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    由：支持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國情教育基地 推動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提 案 人：劉業強委員 

提案形式：委員提案 

內    容： 

 

2023 年 7 月，習近平主席給香港培僑中學學生回信，囑託青少年們深入了解祖國的

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厚植家國情懷，為建設美好香港、實現民族復興積極貢獻力量。

加強香港青年國情教育，培養其國家觀念、愛國意識，可以推動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保證愛國愛港光榮傳統薪火相傳，使「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後繼有人。正在全速建設的

香港北部都會區，既是香港對接國家機遇的前沿陣地，亦適合作為香港青年的國情教育

基地。建議中央支持香港善用北都區位優勢，在區內建設國情教育基地。對此，有以下

建議： 

 

第一，中央支持指導建設具規模的國情教育基地，落實《愛國主義教育法》，承載國情

學習、師資培訓、資料收藏、兩地交流、教材編寫五大功能。 

 

香港在 2022 年開設了首家愛國教育支援中心，支援教育界推動愛國和國家安全教

育，然而選址設於空置小學校舍，制約長遠發展，功能亦局限於參觀、研學和專業培訓。

建議國家教育部、共青團中央等中央部委支持指導香港在北部都會區，規劃建設具規模

的國情教育基地。香港國情教育基地以《愛國主義教育法》為基礎，制訂營運總則，規

劃工作綱領，設計和編排師生研學培訓課程和內容。中央支持指導香港建設國情教育基

地，既有助基地更好把握國情，亦可確保《愛國主義教育法》全面落到實處。 

該基地可承載五大重點功能：（1）打造成高質量國情學習平台，提供現代化教學設

施；（2）全方位做好師資培訓，保證基礎國情教育質素；（3）成立國情教育資料室，服

務師生研學培訓需要；（4）推動國情教育交流，統籌協調兩地學校和學術機構相互借鑒，

提升國情教育效果；（5）與內地專家合作，編寫相關教材供學校使用。 

 

第二，與「北都大學教育城」做好聯動連結，為專上院校國情教育提供支援。 

 

香港多所大學已規定本科生必修國家安全教育課程，然而較為宏觀、全面的國情教

育仍相對薄弱。香港特區政府在 2023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推進北部都會區專上教育

建設，在洪水橋和新界北新市鎮等地預留用地作專上院校發展，打造「北都大學教育城」。

隨着越來越多專上院校預期在北都成立分校，甚至將整所院校遷進北都，建議香港國情

教育基地與「北都大學教育城」做好聯動連結，為專上院校提供普及國情教育提供支援，

讓香港國情教育做到大、中、小、幼各個學習階段全覆蓋。 

 

第三，用好周邊歷史文化資源，安排參觀導覽抗戰遺址和紀念設施，助力傳承傳統習俗

和工藝。 



 

北部都會區一帶遍佈抗戰歷史遺址和紀念設施，包括已活化為抗戰紀念館的沙頭角

羅家大屋、沙頭角抗戰文物徑、元朗山下村、十八鄉楊家祠、龍鼓灘劉春祥抗日英雄群

體紀念碑等，而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更獲國務院列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建議香港國情教育基地用好周邊豐富文物古蹟資源，安排參觀和導覽活動，讓師生在基

地研學培訓的同時，能夠實地學習、親身體會抗日英雄浴血奮戰、保家衛國的英勇事跡。 

新界具備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底蘊，多條原居民村落至今仍傳承着不少傳統習俗，

有些更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例如盆菜和龍鳯木雕、籐編器物等

手工藝製作。建議香港國情教育基地在師生研學培訓中適量加上相關內容，同時邀請村

民擔任客席講者、工作坊導師，指導傳承傳統習俗和工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