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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快加紧抓好香港回归后的教育改革

张 曼

香港“反修例”风波过程中，一些人打着追求自由民主

的口号，走上街头，肆意的破坏公共物品，扰乱了居民的正

常生活。如今，这些行径正愈演愈烈。这不仅给香港民众带

来了极大的苦恼，也给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在相关报道中，可以发现参与者大多数都是青、少年，其中

还包括正接受着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事

情。但为何这些本该在校园里上课的学生却在街头进行打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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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为何他们要深陷破坏社会的漩涡里呢？这里除去经

济、政治因素影响外，也暴露出香港的教育或许出现了一定

的问题。

尽管香港已经回归二十余年，但是香港的许多方面都深

受早期殖民统治的影响，这给香港回归后的发展以及“一国

两制”的实践都留下了后遗症。此次香港风波中的青少年问

题就是典型的信号指示。那么未来香港教育可以从哪些方面

改善呢？笔者觉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一、加强宪法教育，构建“一国两制”的核心基石

香港事件发生与香港特区缺乏宪法的教育有很大的联

系。其实大陆内地的宪法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

度。而香港的宪法制度确实跟大陆完全不一样，虽然前提是

“一国两制”，但是香港提倡的宪法教育和大陆的宪法教育

有很大差异。“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个国家，那么香港的

宪法教育应该也是国家宪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不需要它

来实行这样一种宪法制度，但却需要它去开展教育。让香港

深入了解国内的宪法制度好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哪里，以此来增强对国内政治的认同，减少对大陆的误解。

而现在对于大多数香港青年而言，更多的是凸显香港特区的

自身制度，对国家统一是缺乏概念的。这也是他们极易被煽

动引起暴动的原因之一。

二、加强历史文化教育，系起文化归属的纽带



马克思在莱茵报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过：一个国家的领

土、经济很好占领，但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深入到人们心中

的文化意识形态，想改变就非常困难。包括当时侵华战争，

日本侵犯中国的领土是非常容易，但是要想改变中国人民深

入到骨髓里的文化，是很困难的。而香港自沦为殖民地后，

其文化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最后一任港督离港以

后，留下了一个坑，把类似于大陆的历史教育、通史教育当

作选修课，缺乏一个规范的、统一的文本。中国的历史文化

教育更多的是用时政热点在替代。导致很多年轻一代对历史

文化一点都不了解，那么“自然黑”也随之而来。因此，中

央政府可以和香港特区政府合力编写历史文化教育类的一

套教材，然后普及到大中小学教育中去，让更多的年轻一代

爱上文化，增进对大陆的认同感。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观念

从意识形态层面而言，香港事件的出现跟香港整个意识

形态的氛围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即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主体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

度，但是二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还是区别很大。那么不同

的意识形态交流问题，必然是有一定问题的。再加上现在的

青年一代普遍并不太关心政治，所表达出来的观点也是很理

论性的东西，很可能会受到一些诱导。在香港，一些培训机

构、甚至是带有政治偏见的高校老师都可以编写教材，并把

自己的一些错误的政治理念传达给学生。久而久之，必然会



对香港地区学生的政治理念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能够

比较正向的给他们宣传一些积极的观点，那他可能就会往积

极的方向想问题。

因此在学生教育阶段，特别是在大学教育，甚至是小学

教育里面，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让更多人的思想发生

一些改变，然后用他的改变慢慢地影响身边的人而成的话，

那么走上香港街头的青年就会慢慢少一些。

四、推进港陆学生研学活动，架起两地青年交流的桥梁

其实，一些香港青年不明真相的参与到暴乱中去，也在

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大陆的情况了解得太少。因此政府

可以通过制定一定的鼓励措施和奖励机制，借助现在比较流

行的一种学习方式——研学活动，让大陆的学生到香港那边

去，让香港的学生到内地来，两地之间形成一种双向的、驻

扎式的研学活动。长此以往，两地青年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

就增多了，感情也就慢慢建立起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

青年人的价值观或者一种国家的认同，让香港的青年人对大

陆有一个真真切切的了解，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宣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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