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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近來，教育局宣佈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納入正式課程。自新聞播出，不斷有人表示不滿，認為

此舉為「洗腦」行為，要求取消。 

Learn from history, not from media. 我們需要這句至理名言不斷的提醒自己。 

歷史離我們愈來愈遠，在這物質生活豐富的世代，要什麼有什麼，歷史便更容易被人忘記。 

 要認識一個國家，傳媒絕對不是唯一和可靠的管道。我們要靠自己，認識其歷史，瞭解其風俗、

細心觀察其政治及經濟趨勢、認清其好壞兩面。更何況是認識我們的祖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總有

些報章和雜誌為刺激銷路，某些人為了提升人氣，譁眾取寵，歪曲事實。此時此刻，傳媒所給予我們

的資訊還會是全面的嗎﹖ 

 當大家對中國人權、食品衛生、環境等問題表示不滿之際，又有誰會說起近代辛亥革命志士們堅

毅不屈、視死如歸、愈挫愈勇的精神呢﹖國民教育絕不是「洗腦」，若真是「洗腦」，諸位與「複製人」

無異，國民教育亦變得毫無意義。國民教育不單只是國民身份認同，而國民身份認同也絕不是對國家

所做的一切照單全收。此外，還有道德觀、世界觀、歷史觀、在學習過程中培養獨立思考能力，所獲

得的會令我們受益終生。 

 當同學看見地上有垃圾而自覺有責任將其拾起並放進垃圾桶；看見有不公義之事會抱打不平；知

道國家、社會有難亦會有「匹夫有責」的自覺……公民教育便成功了。 

 執起這支筆，我對「德育及國民教育」這個新學科充滿期望，我真誠希望，真正的國民教育能培

養同學們仁、義、禮、智等做人道理；希望老師所扮演的角色不僅是傳授知識、解除疑惑者，亦是啟

發者；在校園中形成共同探討歷史及現實問題的風氣，對老師和同學都大有裨益。 

 最後，我想感謝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各位老師對我的包容和耐性，還有十三名幹事和另外五位會員

的通力合作，全力以赴。有了你們的支持，本年度的活動及展覽才能順利舉行，這本《薪火》才能順

利出版。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席 

中六甲班 陳若琦謹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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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年特輯： 

二零一一年為辛亥革命一百周年，這場革命對中華民族的命運產生了深遠的影響，為帝制時代劃

上了句號。回顧晚清最後的十年，既有圖強，也有改革。在八國聯軍之役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領導

層突然走上了改革之路，為政治、經濟、軍事及教育等各個領域帶來重大轉變。然而，一九一一年五

月朝廷推出的兩項新政——皇族內閣及鐵路國有，令支持者轉為加入革命陣營，清政府盡失民心。一

九一一年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的成功，在全國其他省份引起連鎖反應，在不到兩個月內，國內的十八行

省中已有十四個省宣佈獨立。中國由帝制走向共和，掀起中國歷史新的一頁。 

辛亥革命展覽 

為加深學生對辛亥革命的瞭解，本校中國歷史科以此事件為本學年的研習主題，學生需要分組完

成專題習作。是次展覽除了介紹辛亥革命的歷程及孫中山先生的工作之外，還展示辛亥革命前清室所

面對的挑戰與回應，以及一些學生對辛亥革命此事的反思和感想。 

辛亥革命重要人物 學生於孫中山像前合照 學生參觀孫中山紀念館 

1. 辛亥革命的背景 

 

清廷腐敗無能 洋務、維新兩次改革運動的失敗，使國人認識到只有推翻滿清政府，建立民主共

和的國家，才能挽救危局。 

革命思想傳播 在上海、湖北等地，宣傳革命的刊物湧現，有助革命思潮的傳播。革命團體亦紛

紛成立，著名的有興中會等。 

新政大失民心 1911 年，清廷成立「責任內閣」，卻暴露了清廷預備立憲的虛偽。清廷的新政令民

心盡失，為革命黨增加了不少助力。 

 

辛亥革命前晚清的挑戰與回應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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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孫中山的童年、求學時期 

 

 

孫中山故居的主體是一幢磚木結構、 

中西結合的兩層樓房 

        孫中山曾入讀的香港西醫書院 

              

3. 興中會成立（1894 年） 

 

日期 事跡 

1894 年 

 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上書李鴻章，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利，物盡其用，貨暢其

流」四個原則來革新政治，但未受到重視。 

 孫中山其後回到檀香山，得知清廷於甲午戰爭失敗的消息，遂決心從事推翻滿清的革

命工作。 

1894 年 

 孫中山於檀香山聯絡當地華僑，創立中國近代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 

 次年，他回到香港，成立興中會總部，以「驅除韃虜，恢復中華，創立合眾政府」為

宗旨，揭示民族和民權主義。 

 

日期 事跡 

1866 年 11 月 12 日 孫中山誕生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 

1875 年 孫中山進入村中私塾讀書。 

1878 年 孫中山赴美國檀香山接受西方教育，後在當地教會學校讀書。 

1887 年 
孫中山入讀香港西醫書院，課餘與陳少白等經常議論時政，探索改革道

路和方法。 

1892 年 
孫中山畢業並獲得開業執照，即到澳門鏡湖醫院任職。稍後，轉到廣州

行醫，宣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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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甲午戰爭戰爭中接連

失敗，孫中山堅定了救國的信念 

習醫時代的孫中山與被稱為「四

大寇」的友人合照 

興中會誓詞 

 

學生反思 

經過這次「孫中山之旅」後，我才真正瞭解到原來孫中山並不是一開始便打算推翻清朝，而是在他看

到晚清的腐敗無能才立志救國的。孫中山早年於香港讀書時，得知原來中國民眾所受的遭遇並不是理

所當然。身為中國人，他有權利，也有責任代表受壓迫的同胞們表達意見。我們身為未來的國家棟樑，

也應向孫中山學習，以肩負國家的存亡為己任。當遇到不合理的事情時要有仗義的精神，造福百姓。

 中三甲班 王雅瑩  

 

4. 廣州、惠州起義（1895-1900 年） 

 

日期 事跡 

1895 年 

 孫中山與陸皓東、鄭士良等人策劃第一次反清革命——廣州起義，但因運送槍械過程

處理不慎，為清廷破獲，陸皓東等人殉難。 

 孫中山被清廷下令通緝，從此流亡海外。 

1900 年 
 八國聯軍之役期間，孫中山乘機派鄭士良往廣州聯絡其他革命會黨，策動惠州起義。

 這次起義因欠缺支援而失敗，但國內輿論漸趨同情革命。 

 

 

5. 中國同盟會成立（1905 年） 

 

日期 事跡 

1905 年 

 孫中山在日本東京聯合興中會、華興會和光復會等，組成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虜，

恢復中華，創立民國，平均地權」為革命綱領。 

 同盟會總部設於東京，並在國內及海外設立多個支部和分會，積極策劃革命運動。 

 除組織革命黨外，孫中山亦十分注意革命理論的宣傳。同盟會創辦革命機關刊物《民報》。

 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把同盟會綱領闡釋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

合稱「三民主義」，成為孫中山領導革命的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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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原稿 中國同盟會的革命綱領    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 

 

學生反思 

 

孫中山先生在革命事業上作出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走過孫中山史蹟徑，你便知道國父的愛是那麼偉

大。今年是辛亥革命一百周年，民主的基石已奠下了一百年了。然而，一百年後的今日，中國大陸在

民主道路上好像沒有甚麼突破。中國政府為了避免被人民推翻，採取強硬的鎮壓和封鎖，使中國人民

夢寐以求的自由和民主，像被困住一樣，摸不著，得不到。我想，人民不需要像孫中山先生起革命，

推翻政府；但中央政府理應為人民的夢，一步一步的解開封鎖的門，為中國全面民主、向孫中山先生

的夢想邁進。                  

                                    中三丙班 潘駿生

6. 黃花崗起義（1911 年） 

 

日期 事跡 

1906-1911 年 
 中國同盟會成立後，革命黨人在幾年間先後發起多次武裝起義，其中以 1911 年的「黃

花崗起義」影響最大。 

1911 年 

 1911 年初，孫中山集合革命黨精英，準備在廣州起義，並於香港成立起義指揮機關。

 4 月 27 日，黃興率領百餘人進攻兩廣總督衙門，終因眾寡懸殊而失敗。 

 此役犧牲的都是革命黨的精英，事後民眾收殮黨人遺骸七十二具，合葬於黃花崗，稱

為「黃花崗七十二烈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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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起義的領導人黃興 黃花崗七十二烈士之墓 位於香港屯門的中山公園是昔日青

山農場的所在地。（惠州庚子起義及廣

州黃花崗起義事件，皆在青山農場策劃。）

 

學生反思 

 

黃花崗起義是辛亥革命前一個血流成河的革命，也是極為慘烈的一次革命。這次革命對推翻滿清王

朝的意義極為重大，透過這次的專題研習，我不但對這個重要的革命有更深的認識，更進一步瞭解

到當時黃花崗起義的細節、典故等， 並對當時的革命浪朝和滿清統治時代的腐敗有更深入的瞭解。

中四丁班 高令堯

 

我認為黃花崗起義在推翻滿清政府一事上是非常重要，雖然這次起義失敗了，但是他們對革命努力

不懈及犠性的精神，令當時的民眾得到鼓舞，也為武昌起義創造了有利的條件。同時，若他們沒有

了這種精神，那麼辛亥革命便不能成功，我們的國家可能已經被列強瓜分。此外，香港在多次起義

中擔當重要的角色，我們必須好好認識歷史及保護文物，尊重祖先所作的努力。            

中四丁班 尹頌熙

 

7. 保路風潮（1911 年） 

 

日期 事跡 

1911 年 

 5 月，清廷頒布「鐵路幹線國有」政策，將川漢、粵漢鐵路收歸國有，以出讓鐵路修

築權來取得英、美、德、法四國銀行團的借款。廣東、湖南、湖北、四川四省商民羣

起反對。 

 6 月，四川紳商組成「保路同志會」，掀起大規模的保路風潮，罷市罷課等，參加者

多達數十萬人，政府開槍鎮壓，釀成「成都慘案」。 

 革命黨人乘機聯絡會黨，在四川各地發動起義。清廷急忙抽調湖北新軍入川鎮壓，形

成湖北守備空虛，為武昌起義締造了一個有利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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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保路同志會刊印的宣傳

刊物 

保路運動紀念碑 諷刺鐵路國有化政策的「各國聯合龍

燈大會」漫畫 

 

學生反思 

 

保路風潮使我體會到團結一致的重要，那時各階層人士也紛紛加入保路抗爭的行列，有教師、學生、

農夫苦力、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種形式集會演說，呼號奔走，

掀起一片反帝愛國熱潮，揭露帝國主義掠奪中國鐵路、清政府賣國賣路的惡行。最後使民國以後的

「國有鐵路計劃」順利在川、陝、湘各省推行，成為第一個被納入國家建設的地區，這對未來發生

的戰爭意義非常重大。                                                               

中四丁班 陳卓林

8. 武昌起義 / 辛亥革命（1911 年） 

 

日期 事跡 

1911 年 

 革命黨人原相約於 10 月中起事，但 9 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內製造炸彈，不慎爆炸。

俄國巡捕把搜得的黨人名冊轉交清廷。 

 清軍於當晚破獲武昌的革命機關，領導人或被捕殺，或逃離武昌，於是革命黨人決定

提前起義。 

 10 日，湖廣總督瑞澂在武昌展開逮捕，新軍內的革命黨員人人自危。當晚，新軍工

程營的黨人首先發難，攻佔軍械庫。其他各營都奮起進攻督署，瑞澂倉皇逃走。 

 經過一夜激戰，革命黨人控制了武昌城。兩天內，漢陽、漢口相繼被革命黨攻陷。 

 10 月 11 日，革命黨人於湖北成立軍政府，並號召各省起義。 

 湖南、陝西、江西等省率先響應，宣佈脫離清廷的控制，其他各省也紛紛效法，僅一

個多月，全國 24 省區中已有 14 省宣告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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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博物館 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 湖北鄂軍都督府舊址 

 

學生反思 

辛亥革命與法國大革命同樣以結束帝制為目標。共和制度的存在，雖然為期短暫，但共和的觀念已

逐漸深入人心。以共和體制取代清帝國，無疑是很大的進步，使經濟與社會得以發展。正是這樣，

後來的袁世凱稱帝和張勳復辟就只能以失敗告終。然而，辛亥革命解決不了軍閥為百姓帶來苦難的

問題，令中國陷入十多年南北分裂的局面。因此，我們不應只重視革命帶來的成果而忽略了它的缺

失，應以這段歷史為鑑，避免犯下同樣的錯誤。                                        

中五丁班 葉皓燊

 

9. 就任臨時大統總（1912 年） 

 

日期 事跡 

1911-1912 年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命袁世凱盡早鎮壓革命軍，挽救垂危的局勢。 

 漢口、漢陽失守後，革命軍深感實力不及袁氏，傾向議和停戰。 

 革命軍派代表伍廷芳與袁世凱代表唐紹儀在上海展開和談，是為「南北議和」。 

 在議和期間，宣佈獨立的各省代表在南京開會，籌組臨時政府，推選孫中山為中華民

國臨時大總統。 

 1912 年 1 月 1 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佈中華民國成立。 

 

 

清帝宣佈退位當天，南北議和

代表唐紹儀（左）、伍廷芳（右）

與英國商人李德立合影 

清帝退位詔書 民國元年就職中華民國臨時大

總統時的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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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反思 

我認為孫中山先生實在十分偉大，他不計較個人的利益而成就國家的整體利益，具有當時士大夫的

氣節。孫中山先生雖有傳統的一面，但他也不忘與時並進，在西方學說的基礎上，創立三民主義，

開啟中國現代化之門。其中西交融的思想可從他的中山裝體現出來。他辭任臨時大總統一職，更充

現表現其無私的精神。為了確保當時的民主進度，連自己總統的職位也可放棄。孫中山先生的確是

我們學習的榜樣。                               中六甲班 鄧新航

 

10. 辛亥革命的意義 

革 

命 

的 

意 

義 

推翻滿族政權  中華民國成立，結束了滿清多年的統治，完成「驅除韃虜，恢復中華」的目標。 

結束君主專制  辛亥革命推翻二千多年君主專制，結束「朝代國家」循環的局面，使中國成為共和國。

促進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的成功，代表政治改革運動已完成其使命，形成思想解放的契機。民國以後各

種新思潮的湧現，實際上均源自辛亥革命的成功。 

推動工業發展 
 民國成立後，孫中山大力倡導發展實業，工廠、銀行等實業團體相繼成立及發展，使工

業在民國初年有顯著的增長。 

 

全年部分活動回顧： 

（一） 「小故事，大道理」 

    在本學年的上學期，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與普通話學會合辦了一個名為「小故事，大道理」的講故

事比賽。中一同學每班可派兩組代表參賽，每組 2-4 人，參賽者必須使用普通話，以戲劇形式，表演

出主辦單位所提供的其中一個小故事，例如大家耳熟能詳的《塞翁失馬》、《盲人摸象》等等。 

    本活動希望透過一系列的故事表演，提升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亦希

望同學可以從這些小故事中領悟出人生的大道理。例如：不要人云亦云，必須要根據客觀的事實，再

靠自己獨到的眼光來分析事情的來龍去脈等。 

    由於比賽中的優勝組別有機會於早會時段上台表演，所以全校同學亦可以透過這一活動，重溫小

故事中的大道理，得到啟發，有所禆益。                                 （中六甲班 盧智仁） 

 

評審團正在為同學的表演評分    中一戊班同學正在演出﹕鼻子和嘴的爭鬥 

 

早前中一的同學們參與了「小故事，大道理」的活動。同學須以普通話及話戲的形式來表演一個

「小故事」，從而帶出故事中所隱含的道理。在眾多組同學的表演當中，印象較為深刻的則是「鼻子



11

和嘴的爭鬥」的故事。同學們用五官的圖案製成面具來代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生動的演繹方法

令平淡無奇的小故事變得有趣起來，的確令人耳目一新。 

經過的這次活動，相信中一的同學們能提升使用普通話的能力，亦可鍛鍊他們在眾人面前更加自

然，更自信地表演。當然在表演過程中不難看見有些同學或因過於緊張而唸錯對白，或者發音方法亦

還有些微不足，但同學們亦能汲取不少寶貴經驗。 

其實同學們表演的故事及箇中道理相信我們早已耳熟能詳，不過當課業忙時，上了高年級後要顧

慮的事隨之增加，這些簡單明暸的道理都已經逐漸被遺忘，殊不知這些「大道理」雖簡單但亦很重要。

在這次活動中，中一的同學們通過自己的方式將這些小故事大道理再一次呈現在我們面前，相信亦令

其他同學有了另一番體會。                                               （中六甲班 張芷寧） 

 

（二） 「心靈清泉」文章閱讀計劃──同學讀後感 
 

    編者按：在這一學年的 16 個早讀時段，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按初、高中不同組別，先

後向全校同學派發了 32 篇閱讀篇章，希望同

學們在閱讀的過程中得到啟發和反省，得到

心靈的洗滌。以下是一些同學的讀後感想，

希望得到大家的共鳴。 

《驕傲的獅子王》一文提醒了我們要善用自己的能力，不要倚恃自己的能力去作對別人有害或造

成負面影響的行為。就好像美國是世界上數一數二強大的國家，但她卻利用自己雄厚的軍事力量去入

侵伊拉克等國家，造成當地嚴重的破壞及無數的人命傷亡，令人民痛失親人，流離失所。這樣的行為

是運用自己實力的正常方法嗎？我認為並不是。正如這篇文章中的獅子一樣，牠的確勇猛無敵，但是

牠卻沒有利用自己的力量去造福森林裹的其他動物，反而肆意地奪取別的動物的性命，為的只是要證

明自己是最強的。這樣的行為是十分自私的，同時亦是錯誤地運用自己的能力，而錯過了為森林裹的

動物建設的機會。若能讓其他動物真正地欣賞牠的能力，而不只是出於畏懼，這樣牠才能成為真正的

王者，真正地得到別的動物的認同。相反，水牛在這故事中才是真正的強者，牠為我們展示了如何運

用自己的機智，去挽救其他動物的性命的方法，牠才是正確地運用自己的能力的典範。  

                                                                      （中六甲班 李巧兒） 

 

     在眾多篇閱讀材料中，一篇名為《當機立斷與面向未來》的文章令我感受最深。文章中的主角

雖然是一位古羅馬的著名思想家，但他卻只顧研究分析和鑽研學問，最終錯失了選擇的機會。 

     在人生的路途上，我們總要面對不同的選擇和割捨。但單純地運用理性分析，不一定能幫助我

們解決問題。如故事中的思想家，他凡事都經過邏輯推理分析來作出最佳的選擇，但卻因此而失去了

選擇的時機。所以人生中除了要謹慎地為問題想出解決方法外，更應注意選擇的時機。 

     另一方面，即使失敗了，我們也不應氣餒。如因一次的失誤而一蹶不振，我們又怎樣去面對餘

下的人生呢？所以應如那思想家臨終時說的一樣：「如果把人生一分為二，前半段的人生哲學應該是

當機立斷，而後半段的人生哲學應該是面向未來。」                        （中六甲班 淩煒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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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記住，眼睛不能沒有淚，只因沙石要洗去… …」這首流行曲歌詞道出了無數人心聲。在

眾多文章中，我認為《告訴我你為何哭泣》是最發人深省的。 

    故事中描述作者弟弟對抗癌症的奮鬥歷程。在踏上人生最後一段路時，弟弟最終忍受不了，歇斯

底里地哭著問：「為何偏偏要我面對死亡？太不公平了！」聞者心酸，更何況是自己至親的人呢？ 

    弟弟哭不是因為他害怕面對死亡，而是感到不公平。日常生活中，我們總不免常常埋怨、不安於

現狀：「為何他比我更出色，比我更富裕… …」尤其是在我們身處的香港，不平則鳴是港人的特點，

人人都愛把投訴掛在咀邊，甚至有團體成立了投訴合唱團，利用歌聲訴盡心中的鬱結。但，與其躲在

一角哭泣或唱著諷刺的歌來宣洩負面情緒，倒不如早一點面對現實。 

    哭過後，將所有不快、悲痛情緒隨眼淚抹去。拾回自信，勇敢地面對，帶領自己步出陰霾。遇上

逆境時要抱著「既來之，則安之」的心態面對，既然已是鐵一般事實，就不應把自己困在框架內。人

嘛，要懂得變通，從不同角度去想，說不定會有意外收穫呢！                      

                                                                    （中六甲班 張嘉彤） 

 

（三） 「敬師日」──活動反思 

在香港，每年都有一天是敬師日，目的在於讓學生可藉此機會

表達對師長的尊敬和謝意。據我的觀察得知，同學們都很喜歡花心

機去自己親手設計製作敬師卡，送給老師們，多謝老師的悉心教導

和照顧。敬師活動確實是向老師表達敬意的好機會，但想深一層，

我認為與其只用一紙去表達感謝，倒不如付諸實行，用行動來報答

老師的教導。  

    現為中一生的我，每天也需要溫習及不斷地預備小測，雖然時

間頗緊迫，但當我想起各科老師如何盡心地教導我們，我就不敢怠

慢了。老師總是很擔心我們的學業，亦安排不少筆記要我們去溫習，

但當我們都馬馬虎虎地敷衍了事時，老師臉上的焦慮及無奈，是令人慚愧與心疼的。記得，老師曾要

我們多作一些英文作文來改善我們的寫作技巧，當時我們都只懂想，怎麼老師要我們做那麼多事情呢?

但再想深一層，我們每人做的只是一篇作文，但老師要批改的可是幾十份呢! 所以，老師不單處處為

我們著緊，更不辭勞苦地循循善誘。 

   「敬師」這行為，不是一年只有一天可以做，真的要敬師，表達心意的話,每天都可以。我相信，

有些同學收到敬師咭後，是「逼」自己寫上一些字句，甚至簡簡單單以「謝謝您的教導」了事。曾經，

我也是這些人中的一分子。但人長大了，我發現要是真的感激老師的話，短短幾個字是不夠的。 

    從今以後，我們應該做好自己作為學生的本份，勤奮上進、尊敬師長，從基本做起。這樣不單止

是以行動來實際報答老師為你所做的一切，而且每天都已經變成令老師欣慰的敬師日了！所以無論如

何，我認為，敬愛和感謝老師都必須發自內心才有意義。                     （中一丙班 朱世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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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感激的心意，一句感謝的說話，對每個人來說都

會是很大的鼓勵。 

    今次舉辦的敬師日，同學們都在敬師卡上添加裝飾和

色彩以表心意，但這些也比不上一句 “thank you＂、 「多

謝你」的力量強大。也許老師沒有說明自己很高興收到同

學的心意，但從他們面上流露出的笑容便代表了一切。 

    人們說謝意不應只在特別的日子才表達，但有時候，

這些日子總能給予我們一個難得的機會道出我們的感激

之情。「很感激你的教導」、「感謝你從來沒有放棄我

們」…… 這些說話看起來很像千篇一律的用語，但收到

這些說話的人總會會心微笑，因為這些鼓勵也會成為他們堅持到底的支柱。其實力量的泉源不在於字

面上的意思，而是在字裡行間中流露出的真摯的感情。 

    老師教導學生的時候，有時剛、有時柔、有時剛柔並重，令學生又愛又恨，甚至恨多於愛。但當

同學們取得耕耘後的成果時，便明白到老師的苦心。我也希望能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教導過我的老師 : 

很感激你們的教導，感謝你們從來沒有放棄我。                            （中六甲班 李思媞）      

 

「良師呀，是你一顆愛心關懷，燃亮了我……」這是一首歌頌師長的歌。猶記得在小學的時候，

每逢敬師日都一定會唱這首歌，並且會由學生向老師獻上鮮紅的玫瑰花。雖然送的全都是廉價的塑膠

花，但所謂物輕情義重，重的卻是感謝老師的心。今年學校的敬師日無疑使我重拾這種感覺和心情。 

 敬師日當天，同學們並不在意別人的眼光，痛痛快快地寫下對老師的敬愛，寫下對校工的感謝。

幾乎每一班每一位同學都踴躍地寫，有的在紙上寫上滿滿的字句，有的則以圖畫表達心意。某報章曾

報道，現今新一代的青少年不懂甚麼是尊重，不懂甚麼是尊敬師長，而且有部分的青少年還會倒過來

欺負老師。對於這一點，我不敢苟同，因為眼前所見，我

校的學生願使用紙卡訴說感激之情。儘管有時和老師校工

笑鬧一番，但同學們心中其實也明白何謂「尊師重道」。 

 此外，也有些班級全班集體送給任教他們班的所有科

目老師一人一張大型感謝卡，卡上有著很多不同顏色的愛

心字句。當老師從學生手中接過感謝卡，他們不期然地露

出燦爛的笑容。  

 敬師日固然是要提醒我們尊敬師長，但在是次活動也

使我不忘要感謝校工對學校的貢獻。更出乎意料的是，連

那些經常被責駡的同學也興高采列烈地拿著卡片送給老

師。這種樂也融融的氣氛還真和我小學時的感覺一模一樣

呢！                          （中六理班 李穎怡） 

    

    在今年的敬師日，不論是高年級還是低年級的同學都很積極參與。起初， 我還以為只有低年級

同學參加，因為可能有些同學會認為用這些方式表達謝意有點土氣。但結果卻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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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敬師日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我們可以藉此機會表達我們對老師的感謝和敬意；老師也

需要鼓勵，作為學生，我們要在精神上和行動上支持老師。老師為我們默默地付出，我們又怎能總是

覺得理所當然呢﹖ 

其實我們要知道：要感謝老師不單只是在敬師日表達，平日我

們都能表達謝意。只是簡單說幾句話，就能給老師一點支持，何樂

而不為呢﹖ 

    總括而言，敬師日只是提醒我們要懂得感謝老師們為我們的付

出，而不只是規範我們只是敬師日才要感謝他們。 

                              （中六甲班 余文晞） 

 

（四） 「國情系列電視節目」同學觀後有感 

    編者按：在這一學年的午間時段，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推出國情系列節目，希望為學生提供更多

機會去瞭解國情。以下是一些同學的觀後感想。 

 

上海世博 

    2010 年 5 月 1 日這一天，數十萬人湧向人山人海的城市——上海。 

    從電視熒幕外觀看，上海世博威力巨大。為迎接這盛事，遊客從四方八面簇擁著這個閃閃發光的

大都市。在每一個展館外，人龍像蛇形般延伸，令現場氣氛急劇升溫。還有在世博會中自願服務的義

工們，看著他們一絲不苛地指導著遊客，臉上漾著親切和藹的笑靨，馬不停蹄地招呼著「客人」，果

真熱鬧。看到世博引起全球關注，身為中國人的一個小小「九十後」女子，我也不期然感到一陣激動。 

    可是，在熒幕外令人「刮目相看」的是中國民眾所展現的「大國風采」。排在館外向場內保安「箍

頸」的中年躁漢､抱著小孩在花叢內撒尿的年輕婦人､在清明上河圖前爭先恐後的小夥子，他們卻向

全世界展示了我們國人的「文化修養」。近年來上海市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會。但中國

民眾的公民意識是否有所提升了呢？遺憾的是，在數份報章內所呈現的不只是中國的飛黃騰達，還有

國民的狹窄心胸。這一屆上海世博不只是中國文化的精華匯萃，還有中國遊客的浮躁嘴臉。 

    世博會舉辦得的確成功，但我期望若干年後，中國人向世人展示的不再只是華麗的舞臺，而是具

氣魄的中華文化。                                            （中六甲班 鄧婉珊） 

文化遺產 

中華文化淵源流長，五千年來的歷史文化令炎黃子孫為之自豪。直至這二十一世紀，我們仍能夠

從故宮，歷史博物館等收藏的無數遺跡古物中感受到古文化的磅礡，而非單單從白底黑字中閱讀，靠

的也不僅是口耳相傳，還有一群對祖國文化充滿熱忱的考古學家，靠的是他們日以繼夜的勞動成果。 

在我們邊享受空調涼風的快意，邊觀賞這些文物的同時，有沒有想過文物的來歷呢？我是指，它

們再次重返人前的經過。 

每件躺臥在玻璃箱子中的，不只是見證著我國文明的國寶，還是一眾考古學家的努力與汗水。要

成功地發掘出一件完整的文物，絕不簡單。運氣是必需的，更重要的是無比細心與耐性。在茫茫荒土

中大海撈針，找尋不知會否出現的古物，少一點堅定，失幾分熱情，也是不可能完成的任務。作為坐

享其成者，除了保留常在心中的感謝，還應多加珍惜眼前得來不易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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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文化遺產是屬於我們中國人的，十三億中的每一分子，均有義務和權利去保護及欣賞。

希望各位同學亦能在午飯時候多留意節目，用心感受「件件皆辛苦」的珍寶吧。 （中六甲班 董詠琳） 

                  

大地震 

512 汶川大地震，是每位華人難以忘懷的事件。虛弱不堪的傷者，令人淚流不已。各地救援隊的

無私協作，令人讚賞不絕。而重生後的四川省，令人重展笑顏。這些畫面，都表現出「天災無情，人

間有情」，令人倍感溫暖。 

災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恢復過來，政府甚至在部分受害地區發展旅遊業，振興經濟。然而，不能

否認的是，一部分災民仍然未能擺脫絕望的深淵。地震揭示了政府部門施工馬虎的豆腐渣工程：抗震

強度不足，最終使眾多年輕人葬身瓦礫堆中。此事深受各界批評。我認為政府不應對問題置之不理，

甚至打壓民意，而應作出補救措施，興建更多防震設施，房屋設計亦應採取抗震物料。 

    而近期有新聞指出，臨近 512 四周年，政府派人監視受害者家長，更禁止他們外出，或上訪表達

訴求。這些失去人身自由的家長，皆未得到應有的交代及賠償，生活拮据。所謂「紙包不住火」，政

府應表現出泱泱大國的氣度，致力解決居民的難題，而不應只是靠打壓。   （中六甲班 陳芃欣） 

                                                                     

（五） 參加第五屆「香港盃外交知識競賽」後有感 

這一年是我第二次參加「外交盃」──有關中國歷史的比賽。我覺得外交盃比賽除了可以讓我們

瞭解更多中國的國情之外，還可以培養我們的一顆愛國心。從老師派發給我們的筆記中，我們可以學

習到近代中國歷史的發展：究竟從清朝中期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如何開始展開了約一百年的內憂外

患呢？究竟新中國成立以後，中國採取了甚麽政策與其他國家邦交？中國與現今各個大國的關係又是

怎樣的呢？外交禮儀的知識又是怎樣的？這些都未必能夠在課堂上學到，我就是從這個比賽中學到的。

在中國歷史中，有很多為國捐軀的烈士，我們應該學習他們這種愛國之心。   （中三甲班 黃耀德）     

 

中國的外交史源遠流長，但到了鴉片戰爭，英國人打開了中國的國門以後，中國的外交才真正擺

脫了古代「天朝大國」的外交模式，進入與世界各國共同合作、互惠互利的新模式。經過近代百年的

外交屈辱後，中國終於在近數十年開始積極參與世界各國的外交交流，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了明顯

的提高。除此之外，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外交聯繫和活動可謂各式各樣，除了官式外訪外，民間機構舉

辦的展覽會、運動比賽等等也算是一種外交交流。總而言之，參加這次外交盃使我對中國近當代的外

交歷史有了一個深刻的理解。                                            （中六甲班 鄭語霆） 

 

起初得悉要參加這個比賽時不免有所擔心，特別是因為臨近測驗周還要看三大疊要記的材料。可

是老師堅持叫我試試看，我也只好乖乖答應了參賽。由接到讀物到真正比賽的日子的時間不多，只有

短短數周。我每天也得花時間消化那些資料，但讀下去發現並不是想像中那樣浪費我的精神，花費我

溫習測驗時間，而是令我有個機會瞭解更多關於中國的外交情況、外交儀式等等的知識。 

平日的我斷不會抱著好奇心自發去找有關這類的國情知識，幸好這個比賽迫使我不得不讀這些資

料，給了我一個機會去接觸這類知識。到了真正比賽的一天，雖然所溫習的資料大都用不著，有點不

知所措，但大家擠在電腦螢幕前一起苦惱地想著答案的團結實在令人難忘。雖然最後不能晉身決賽，

但卻獲得豐富的外交知識。這個比賽實在令我獲益良多。           （中六甲班 莊薇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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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Sir 湖北遊記
2010 年暑假，我和太太踏上了湖北的旅遊之路

嘉魚，是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中「遙想公瑾
當年，小喬初嫁了」的小喬故鄉。

古戰場赤壁，今天已是該市的重點旅遊開發項目，但由於欠缺規
畫，設施未完備，整體上缺乏旅遊品位。

到湖北武昌，不能不到江南三大名
樓之一的黃鶴樓，到樓頂俯瞰全
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淒淒
鸚鵡州」盡收眼底。悄悄告訴大家，
其實可以使用升降機直通樓頂。

清末張之洞所創建的漢陽鐵廠，今天只能蝸居於
殘舊的平房內，令人不禁嘆息。

辛亥革命博物館前身是鄂軍都督府，座落於首
義公園旁，遙想百年前，此處即為革命的「聖
地」之一，不禁令人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