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思路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建議書 

定立愛國主義的內容：以權利及義務為核心 

 

 一、前言 

愛國主義教育跟《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以下簡稱《憲法》教育) 

是相輔相成，兩者均能促進公民的國家認同感和法治意識。民主思

路認為《憲法》教育是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一環。當中，認識

和理解《憲法》中公民義務更是重中之重。本建議書旨在構建一個

以權利和義務為核心的愛國主義理論，並闡述如何通過教育推廣這

一理論，增強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國家和社會的認同感和責任

感。 

民主思路對《憲法》教育的主張和目的是向香港中國公民傳播有關

《憲法》義務的知識，其中包括：不能破壞國家在內地實行的社會

主義制度；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損害國家、社會、集體的

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作自由和權利；遵守《憲法》、《基本法》及法

律；維護國家統一；維護國家安全。 

 

 二、權利與義務的教學要點 

1. 權利的行使與自我約束 

 權利的行使需要建立在自我約束的基礎上。市民應自發不去做或停

止某些追求權利的行為，以保障他人和社會的利益。這種自我約束



 

 

源自對其他人、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是公民應具備的基本素質。 

2. 法律約束與國際標準 

 權利的行使受到國際人權公約的特定條款限制，包括國家安全、公

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考慮及保障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理解這些限制有助於市民更好地行使其權利，同時履行其應有的義

務。 

 

 三、《憲法》教育的傳授成果 

1. 《憲法》的超然地位 

《憲法》是國家最高法律，保障國家整體利益和安全的義務優先於

個人權利。市民需要認識到《憲法》的超然地位，並尊重國家的統

一和主權；《憲法》和《基本法》共同組成特區的憲制基礎，《憲法》

是全國主導性，而《基本法》只對特區具獨特性。 

2. 《基本法》的權利與義務 

《基本法》保障市民的基本權利，但這些權利是與義務並存的。市

民在行使權利的同時，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義務。特

區政府和市民都有責任維護《基本法》的權威，確保社會和諧與穩

定。 

 

 



 

 

四、實踐愛國主義教育的具體建議 

1. 如何增強年青人興趣 

民主思路認為，年輕人在重功利的社會氛圍中學習憲法條文困難重

重。首先，在學年輕人功課繁重，下課後娛樂節目豐富；再者，學

校對《憲法》教育又未太看重。對未涉獵過法律的年輕人，《《憲法》

條文艱深難懂，很難讀通。故此，民主思路建議： 

(1) 將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開試考核從合格或不合格改為計分。

為了得到更好的成績，學生便會努力學習，對憲法內容瞭解會

越來越多；這樣，認知增長就會變成認同，對抗就變成合作。  

(2) 中央政府多邀請年輕人跟國內官員、有權威的知名人士多交流，

讓他們瞭解公民對國家安全和國家統一的堅定決心；隨著彼此

接觸交流的增多，雙方價值觀會逐漸一致。 

(3)  學生必需修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第一章及第二章。 

(4) 首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第一章及第二章轉化

成為學生能夠理解和接受的知識，透過介紹中國近代實況及

《憲法》對特區成立的有關章節，增強學生對國家主權、人民、

政府、政制、國家領土及特區成立的基礎認識等。教學上強調

的是，除《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外，特區其他權力皆源自《憲

法》；及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完全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授予。最後，

建議實施多元化的教學方法，結合活動和情境化的學習，使教

學過程更為生動有趣，並鼓勵積極參與和正面獎勵來降低學生



 

 

對《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抗拒。 

 

2. 加強向年輕群體推廣公民權利和義務 

(1) 除學校教育以外，政府可按年輕人偏好的資訊渠道作推廣：在

網上媒體，以短片／劇集作社教化宣傳，當中滲入港人對《憲

法》應盡的義務，例如，「國家安全」和「國家統一」，讓年輕

人較易接受《憲法》當中的主題和觀念。 

(2) 年輕人比較注重「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和「結社、集會、

遊行、示威的自由」兩種公民權利，政府宜加強這方面的權利

和義務教育：強調政府保障市民行使這些權利之餘，但同時間

市民履行保障別人和社會利益的義務。建議委託中立媒體對曾

被侵犯私隱或遭受暴力襲擊的受害者作深度報道或拍成紀錄片，

令學生明白傷害他人權利的禍害。 

 

3.《憲法》和《基本法》教育要有焦點 

(1) 教育局宜將五種公民權利(選舉權/被選舉權；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自由；及宗

教信仰自由)和五種公民義務(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

其他公民的合發自由和權利；維護國家統一；遵守公共秩序；

維護國家安全；及遵守《憲法》和法律)作為學生必須學習的課

題，更強調「行使自由和權利時候，不得損害其他公民的權益

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作為學習的核心思想。 



 

 

(2) 將課程引入《基本法》第 39 條國際人權公約第二款 － 對限制權

利的論述，使學生明瞭權利並非可以無限發揮，權利可以受限

制是國際公認的事實。 

(3) 教育局重審全港中學使用的公社科教科書，針對課程指引、宗

旨及目標、內容有否配合課程的要求，並給獨立人士及教育專

家參與評審。 

 

五、結論 

我們建議政府從《憲法》和《基本法》年輕人教育的角度入手，建

立更全面的教育論述，包括以下方面： 

(1) 認識國家《憲法》為顧及整體利益的考慮：讓市民了解《憲法》

中保障國家整體利益和安全的義務，而不僅是個人權利的保障。 

(2) 認識顧及他人及社會和國家利益的《基本法》權利和義務：強

調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平衡，讓市民明白權利與義務並存的事實。 

(3) 認識約束公民權利的條件和情況：教育市民，特別是年輕人，

了解行使權利應受到一定條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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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主思路 

民主思路是一個具使命感和目標為本的智庫，我們期望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大原則下，爭取民主發展的最大空間。 我們相信民主發展需以溫和

的態度來進行互信的溝通。為此，民主思路創立一個平台，目標為： 

• 以進取的方式，推動溫和路線，在社會開拓新的政治空間； 

• 設定議題，建立有系統的論述； 

• 透過研究、對話、互動，與各持份者共同確立特區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
新思維。 

• 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和計劃，例如香港政治及行政學苑，培養新一代的政治領
袖和公共政策制定者。 

查詢： 蔡淑汶（總經理）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9-21號金鐘商業大廈 3樓 

電話： 2509 3131 

傳真： 2509 3130 

網址： www.pathofdemocracy.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