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學戰況最緊湊 錢家駒沒想到能奪冠

「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總決賽暨頒獎典禮剛於17日（周六）圓滿結束，參加人數破紀錄高達4250人。主禮嘉賓、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致辭時，讚揚比賽能增加青年人對國家的認識。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歐陽曉晴期望，青年
人通過比賽讀懂歷史，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直言，比賽能補足正規課堂國情教育不足，藉
以提升港人的國民意識。

大公報記者 唐曉明 楊 州

第六屆比賽閉幕 破紀錄4250人參加

全港國情知識賽 搶答學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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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
錢家駒（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中學組：
陳永泰（聖言中學）

大學組：
吳艷羚（香港樹仁大學）

公開組：
王翠蘭

工會組：
梁宇君（小輪業職工會）

由教育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工聯會及未來之星同學會聯合主辦的 「全
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經過預賽的選拔
，晉身總決賽的三十餘名參賽者，在上周
六展開連場激戰，不論來自公開組、工會
組，或是大、中、小學的參賽者，均全力
以赴迎戰比賽。比賽過程緊張刺激，搶答
環節各組別都爭持激烈，難分高下。結果
，在百多位觀眾的見證下，各組別結果亦
相繼出爐，其中團體賽的大、中、小學組
冠軍分別由香港中文大學、聖言中學以及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隊伍奪得。

總決賽的主禮嘉賓陣容鼎盛，包括吳
克儉、歐陽曉晴、吳秋北、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任孫振、中
聯辦社工部副部長李運福、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董事姜亞兵、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
經理盛一平、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
江正銀、立法會議員郭偉強、香港樹仁大
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區志堅、北京師範大學
第二附屬中學歷史教師紀連海、三聯書店
（香港）有限公司總編輯侯明、中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于克凌，以
及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編輯

毛永波等。
吳克儉致辭時，讚揚 「全港中國國情

知識大賽」可以促進香港學生提升對祖國
歷史、文化的興趣，幫助他們深入探索中
國文化和歷史，有利於香港青年培養自己
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培養使命感 學懂明辨是非
歐陽曉晴表示，五千年燦爛的文明歷

史積澱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全球的愛
國華人都因為中國文化而有着共同的認同
感和使命感。他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不僅可

以從知識競賽中，學習國家的悠久歷史，
還能夠在閱讀、討論、思考中，學會以古
鑒今、明辨是非，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

透過問答賽 彌補課堂不足
吳秋北致辭時指出，今屆比賽超過115

間大中小學，並有21個團體和工會參加，另
有206隊、共4250名個人參賽者，打破歷年
紀錄，受到社會各界歡迎和支持。他說，
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曾遭受百多年殖民
統治，回歸後不少有識之士都認為必須加
強國民教育，藉以提升國民意識，治療殖

民統治帶來的創傷，為社會的穩定和繁榮
帶來基石，國史和國情教育，就是國民教
育的最好途徑，通過別開生面的問答比賽
，能補足正規課堂教育不足，有效鞏固國
民教育基礎。

「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由
招商局集團、丹桂軒、瑞安集團及安利（
香港）有限公司贊助，超過40個教育、文化
、學術、青年團體和媒體協辦。今屆為了
隆重其事，大會舉辦了街頭宣傳活動，安
排比賽吉祥物 「紅喵」與大家拍照留念，
並即場派發紀念品。

【大公報訊】記者楊州報道：連續六
屆擔任國情大賽的評委、北京師範大學第
二附屬中學歷史教師紀連海認為，決賽整
體做得一屆比一屆好，愈來愈精彩，個人
賽有位小學生的表現，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紀說這位同學在搶答環節不停按搶答鍵
，搶答特別快，回答亦正確，最後還奪冠
。但據紀連海所知，學校原先的主力並不
是這位學生，但因主力被淘汰，才成為學
校唯一的選手，這位同學的指導老師亦覺
得奪冠有難度。

對於選手的表現，紀連海單憑小學組
及中學組學生的回答狀態，就看得出他們
有備而來，基本上他們都能說出正確的答
案，關鍵在於手快不快。紀對六屆比賽作
一小結， 「比賽愈來愈好，學生準備愈來
愈充分，大賽達到當初設想的效果」。他
續說，比賽題目看到內地與香港的中國歷

史教材不一樣，比賽涉及的題目亦有些是
內地生不知道、未接觸過的，例如孫中山
就讀的中學。他又感受到港生的中文、歷
史及地理知識基礎扎實。

紀連海認為，港生對國情知識是熱情
的，因為參賽組隊逐年增加，他們的分數
亦一年比一年高，說明國情知識的影響力
愈來愈大。他稱，大賽短期成效是競賽，
但長期則影響學生的未來，但他告誡大家
「不要急於求成」，據他觀察，有往年的

參加者特意到決賽會場看比賽，反映大賽
已取得一定成效，深信未來會更好。

吉祥物大熊貓 加強身份認同
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區志堅認為

，同學的成績不斷進步，尤其是今屆題目
偏重文學、歷史及地理，內容更集中及深
入，但不少參賽學生 「未問完已答到」，

反映他們的基礎知識
相當豐富。區稱，國

情教育令學生充分把握到國情知識，他看
到中學組搶答環節靈活，大家都想奪取回
答權，從而感受到參賽者的主動及積極。

談到參賽者的不足，區志堅認為有學
生不知道部分地名，如邊疆等，反映出他
們對中國地理知識有改進空間。區志堅又
笑言，見到不少家長和孩子與吉祥物「紅喵
」（大熊貓）合影，認為吉祥物有助加強學生
的身份認同，而海報印有故宮、兵馬俑及
天壇等，亦強化了國情教育的畫面感。

【大公報訊】記者楊州報道：今年以小
學組戰況最為激烈。先說個人賽，道教青松
小學（屯門湖景邨）楊紫琦對戰吳氏宗親總
會泰伯紀念學校（沙田）錢家駒，楊紫琦沉
着應戰，錢家駒緊追不捨，隨着各回合推進
，二人僅相差十分，最終錢家駒以310分勝
出。錢家駒說是抱着學習心態來參賽， 「沒
想到能奪冠」，他比賽前進行了三星期的抽
問訓練，決賽時覺得搶答環節最緊張，生怕
答錯一題會被對手超前。帶隊的侯老師笑說
，決賽前一晚與家駒通了個半小時電話，考
察他是否準備充足。

至於小學組團體賽，道教青松小學、東
華三院李賜豪小學和保良局何壽南小學三隊
一較高下。比賽十分緊湊，保良局何壽南小
學於第二回合時開始微微領先，最終以380
分勝出，隊長林君彤、隊員林悅晴和黃雅珊
都說，為了衝刺，她們決賽前晚在圖書館加
操四小時，分工查閱參考書目。林君彤自覺
「決賽表現出色，雖然有些心急，但勝在自

信心強」。
中學組比賽則高手如雲，最終聖言中學

包攬個人賽及團體賽冠軍：中四生陳永泰以
320分勝出個人賽；校隊則以320分穩操勝券
奪得團體賽第一名，喇沙書院與保良局董玉

娣中學得分相同，最終再經一番龍虎鬥，保
良局董玉娣中學奪得亞軍。

聖言陳永泰 理科生愛上歷史
陳永泰是聖言的理科生，坦言因獎金吸

引而參賽， 「但備賽過程中，了解到歷史十
分充實」，歷史老師對其參賽十分支持。問
及書券將怎麼用，他說考慮買些歷史書。

聖言中學隊長李永青以平常心對待決賽
，他說與隊員除閱讀大會指定參考書，亦會
在圖書館查閱相關書籍，增加基礎知識。隊
員之一、讀中三的關毅博說對歷史感興趣，

期望藉參賽增廣見聞， 「搶答環節怕答錯扣
分」。另一隊員梁蔭康則通過參考書目，了
解到古代詩詞，激發興趣，他會繼續學習更
多詩詞，相信會對中文寫作有很大幫助，希
望將來能夠考入大學攻讀文學。

樹仁吳艷羚 不變應萬變建功
大學組方面，個人賽冠軍是樹仁大學中

文系三年級生吳艷羚，團體賽則由中文大學
奪冠。第一次參賽的吳艷羚覺得部分題目很
難，例如 「編鐘」，不是專門研究未必知道
答案，她的策略是 「以不變應萬變」，面對
沒有把握的題目便不搶答，遇到懂的題目則
必定搶答。吳又謙說能夠奪冠，可能是對手
狀態不好，並非是自己比別人懂得更多。

團體賽冠軍的中大隊，其中鍾健文是去
年個人賽亞軍得主，今年組團再接再厲，矢
志摘冠。鍾說比賽準備期間遇上考試時段，
但每日仍會抽出一、兩小時，閱讀大會指定
參考書目，以應對非題庫題目，亦會緊貼了
解時事，相信會有助答題。他認為，香港多
以漢族為主，而國情大賽有助了解更多不同
民族及其風俗， 「最重要是對國家有一定了
解及認識，亦能向外國人介紹自己國家文化
及特色」。

評委有話說 參賽者國情知識基礎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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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賽戰況激烈，部分組別要到最後一刻，
才能分出高下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吳克儉稱比賽能增加青年人對
國家的認識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歐陽曉晴希望香港的青少年學
會以古鑒今、明辨是非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

總
決
賽
的
主
禮
嘉
賓
陣
容
鼎
盛
，
包
括
左
起
：
大
公
文
匯
傳
媒
集
團
副

總
經
理
江
正
銀
、
大
公
文
匯
傳
媒
集
團
董
事
姜
亞
兵
、
中
聯
辦
社
工
部
副

部
長
李
運
福
、
工
聯
會
理
事
長
吳
秋
北
、
教
育
局
局
長
吳
克
儉
、
大
公
文

匯
傳
媒
集
團
副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歐
陽
曉
晴
、
外
交
部
駐
港
特
派
員
公
署

新
聞
及
公
共
關
係
部
主
任
孫
振
、
大
公
文
匯
傳
媒
集
團
副
總
經
理
盛
一
平

及
立
法
會
議
員
郭
偉
強

大
公
報
記
者
黃
洋
港
攝

▲錢家駒（中）奪得小學組個人賽冠軍，
爸媽也樂於陪兒子舉起勝利手勢

大公報記者楊州攝

◀評委紀連海認為
，港生對國情知識
是熱情的

大公報記者
黃洋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