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五十周年系列活動之一 

香港價值教育的發展與實踐研討會 

 

講座及工作坊簡介 

 

講座 1：香港價值教育發展回顧：從回歸到雨傘 

本講座嘗試回顧從 1997 年回歸到 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香港價值教育的發展。講者把這近二十年

分作五期的時段，每一期時段都以一項全民價值教育事件為引發點。第一期時段是 1997 年 7 月

1日回歸後教育改革所涉重點價值的政策制定，由 2001年提出五個重點價值到 2008年增至七個。

第二期時段是 2003 年「沙士」（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引起的生死關懷，從而使生命教育出

現廣泛的實踐轉向，表現於 2010–11 年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德育及公民教育領域有「一中兩小」

的收成。第三期時段因應 2004 年課程改革倡議作公開考評的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所引起有關價值

思考教學與考評的爭議，至 2014 年佔領運動時，此科存廢的討論更形熱烈。第四期時段是 2012
年反國民教育運動所引起對國民身分的本土反思。第五期時段是 2014 年雨傘運動所引起的參與

式公民覺醒及對公民價值的思考。香港核心價值的再三澄清與反覆認受，累積成了 2015 年的當

前重點。 

 
講座 2：差異與平等─香港教育政策檢視 

教育的重點之一是要學習者認識並接納差異，擴闊胸襟和視野，使能體認自己與「異己者」的深

切連繫。香港是多元社會，但究竟在日常學校生活中，學生是否真的能學習接納差異？本節三位

講者─胡露茜、王惠芬和張超雄，分別從性／別小眾、少數族裔和傷健等幾方面差異，評論香

港教育政策，亦談談他們在當中的願景。 

 
講座 3（公民及人權教育）：人權教育 

人權教育乃價值教育一個分支，強調：（1）在顧及價值多元性的情況下，以國際人權公約為普世

價值的參考標準；（2）教育的轉化功能，藉着人權教育，令個人成為以行動保護及改善人權狀況

的「變革促進者」；（3）除了協助個人澄清自己所持價值及其理據，並給予充權外，更強調政府

在保護和推動人權方面的責任，使有關討論由個人價值提升至政策討論。「雨傘運動」可說是人

權教育的上佳議題。 

 
講座 4（傳媒教育）：「地球很危險」：火星媒體的異想 

《瞬間看地球》，靠的是無遠弗屆的傳播科技。在互聯網時代，時間和空間的意義不斷給改寫，「天

涯若比鄰」不僅是詩人寄情的佳句，更是海內、外知己的真實經驗。社交媒體重新界定人際關係

和溝通方式，大眾媒體亦要思索，在傳播無疆界的今天，「觀眾」是誰？他們在哪裏？ 

從火星看地球，問題一樣，觀點卻轉換了。自 2012 年起，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暑期

推出「火星媒體」計劃，邀請中學生參與體驗式學習，把熟悉變成陌生，用火星人的視角重新認

識地球媒體，分析傳播科技為地球人帶來的影響。工作坊介紹部分活動內容，與會者亦可一嘗當

火星人的樂趣。 

 
工作坊 1（實踐轉變）：我做得到嗎？價值教育‧實踐之路 

前線教育工作者需於緊迫的教學課程中，額外抽時間進行價值教育，這可行嗎？要不就是自行刪

減課程內容，要不就是犧牲多一點休息或批改時間，但這又未必符合學生意願。在兩難當中，教

師時常出現強烈的無力感。不管任教哪一科─中、英、數，或音、體、藝，價值教育真的都能

存在嗎？兒歌當中有一句：「原來只需努力做，我都做得到」，價值教育亦是這樣嗎？ 



工作坊 2（心靈教育）：「心靈教育」八個寒暑．在中學之實踐經驗 

「心靈教育」計劃自 2008 年開始至今，已踏進第八個年頭，從理念概述到課堂實踐，團隊都不

斷嘗試，並得到參與學校校長和老師同行、支持、配合及真誠回饋，逐步反思，改變、修訂實踐

方法，盼望踐行步驟能更配合中學生，而且更具體和清晰。 

本節工作坊將分享團隊在「聯校學生心靈大使培育」及「澳門學校體驗課堂」中所獲得的經驗：

前者重點是培育學生成為學校發展心靈教育不一樣的推動力；後者則着墨於帶引同學一步步聆聽

內心律動，開拓認識自己的心靈向度。 

 
工作坊 3（共融教育）：「手語雙語」與「共融教育」 

「社會共融」是融合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為幫助聾、健學生達致社會共融，香港中文大學手語

及聾人研究中心於 2006 年起，在本地主流學校實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按「手語雙語」及

「共融教育」兩個指導原則，建立無障礙的溝通及教學環境，使聾、健學生認識對方的語言、文

化，互相接納和欣賞，建立正面態度。此外，聘用聾人為教師，在課堂中進行聾、健協作教學，

亦為學生之間彼此融合和互相尊重樹立了良好榜樣。 

 
講座 5（心靈教育）：心靈教育，感通的教育 

本港學校辦學時多着重德、智、體、群、美五育，而強調「靈育」的絕大多數是宗教團體所辦學

校，這容易使人以為「靈育」是宗教學校才應關心的任務，而使用「靈性教育」這個詞語時尤甚。

然而，「靈育」其實是教育的「靈魂」，所有學校都應關注。為了喚起對「靈育」應有的關注，改

用「心靈教育」一詞也許更為合適。心靈教育固然有多個面向，這裏選擇以「感通」為切入點，

試圖說明「靈育」並非五育之外的另一「育」，而是五育貫通後的結果。 

 
工作坊 4（貧窮教育）：世界公民教育的「知、情、行」活動元素與貧窮教育的關係 

工作坊將介紹樂施會世界公民教育兩項教育元素，即「同理心」及「多角度思考」： 

 「同理心」及「多角度思考」在貧窮教育的重要性。 

 如何從這兩個元素認識貧窮及發展議題。 

 培育同學對貧窮問題在「知、情、行」上的能力，效果怎樣？有何限制？如何變通？ 

工作坊將以活動例子及教案，分享如何把世界公民教育放在課堂、社區考察、室內活動等不同環

境之中；亦會分享多個議題分析框架，展示如何實踐多角度思考。 

 

工作坊 5（自然學校）：曉欣賞，懂珍惜─談自然學校的價值教育 

自然學校雖於 2007 年創辦，但其情意自然教育的核心理念卻始於 1993 年。自然協會的創辦經歷

二十年之久。「曉欣賞，懂珍惜」是情意自然教育的核心理念，由假期學校開始，到自然學校課

程的開發，均要傳達「在自然中遊戲、靜心、體驗、分享」四個步驟，帶出以自然為師的主題，

並且領略大自然的奧妙，從中達到欣賞自然、珍惜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活態度。此乃自然學校的

價值教育。 

 

工作坊 6（傳媒教育）：認識媒體：「火星媒體」計劃 

究竟認識媒體有甚麼好玩、有趣？怎樣寓學習於遊戲之中？工作坊將介紹「火星媒體」計劃部分

活動，與會者可一嘗參與其中的樂趣。工作坊會由《瞬間看地球》開始，回顧人類傳播發展史，

再穿越社交媒體和大眾媒體，思索在轉變的傳播環境中，「傳媒」和「受眾」的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