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校園槍擊案 

時間：早上7:15-9:30

地點：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

兇手：趙承熙

死傷人數：33人死，4人受傷 

中華基金中學

警方宣佈槍手終於開槍自殺身亡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編 者 的 話

校 園 和  諧

中三甲班  祝啟謙（6）

　　這真是一場讓人心痛的悲劇，發生了這樣的事，究竟誰應該負上責任呢？

　　據資料顯示，這並不是美國第一宗校園槍擊案。一九九九年曾發生另一宗導致十五人死亡的槍擊案，我不禁問：

「為何他們會有槍呢？」根據美國政府在二零零一年的調查報告，美國約有三分一家庭有槍枝，買槍是合法的。這產

生了另一個疑問，為何要擁有槍？根據美國的憲法第二修正案條文，人民有權持有槍械，組織「美國擁槍者」說：

「如果維大師生獲准佩戴槍枝，他們或許能夠阻止兇手」，這表示「我們要以武力來解決武力」，我極不同意這樣的

說法。這種思考方式大概可以解釋世界為何有那麼多戰爭。這樣做是治標不治本的，最根本的問題是人的思想，而不

是表面的行為後果。我們要解決槍擊案，不是想每人應該帶多少把槍去保護自己，而是要反省人們的思想模式。有些

人想法很極端，以為把天下人殺掉便可解決問題，好像本案的兇手，把人殺了有何用？只是在歷史上留下污名而已。

　　校方也有相當大的責任。據新聞報道，兇手分別在兩處行兇，他從一處槍殺完畢後離開，到第二處行兇，相隔了

兩小時，校方並沒有在第一次槍殺案發生後，立即作出應變措施。第二次兇案前不久才通知學生，難道校方真的嚇得

連救學生都不懂嗎？這反映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校方不到最危急時也不作出反應，以為隱瞞事情是好事，連基本的危

機意識都沒有。

　　  悲劇一次又一次上演，這問題不得不關注，是不是有權擁有槍枝就要以武制武呢？我覺得槍的擁有權不能放得

那麼鬆，我不能想像為何有精神病歷的人可以那麼輕易得到槍。我們若只關注於管治槍械是不夠的，因問題的本質在

於人的思想，而不是表面的改革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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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第二期

　　「你們的使命就是要提高同學的公民意識……這個責任不局限於在組內與否，而是要無時無刻地承擔！」

　　任翠紅老師的話一字不漏地寫入我的腦海裡。這句話成為我的工作原動力。我不知道兩年來的努力是否有效；

我只知道要將提高公民意識的責任盛傳開去──這就是《薪火》刊印的目的！

　　《薪火》第二期將於「校園和諧」及「香港回歸十年」兩方面進行深入探討。我們希望同學能反思「和諧」蘊

含的德育意識。此外，今年是香港回歸十周年，我們也希望從這方面提升同學對國民身分的認同。

　　本期《薪火》能成功出版，實有賴各位同學及負責老師的努力。希望各位閱讀本刊之餘，能不吝賜教，使本刊

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

中四乙班　謝孟謙謹識



中三甲班  李汶洛（20）

　　韓籍學生趙承熙被指為「該負全責的人」，但本

人並不同意這個說法。

　　首先，校方在發生第一次槍擊案後，並未立刻通

知警方及疏散其餘學生。理工大學對槍擊案的輕視，

令趙承熙有機會發起第二次槍擊行動。

　　再者，趙承熙於零五年十一月被精神病院證實患

有精神病，對自身或他人均會造成危險。但由於美國

於槍械管制方面過於寬鬆，不論心智是否正常的人，

都可擁有槍械；若果美國政府立例管制槍械發放權，

便能避免是次槍擊案的發生。

　　最後，我認為趙承熙的家人應為「對趙承熙缺少

關愛」負上部分責任。他的胞姐趙承京代表趙承熙對

所做的事公開道歉：「我曾愛過他，但我現在覺得

並不認識他。我們從未想到他會做出如此暴力的行

為。」趙承京在言語中表示這全是其弟的錯，與自己

及家人無關。他們從未想到趙承熙能做出此事，是不

是對他缺少關懷之故所致？「養不教，父之過」，不

論是趙承熙的長輩或是父母，都應作出適當的教導，

而不是推卸責任。

　　根據以上各觀點，我認為理工大學、美國政府和

他的家人也應負上責任。

中三丙班  黎頌欣（16）

　　我認為很多人對這件事都要負上責任。

　　首先，兇手本身就要承擔最主要的責

任。他是整個悲劇的主謀，殺死了幾十人的

兇手。雖然根據傳媒報道，兇手是因為本身

性格內向，並長期受到歧視而患上精神病，

才會幹這樣瘋狂、喪失心智的事，而他最後

自殺，像要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但這並不

代表他已經補償了自己的過失，反而會惹來

世人的怨恨。

　　所謂「死亡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他的逃避，只會令人不明白他殺人的動機。

根據傳媒判斷，他是因為長期受欺壓而對別

人產生怨恨。雖然情有可原，但畢竟殺了人

就是殺了人，他殘害了多條無辜的生命，令

死者身邊的朋友傷心和難過；說到底他一定

要負上最大的責任。

　　雖說兇手要負上最大的責任，但是我們

也不能完全責怪他。因為兇手是因長期受欺

凌而心生不滿引起悲劇。而令他抑鬱的，就

是他學校的同學。他們經常欺負他，令他心

生怨恨，而有殺人的念頭。美國政府也應收

緊有關槍械的條例，如禁止人民攜帶、購買

槍械等，防止以後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另外，我認為兇手的父母也有一點責

任。他們明知自己的兒子性格內向，根本就

不應移民到美國這種風氣開放、自由的地

方。而在兒子受別人歧視時，他們只是把他

送進精神病院，令他感到自己份外異於常

人。家庭是影響一生的重要因素，他們該多

關心，留意自己的子女，避免他們性格變得

孤僻。

　　總括而言，悲劇的發生並不只是一個人

的責任。任何因素都能造成意外，我們要多

留意自己的言行，避免令人傷心，從而阻止

類似的慘案發生。

中四甲班　洪偉健（13）

　　校園暴力不曾發生在我身上，而我也未親

眼目睹過欺凌的行為，但這並不代表自己可以

對此事不聞不問。

　　校園暴力之所以廣為關注，全因公眾大多

認為校園暴力是一項人神共憤的行為，是公眾

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認為校園暴力的出

現，主要因為部分青年不理解其嚴重性而誤入

歧途。因此，我認為有效的解決方法，除了切

實推行教育外， 政府也應加強刑罰。

　　我希望政府和學校採取以上的政策後，校

園暴力不復見，而我也希望各家長可以多留意

自己的子女，盡可能杜絕這個社會問題。

中四乙班  楊兆璋（29）

　　我十分同情趙承熙的遭遇，這又是否全都是他的錯呢？我並不十分認同。因為我認為他身邊的人也需要負上

責任。大家也知道他患有自閉症，那為甚麼他身邊的朋友和老師都不去關心他呢？加上當他受到愛情創傷時，為

何沒有人去開解他？以致他的思想想歪，做出這件錯事。

　　即使我十分同情他，但我仍對他的行為反感，因為為了自己的情敵便在校園裏開了百多槍，導致三十多人死

亡。當中我最敬佩的莫過於那名為了幫助學生逃走而死去的老師。他捨生取義，如孟子在《魚我所欲也章》中所

寫的一樣，到了死的一刻仍堅持他的本心──羞惡之心。為了阻擋趙承熙而築起血肉長城，甘願為學生們犧牲，

這種行為實在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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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校園槍擊案的



香港回歸十年

歷史背景：

1860年簽訂的《北京條約》

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

1898年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1997年香港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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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回歸十年－香港社會的轉變與傳承」展覽採訪感受
中四乙班  陳嘉俊（3）

　　身為學生，除了關心自己的學業，也非常關注學制改革及各項相關政策。是次訪問的對象均為教育界的資深工作者，

對於能參與是次訪問，親聞他們現身說法，實感萬分幸運。

　　雖說我亦非常關注各項教育政策，可是平日功課繁重，所以只單看新聞報道。這次訪問前的準備便給了我一個機會，

從不同媒體搜集有關母語和普通話教學的資料，使我對各項教育政策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我學到以學習裝備自己以及決定

自己要做一個怎麼樣的人。而訪問期間所聽到的獨到見解，更使我獲益良多：

　　連文嘗校長表示無論學習英文或普通話，兩科的老師都必須達高水平，才不會誤導學生。我組訪問同學覺得，連校長

深知以訛傳訛之弊，同時學生的學習能力也不容忽視。

　　陳璐茜校長則認為英語是世界通行的語言。要面對世界，便要學好英語，然而普通話教學，則最好由小一開始。本組

同學深感香港的學生能力非凡。試問全世界有多少學生能有兩文三語的能力？

　　程介明教授批評某些英文學校用廣東話教學，是「掛羊頭賣狗肉」。本組同學則感到，香港未有教改之前，用廣東話

教英文的大有校在，並不出奇。但本組同學同意，這教法長遠會影響學生前途。因為大專的英文課本不會再有廣東話解釋

提供，到時可能會有學習障礙。而普通話教學，長遠來說，為了北望神州，則勢在必行。

　　最後，我想感謝一眾參與是次訪問的老師和同學，多虧老師的悉心指導和安排練習，以及同學們的努力，訪問才能得

以順利完成。

中四丙班　劉昕輝（10）

　　十年前， 香港重投中國懷抱。基於政制不同和治國概念有異，回歸衍生了一連串國民身分認同的問題：我們是中國

人，還是香港人呢?

　　十年後的今日， 我有幸訪問對研究國民身分認同有心得的梁恩榮博士，並從中了解香港人國民身分轉變的原因，加深

了我對香港和祖國的認識。

　　梁博士認為香港人瞧不起中國內地的同胞，又對中國的情況一知半解，誤會甚深。我則認為香港人只以中國內地同胞

的缺點評價中國人，忽略了他們的優點。其實，我們應取長補短、不要自以為是，應尊重他人、欣賞和學習別人的長處。

需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們應該努力上進，發憤圖強，保持謙虛的態度，才能繼續進步。中國內地同胞的素質不

及香港人是有其歷史原因的。但我們並不應引以為傲，因為我們只是比他們先走一步，沒有甚麼大不了。

香港回歸十年大事

H5N1禽流感 97年金融風暴 98年香港國際機場正式啟用

03年沙士 03年七一大遊行 05年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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