的途徑。而

現階段委員會不可能與個別學校合作。  
 
11. 黎葉寶萍女士指出，學生需要有自學能力以外，亦需要了解

本身健康情況及學習照顧自己。譚榮根博士認為要讓學生在課堂知識

以外，培養個人修養及處世態度，尤其在現今趨向追求物慾的社會風

氣下，培養正確價值觀更為重要。此外，年青人亦需要對國家民族觀

念加深認識。徐詠璇女士認為要實行各方面的建議需要空間，否則輕

易流為空談。  
 
12. 主席總結說，隨著教育改革的方向，委員會在推動公民教育

工作必須相應配合，重新檢討職權範圍及調配資源，以實踐學校與社

區結合的理想。他重申委員會十分支持教育改革，爭取空間讓學生作

多方向發展。要達到這目標，必須爭取家長支持，這更需要各方面共

同努力。主席感謝戴希立先生出席會議，並與委員交換意見，他希望

戴先生日後與委員會繼續保持密切聯繫。  
 
四 . 《基本法》意見調查報告   (文件 2/2000) 
  
13. 吳陳美華女士簡介文件，就有關在本地社區推廣《基本法》

的主要意見調查結果作匯報。她指出，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轄下的

「本地社區工作小組」，得到本委員會主席出任小組召集人。為促進

該工作小組與委員會在這方面的緊密合作，小組就前述的調查報告提

出了一些未來宣傳及推廣活動建議，希望委員會考慮跟進。這些建議

包括舉辦《基本法》網頁設計比賽、製作生活化教材、舉辦《基本法》

法律課程、鼓勵團體籌辦地區活動時參觀各級法院和基本法參考圖書

館等。張賢登先生支持在生活層面推廣《基本法》，例如舉辦論壇討



論市民關注的社會問題。主席稱，委員會過去幾年在社區層面做了不

少推廣《基本法》的工作，今後仍會繼續。他表示委員會累積過往工

作經驗，會詳加考慮本地社區工作小組的建議並研究其可行性。  
 
五 . 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審批結果   (文件 3/2000) 
 
14. 社區參與小組召集人李崇德先生簡介文件，報告本年度資助

計劃的審批結果，並呼籲委員支持及出席地區公民教育活動。就會議

較早時討論有關社區與學校合作，善用資源及消除校內校外公民教育

界限的問題上，主席請小組重新檢討資助計劃的撥款準則，以便在下

年度推出計劃時可以一拼考慮學校的需要。  
 
六 . 公民教育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文件 4/2000) 
 
15. 秘書簡介文件並邀請委員加入各小組。由於委員會部份工作

是週期性，例如社區參與小組必須於每年四月底前審批公民教育活動

資助計劃的申請，故此小組已於大會會議前組成，但小組仍歡迎其他

委員加入參與日後工作。此外，一些負責製作教材的工作小組亦需要

跟進上年度延續的工作計劃，部份工作已在進行中，但這些工作小組

仍需要新委員加入及提供意見。秘書處日後將會繼續邀請委員參加其

他小組。  
 
七 . 其他事項  
 
(i) 與九廣鐵路合辦東鐵支線車站命名比賽  
 
16. 秘 書 報 告 九 廣 鐵 路 邀 請 委 員 會 合 辦 東 鐵 支 線 車 站 命 名 比

賽  ，委員會將由馮崇裕先生代表參與七月中旬舉行的評審工作。主

席稱是項比賽是繼去年委員會參與合辦西鐵支線車站命名比賽後，與

九廣鐵路的另一次合作。他認為比賽有助提高市民關注社會基建發

展，是一項有意義的公民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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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香港是我家」推廣計劃創作比賽  
 
17. 秘書報告，民政事務局與委員會及青年事務委員會將合辦一

項「香港是我家」推廣計劃創作比賽，目的是透過推廣計劃，引發市

民的創作力，並藉此促使市民關注本地社會發展及提高市民對香港的

歸屬感。「香港是我家」推廣計劃工作小組在六月初曾召開會議研究

比賽大綱，秘書將於稍後另發該次會議紀錄，並歡迎其他委員提供意

見或加入工作小組。  
 
18. 既無其他討論事項，會議於晚上七時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容

後通知。  
 
(會後備註：下次會議將於九月六日 (星期三 )下午五時在灣仔修頓中心

30 樓民政事務總署會議室舉行。 ) 
 
 
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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