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 號 ： EDB(CD)PSHE/ADM/125/CH/1(5)  

教育局通函第 168/2021 號  

分發名單：各小學及中學校長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 銘 記 歷 史 • 珍 愛 和 平 」 — — 南 京 大 屠 殺 84 周 年  

學 校 悼 念 活 動 、 歷 史 專 題 簡 報 及 專 題 講 座  

 

目 的  

 

 本 通 函 旨 在 通 告 各 小 學 及 中 學 校 長 有 關 上 述 悼 念 活 動 、 歷 史

專 題 簡 報 及 專 題 講 座 事 宜 。  

 

詳 情  

 

2.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軍佔領南京，並屠殺數十萬中國軍民，為中華

民族帶來極大的苦難。為悼念南京大屠殺及抗日戰爭的死難者，國家從 2014

年開始，把 12 月 13 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今年是南京

大屠殺 84 周年，為反思這場對近代中國發展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與及悼念

死難的同胞，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特向各中、小學提

供「銘記歷史•珍愛和平」——南京大屠殺 84 周年學校悼念活動建議、歷

史專題簡報，並舉辦相關教師專題講座，以支援學校、教師在校內籌辦有關

悼念活動，讓師生體會及承傳中國軍民在艱苦困厄中所展現的共赴國難、守

土衛國的堅毅和承擔精神。  

 

3.   教育局特提供「銘記歷史•珍愛和平」——南京大屠殺 84 周年  

學校悼念活動安排建議（詳見附件一），並製作相關的歷史專題簡報，供學

校 參 考 。 有 關 簡 報 已 上 載 至 本 局 網 頁 （ 連 結 ：  



 

https:/ /www.edb.gov.hk/tc/curriculum -

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 -and-resources/chinese-

history/learningandteachingppt/index.html），歡迎教師下載

及使用。  

 

4.  學校可參考上述悼念活動安排建議，於周會、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等時

段舉辦有關活動，促進學生全面認識南京大屠殺，進而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

認同，以及對民族和國家的責任感。學校亦可因應校情，獨立採用上述歷史

專題簡報，於早會或相關學科課堂安排校本教育活動，向學生簡述相關歷史，

並分享正面的價值觀。  

 

5.   此外，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特舉辦「『銘記歷史•珍愛和平』——中日

視角下的南京大屠殺」教師專題講座。講座將於 2021 年 12 月 13 日（星期

一）下午 3 時正至 5 時正在九龍工業學校舉行，並同時以網上直播形式進

行。有興趣參與的教師可透過培訓行事曆報名（課程編號：

CDI020211878；課程連結： https://tcs.edb.gov.hk/tcs/admin

/courses/previewCourse/forPortal .htm?courseId=CDI020211 8

78&lang=zh）。  

 

聯 絡 人  

 

6. 如有查詢，請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鄺麗嫦女

士（電話： 2892 6528）聯絡。  

 

教育局局長  

葉深銘博士  代行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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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銘記歷史•珍愛和平」 

南京大屠殺 84 周年 

學校悼念活動安排建議  

日期：2021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一） 

 

 

時間 事項 負責人 

5 分鐘 奏唱國歌 負責老師 

5 分鐘 校長／學校代表致辭 

校長／學校代表 

［可參看附錄一：校長／

學校代表致辭要點（示

例）］ 

1 分鐘 默哀悼念南京大屠殺及抗日戰爭死難同胞 負責老師 

22 分鐘 

1. 播放「共赴國難，南京大屠殺」影片（約 5 

  分鐘） 

2. 播放簡報，並作簡要解說（約 8-10 分鐘） 

3. 播放「歷史不會忘記」片段（原片約 9 分鐘， 

   可按校本情況加以剪輯） 

  [短片資料另見附件，簡報亦附有相關連結] 

負責老師 

5 分鐘 學生分享 學生代表 

2 分鐘 總結，悼念活動結束 負責老師 

合共 

40 分鐘 
  

 

**  學校可因應校情，自行選取上述歷史專題簡報或片段，於早會或相關學科課堂安 

    排校本教育活動，向學生闡述相關歷史，分享正面的價值觀。 

  



 

影片簡介及連結︰ 

1. 影片：「共赴國難：南京大屠殺」(約 5 分鐘) 

 來源：23/06/2021《世紀長征》第二十八集：共赴國難 南京大屠殺  

 內容：介紹「南京大屠殺」的始末及其重大歷史意義 

 連結： 

 

2. 影片：歷史不會忘記（約 9.5 分鐘） 

 來源：2020-12-13 「歷史不會忘記」《新華網》 

http://www.js.xinhuanet.com/2020-12/13/c_1126854780.htm 

 學校可按校本情況選播，例如可以「歷史見證與承傳」為主題，選播以

下段落（共約 4 分鐘）： 

o 夏淑琴婆婆遭遇（為戰後首位赴日見證人）、馬吉之孫到南京探訪夏

婆婆、拉貝等歷史見證人訪問或介紹(原片段 2:50-5:45) 

o 南京中學生在公祭日為死難者石碑補描(原片段 8:03-8:27) 

o 倖存者的祈願(原片段 8:50-9:16)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thecenturylongmarch/episode/750838 

http://www.js.xinhuanet.com/2020-12/13/c_1126854780.htm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thecenturylongmarch/episode/750838


 

附錄一 

「銘記歷史•珍愛和平」   

南京大屠殺 84 周年學校悼念活動 

校長／學校代表致辭要點（示例） 

（僅供參考） 

 

 八十四年前的今天，即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華日軍佔領南京，屠殺幾十萬中國軍

民，令六朝古都滿目瘡痍、生靈塗炭，為中華民族帶來極大的苦難。為悼念南京大屠

殺及抗日戰爭的死難者，國家自 2014 年開始把 12 月 13 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

國家公祭日」。 

 

 南京大屠殺發生至今已過了八十四個年頭；然而，大屠殺與日本侵華對中國人，特別

是倖存者所造成的傷痛記憶是永不磨滅的。為銘記及反思這場對近代中國發展影響深

遠的歷史事件，讓我們一起緬懷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深切悼念所有在南京大屠殺及抗

日戰爭中慘遭日軍殺戮的死難同胞，以及為保衛中國人民和國土獻出生命的抗日先烈，

並宣示珍愛和平的莊嚴立場。 

 

 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透過了解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情景、聆聽倖存者傷痛的

故事，我們更能體會及明白國家安全對人民福祉的重要性。眼見不少戰爭倖存者及其

後人為歷史公道而奔走，這份堅持值得我們由衷的致敬。同時，我們亦看到不少國際

友人（如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德國商人約翰•拉貝先生），在危難中本著人道精

神，無畏地在戰爭中保護受害民眾，這種無私與大愛同樣值得我們學習。 

 

 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纍纍罪行，鐵證如山，不容篡改。不過，南京大屠殺等抗日戰爭相

關紀念活動的舉行，絕非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喚起世人對和平的嚮往和堅守，好好

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時代。我們一方面要銘記歷史，毋忘國恥，並且要以史為鑒，維

護正義和良知。同時，同學亦可從中學懂寬恕，放下仇恨，從歷史中領悟和平的重要

性，珍愛和平，為營造和諧社會與大同世界而努力。 

 

 



 

 我期望同學更認識、體會中國軍民在抗日期間的艱苦困厄中所展現的共赴國難、守土

衛國的堅毅，有了他們的承擔與犧牲，團結一致，對抗外敵，才有抗戰的勝利，令中

華民族的血脈得以延續。因此，當我們處身在和平安樂的年代，要更深入認識國家，

認同中華文化，並按自身的潛質與才能，好好裝備自己，成為未來國家社會的棟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