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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重人權、自由、民主和法制的社會要求每個成員，有能力和方法向自己及

他人負責任，而且關懷他人。如果把這種能力，當作為一種原動力，推動個人產

生負責任和關懷他人行為的話，則這種能力的高低，就視乎其個人「公民意識」

的高低。 
 
 其實意識和行為的關係非常密切。整個心理過程（包括感覺、知覺、情感、

思維、意志）是在緊密聯繫下進行的。認知為意志確定目標，情感則激勵其行動；

意志卻又推動認知，並控制情感。人進行有目的的活動，以及活動的選擇、決定

和執行，都取決於意志。所以，整個心理過程的完成，就有賴正確的認知、熱烈

的情緒，推動正確積極的意志活動，最後通過言語和行為表現出來。 
 
 「公民意識」就是每個公民在行使基本的權利（例如人身自由）及在履行基

本的義務時（例如遵守法律、愛護和保衛公共財產‧‧‧等），感覺到自己應該

在個人崗位上努力，以謀求社會全體的幸福。這種在任何一刻，個人主觀地經驗

到的察覺，直接影響到個人產生負責任和關懷他人的行為。 
 
 培育公民的過程，就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並非單指學校教育，因為社會不

斷進步，社會要求公民所用的負責任方法也在變，離開學校的人，也得要學習使

用新方法，例如香港最近有史以來第一次的立法局選舉；另一方面，並非所有離

開學校的人，都有高度的能力，（即高度的公民意識）（註一），所以，公民教育

並不能停留在學校的階段。要衡量公民教育的成效，就是要量度個人，以致整個

社會的公民意識的高低。 
 
 從事青年工作的社會工作者，可以採用小組工作方法協助青年人，透過有意

義的小組經驗，來培養他們的公民意識，協助他們成長為負責任的公民。事實上，

青少年中心在近十多年來，一直都積極的從事培育公民的工作。 
 
 小組工作，作為社會工作專業的一種方法，建基於社會工作價值觀，其根源

就是基督教教義、人道主義和民主思想；它按照正義、心理衛生和責任（人類互

助）三項基本原則來工作。 
 
 在探討青少年中心怎樣以小組工作來進行公民意識的培育（公民教育）之



前，有必要充分瞭解現時本港各方面對公民教育的理解。 
 
公民教育------兩條路線 
 
 自從中英協議在 1984 年 9 月草簽以來，很多人都在談論香港需要立刻推行

公民教育。有些議員公開地提出他們對「公民教育」的期望：「（令香港居民）對

政府選舉及推行民主政制的程序，有更深的認識」；「對現行的主要制度的運作有

大致的了解，明辨競選人所提出的政綱是否可行，是否對整個香港有利」。 
 
 換言之，他們所指的「公民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幫助「受教育」的人，

能夠好好地運用他們所享有的一種公民權利----選舉權。這的確很重要，因為獨

裁者希特拉，也是由選舉而掌握政權的。 
 
 這種講法代表著第一條路線，它從宏觀及行為的角度來看待公民教育，把重

點放在政治參與和社會參與上，推行時著重體驗和開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動

是由多個組織籌辦的「1985 中學生公民教育及領袖訓練計劃」。這條路線的討論

重點在於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整體來說是「政治取向」的訓練。 
 
 無疑，在本港政制逐步發展，由殖民地政府過渡到「港人治港」的大前提底

下，加上過去傳統的「父權」、「子民式」的取向壓抑民主精神的培養，這方面的

訓練工作實有必要。但是單單這樣不能稱為公民教育，筆者寧願稱它為「選民教

育」------協助選民深入了解選舉制度、政治制度，以及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權利義

務。 
 
 第二條路線的取向截然不同，以個人操守作為公民教育的重點。1984 年 10
月教育署主辦以「公民教育」為主題的全港中學校長研討會，可以作為代表。他

們以「公民教育」是人與人相處，及個人處事態度；公民教育的目標乃在培養學

生守法、盡責、忠誠、公正的做人態度（註二）。 
 
 兩條路線看來有很大的分別，但事實上，兩者正如錢幣的兩面，不能廢棄任

何一方。 
 
 傳統中國儒家思想講求由「內聖」（格致誠正修身）到「外王」（治國、平天

下），顯示出不同的層次；西方文化理想所強調的公民權利和義務，也分為不同

的層次，而且公民的權利和義務，並非單單在政治方面的（參看表一）。 
 
表一：居民、人民、公民權利義務的分別 
 



定義             居民               國民/人民           公民 
                 居住於某           凡有該國            國民到達法定 
                 地方的人           國藉者              年齡 
權利 
1.平等權           √                   √                   √ 
2.自由權           √                   √                   √ 
3.生存權           √                   √                   √ 
4.受益權           √                   √                   √ 
5.選 舉          地區                                中央政府及地區 
6.被 選          地區                                中央政府及地區 
7.罷 免                                              中央政府及地區 
8.創 制                                              中央政府及地區 
9.複 決                                              中央政府及地區 
10.其他法定權利    √                   √                   √ 
義務 
1.受教育           √                   √                   √ 
2.守法律           √                   √                   √ 
3.依法納稅         √                   √                   √ 
4.義務勞動                             √                   √ 
5.依法服兵役                                                √ 
6.擔任公職                                                 √ 
 
 因此，我們界定公民意識和公民教育時，就不能只有「政治取向」而無個人

品德修養，或只有個人品德修養而無「政治取向」。換言之，我們不能拋開個人

修養談社會道德。民主的社會要求其公民有能力和方法向自己和他人負責、願意

關懷他人，亦要求容忍、尊重異己、平等、博愛等等美德（參看附錄）。相反來

看，個人道德並不等同於社會道德，而且甚至互相矛盾。個人道德並不足以解決

現代社會中所有的問題（註三）。 
 
 在現今複雜的社會，我們期望「公民」是個怎麼樣的人﹖這個問題相當重要，

因為我們就是憑此來決定公民教育的內容。 
 
公民教育 ------ 一個社會工作者的觀點 
 
 簡單來說，公民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良好的公民。良好的公民的品質，

包括了以下幾點： 
（一）健康的身體和心理； 
（二）高尚的品格和道德； 
（三）豐富的知識； 
（四）職業的技能； 
（五）愛國家、愛民族、愛人類的熱誠。 



此外，良好的公民要有以下的必要條件： 
（一）具有服務的精神； 
（二）具有守法、民主的精神。 

 
因此，公民教育的內容，必須全面地包括公民生活的各個部份：家庭生活、

職業生活、政治生活、利用閒暇的方法‧‧‧等等，其內涵就是正確的待人處事、

高度的責任和向上心、個人修養、守法講理‧‧‧等等。 
 
公民教育 ------ 社會工作者的角色 
 
 對公民意識、公民教育及其相互關係的深入理解，可以指引助人專業的路

向，亦可以更精確的界定社會工作者的角色。 
 
 社會工作者，特別是青年工作者，在協助青年人達致心理健康、個人修養、

增進知識、培養愛國，愛民、愛人類、服務、守法、民主的心態和精神多方面，

都有積極的貢獻。六十年代開始發展的青年工作，以康樂活動為起步，到七十年

代發展義務工作，關心社會，八十年代從關心社會到關心和參與政治。新發展並

非取代原有的工作，只代表青年工作的路越走越闊，越來越與公民教育的廣闊範

圍相配合。 
 
 香港明愛小組及社區工作服務部就把中心青年小組工作的目標說明得清

楚，以下列表說明： 
目 標 內  容 

改善人際關係 
提昇服務意識 
發揮領導才能 
積極參與社會 

心理健康、待人、價值觀 
服務實踐、價值觀 
處事、民主、守法、合作、價值觀 
關懷、責任感、公義、價值觀 

 
 當然青年人更可以透過有意義的小組經驗，來認識中國和世界，進一步培養

愛國、愛民、愛人類的熱誠，以及探索生命的意義，在靈性上提昇。 
 
 小組可以循以下途徑來達到上述目標： 
  

一、在小組中，年青人透過面對面的接觸，自己管理自己，共同努力達成小

組的目標。同樣，小組亦提供機會讓成員嘗試處理失敗和挫折---當共同

目標未能達到時，小組可以有適當的控制，避免產生破壞行為。事實證

明，這種自行發展出來的控制，最為有效。另一方面，小組提供創造性

機會，讓成員自我創新、接納由自己制訂，加諸自己的小組規範，讓組

員親身去體驗民主過程---在小組中，小組成員積極參與、學習帶領、跟



從、做決策、負擔自己的責任、和承擔別人或小組的責任、學習代表其

他人、也學習向被代表的人交代、獨立思考，不單只關心自己，亦為整

體去思考、遵守小組一致的協議和決策、負擔起責任。 
 
二、借助小組經驗，小組工作者可製造機會，透過討論社會事件來達到目

標。討論內容可牽涉多方面，由居住環境至國際問題。使小組成員在參

與討論中產生態度上的改變---由無奈、無助的感覺轉向更新的觀念和信

念，以致增進他們潛能的發揮。 
 

三、小組活動，是需要小組工作者有系統及周詳的計劃來設計，如果籌備及

推行得理想，可以幫助組員建立良好的態度和行為。 
 

以上三種途徑，都是在運用小組經驗，作為培養年青人的公民意識，進而在

民主法治的社會中，成為良好的公民。 
 
如果把以上三點當為年輕人成長必經之過程，而民主法治社會亦要求年青人

成為有高度公民意識的公民，這便是小組工作、小組經驗的價值和意義。在現今

充滿疏離感和無助感的社會中，這種小組經驗更顯得有意義。 
 
結語 
 
 要有效地培養青少年的公民意識，協助他們成為負責任的公民，當然不能單

靠社會工作者。在考慮積極建設的同時，也需要留意各種破壞力量。 
 
 另一方面，青年工作者要有效地達成社會所託的任務，本身的裝備和訓練至

為要緊，要求也很高。要重要的是社工必須緊守專業崗位，依從社工專業守則，

否則，就會出現重視結果、輕視過程和內涵，或者徒具民主形式，缺乏民主的實

質的惡果。 
 
 最後以一個小小的事例作結束。西德的小孩子都懂得，釣魚時必帶一把尺，

用來量度釣上來的魚，尺寸是否合符法律的規定。他們都主張這樣做，釣魚沒有

帶尺可算是一種恥辱。我真誠期望香港的小孩也能夠自動自發地守法律，在行使

他們的權利時，能夠充分地有這種自覺。 
 
附錄： 
 
民主的含義 
 民主不單是指政體，而且遠超乎政體。其實，民主最少包括以下五種含義（參



看余英時著「民主制度之發展」，香港：亞洲出版社，1955 年） 
 
一、著重個人的價值，尊重個人的人格和尊嚴，權力不能加以損害，法律亦不能

加以剝奪。民主國家的憲法對於個人的價值都有明文的保障。 
 
二、容忍。應承認並尊重每人都有發表言論的權利，這就是言論自由。少數服從

多數在很多的情況下已成慣例，雖然並不是最理想的方法，但亦是不得已的

辦法。但少數的權利必須被尊重。多數不僅不迫害少數，而且能照顧少數，

發揮高度的容忍精神。 
 
三、討論。大家在平等的精神中，不擔心有威脅、報復的情況下，冷靜的討論。 
 
四、平等與博愛。人生而平等，這是民主社會中一致承認的真理。所謂生而平等，

就是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亦在法律面前平等。這種平等是精神上與理論上的

平等，人為的不平等在民主社會中有補救的方劑，就是博愛。人類都是神所

創造的，都是神的兒女，雖然各個人的境遇不同，但同胞仍有「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的博愛精神。「有平等而無博愛，則平等失其意義；有博愛而

無平等，則博愛成為憐憫。」（頁 10） 
 
五、民主是不斷的實驗。民主社會的長處是用實驗的方法，適應環境，在社會立

法和社會改革方面不斷的改良和進步。 
 

上面所列舉的民主的幾種含義，「用之於政治則是政治的民主，用之於經濟

則是經濟的民主，用之於社會則是社會的民主，用之於日常生活則是民主的生活」

（頁 11）。 
 
 
註釋： 
 
註一：請參看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高中學生公民意識調查研究結果」刊於社

聯季刊 1985 年夏。 
 
註二：有關兩條路線的介紹，請參閱李柏雄，「從學校行政的角度探討公民教育」

刊於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公民意識與公民教育報告書」1985 年 9 月，頁 31。 
 
註三：請參看尼布爾著，楊（言賓）譯，「道德的人與不道德的社會」，台灣：永

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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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83-9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