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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協力共同做好愛國主義教育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

法》，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首次對愛國主義教育提出法律規範，列明對不同

群體有針對性規定，包括港澳台人士及海外僑胞，要特別加強傳統文化的認同，

自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撰文：全國人大常委、「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組長李慧琼 

 

筆者認為：愛國主義是全世界普有，包含了愛國情緒、愛國情意及愛國熱忱，對

祖國的熱愛、崇拜、尊敬及嚮往，並能與其他國民團結一致為祖國具強烈自豪感

而產生共鳴。除從自身個人愛己，愛家，愛群，愛港，愛族，廣及並最終達致愛

國！並從家庭，港區建立，以家庭教育為基礎，連同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全面結

合推廣及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愛國主義教育法並未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不會以全國性法律

的形式在香港實施，但已明確了香港推進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內容和目標，亦讓

特區政府可以通盤考慮實際情況，結合社會各界力量，提升市民的愛國意識和情

懷。 

 



愛國主義教育內容豐富，方式多元多樣，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概念。正如愛國主義

教育法第 9 條指出：「愛國主義教育應該將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與擴大對外開放結

合起來，堅持理性、包容和開放的態度，尊重各國的歷史特點和文化傳統，並借

鑑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香港社會中西文化薈萃，具有豐富的多元文化

和國際交流的優勢。筆者認為在培養愛國情懷的同時，應該鼓勵市民保持開放的

心態，與其他不同文明進行溝通和互鑑，取長補短，從而實現更好的社會發展，

並以理性建立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 

 

與社會各界互動推動愛國主義教育 

 

推動愛國主義教育需要持之以恆。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就提出多項措施，

當中包括成立由政務司長領導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和「弘揚中華文化辦

公室」。筆者很榮幸獲委任為「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組長，並十分期待與其

他來自不同界別的成員合作，在不同層面為推進愛國主義教育建言獻策。 

 

愛國主義教育既要政府大力推動，也需要社會各界積極配合參與。「愛國主義教

育工作小組」成員除了政策局長，亦包括教育、地區事務、歷史文化、學術、媒

體等界別的代表，未來工作將從學校教育、本地社區、歷史政經文化、傳媒宣傳

等四個範疇着手推動。筆者相信，通過不同界別的良性互動，我們的工作將有助

特區政府結合愛國主義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和中華文化教育，在學校層面和社區

層面推廣，並善用不同媒體平台做好傳播工作。適逢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七十五周年，小組的工作將更加重要和有意義。筆者希望能通過不同形式的教育

活動，加強國家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進一步凝聚國家情感，提高香港人對國家

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愛國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之一，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任重道遠，需要全社會的

共同努力。筆者及工作小組成員將與社會各界合作，凝聚共識，創新發展，克服

種種障礙和阻力，大力推進愛國主義教育，確保社會繁榮穩定、「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