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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認受性低 3中學下學年停辦

成功方程式「一生」變成「事業」

■金靈最近獲得澳洲－亞洲總理奮進獎和170萬港
元獎學金，稍後會赴澳洲攻讀環境毒理學博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德正 攝

針對污染物影響免疫系統 盼解人類慢性病成因

赴澳洲研海龜
城大生獲170萬獎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淑環) 65歲以上的長者，平均
每8個就有1個患有「腦退化症」，香港首位「女性諾貝
爾獎」得主、將於下月上任科技大學理學院院長的葉
玉如，與她的研究團隊花了8年時間，以中藥研發治療
「腦退化症」的藥物，正進入尾聲階段。她透露，已選
定一所國際性藥廠合作進行臨床研究，估計需時至少5
至7年，希望新藥有助減輕對肝臟的副作用、甚至有預
防功效。至於會否邀請患有「腦退化症」的光纖之父
高錕參與研究，葉玉如指臨床部分會交由藥廠負責，
直言科研「需要一步一步來」。
04年獲頒有「女性諾貝爾獎」之稱的「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的葉玉如，是香港
首位獲此殊榮的女性，她又獲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對與神經系統相關的生化研究有卓越成就。
在港土生土長的她，家中3位姊姊均是教師，小一時

她更是姊姊的學生。她直言，年幼時從未想過當科學
家，直至中學時遇上一位生物科啟蒙老師，始對生物
產生濃厚興趣，「老師的提問喚起我的求知精神，尤
其喜歡解剖生物，我會親自捉蚯蚓研究，亦會解剖㟎
㟍」。

夫從商精神上予無限支持
後來到美國讀大學時，葉玉如的興趣更擴展至化

學，畢業時她擁有生物、化學雙學士學位，其後更在
哈佛大學修讀藥理學博士。今日走出成功的科研路，
但她不諱言過程艱苦，「如在哈佛讀書時，已經常做
研究至半夜才回家，又會經常面對失敗，不過在過程
中總會找到一些線索⋯⋯恆心，是一個科學家必須有
的條件。」她又笑指，雖然丈夫從商，對其科研成果
不甚理解，但精神上亦給予無限支持。
於研究「腦退化症」的治療藥物上，葉玉如曾作出

多次新突破，除對科學的堅持外，原動力也來自她一
位患有「腦退化症」的姨媽，「知道她患病後，一直
很想研製能夠減輕她病情的藥物⋯⋯雖然現在她已離
世十年，但我仍希望可在這方面作出貢獻」。

對動物有效 差臨床證明
葉玉如93年回港後即受聘於科大，現為科大生命科

學部講座教授及分子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她透露，其團隊研發供「腦退化症」的藥物正進入
「最後階段」，藥物對動物有明顯作用，如服食藥物後
的老鼠有更強學習能力，該新研發的藥物有望減慢腦
退化，甚至有預防作用。不過，她強調藥物成果仍需
經過臨床研究證明。她即將上任科大理學院院長，承
諾會盡力兼顧院長職務及科研工作，希望未來能加強
理學院各學科合作。未來她打算親身到中學推廣，招
攬具潛質的學生入讀。

研中藥醫腦退化
葉玉如或邀高錕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德正）澳洲擁有漂亮的海灘和色彩斑斕的大堡礁，不但是動植物的理想

棲息地，亦是大自然愛好者的朝聖地，但近年當地海洋受有毒化學物污染，嚴重影響生態，情況令

人關注。香港城市大學生物及化學系研究生金靈，最近獲得澳洲——亞洲總理奮進獎和170萬港元獎

學金，稍後會赴澳洲攻讀環境毒理學博士，以瀕臨絕種的澳洲海龜為研究對象，希望解開環境污染

物對動物免疫系統的機理影響及變化，繼而破解人類慢性疾病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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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澳洲——亞洲總理奮進獎今年共向19名亞洲學生提
供獎學金，而金靈是3名中國學生的其中一人，稍後將赴
澳洲昆士蘭大學的「國家環境毒理學研究中心」攻讀3年
的博士課程。據悉，他將研究環境污染物如何影響澳洲
海龜的免疫系統，從而導致真菌病、慢性病，「海龜是
瀕危物種，全球7個海龜品種中，澳洲可以找到6種。」
抵澳後，他將於布里斯班的海灘收集病死和自然死的海

龜屍體，提取牠們體內的化學物質，比較兩者免疫系統的
變化，「有研究員指，二噁英是引致海龜患上慢性病的成
因之一，因此我的研究會以此為切入點。」他以德國「二
噁英蛋」為例解釋，該物質本身不存在於大自然，完全由
人類的工業活動產生，「就像德國蛋事件，人類破壞環
境，最後還不是自食其果嗎？」

澳實習反思人類自然界責任

出生自上海的金靈，自小已感受到化學物對大自然的傷
害，「父親以前會帶我到海灘游泳，但上海的空氣不佳，
而水質更是又黑又黃。」06年，他在城大的安排下，赴澳研
究實習，負責保育工作，更令他反思人類在自然界應負的責
任，「英國人百多年前，將當地的冬青樹帶到澳洲種植，落
地生根後，影響了當地土壤，結果大大地影響澳洲植物的生
長。原來人們微小的舉動，亦會帶來深遠的後果。」

盼望成教授 培育下一代
金靈的研究會以「海龜」為起點，未來會繼續就人類慢

性病的方向研究。他表示，糖尿病、癌症、自閉症等慢性
病已證實與環境污染物有關，因此他希望將研究動物的成
果作為解決人類慢性病的鑰匙，「我盼望將來成為教授，
繼續進行環境研究，培育下一代，解決全球性（環境）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淑環) 中國科研發展一日千里，
為了加強本港與內地之間的合作交流，中國科學院、中
國工程院約40名院士首次大規模來港，與本港學者分享
內地科研成果。是次活動以神舟飛船總設計師、中國空
間技術研究院原院長戚發軔為團長，他在昨日的座談會
上分享了中國航天事業的最新發展，並預計2020年後航
天技術會有較大突破。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電機
電子工程系榮譽教授陳清泉則表示，中國有望成為電動
汽車王國，但強調發展時必須平衡節能等挑戰。
為了推動本港及內地在科技教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一連7日的《創新中國》2011中國院士香港行活動昨日踏
入第2日，活動邀請了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原院長戚發
軔、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北京大學教授楊旭清及北
京大學口腔醫院原院長俞光岩為本港、內地多位著名學
者進行演講。

陳清泉：帶動兩地合作
陳清泉出席會議時表示，首次有40名中國科學院、中

國工程院院士來港進行學術交流，希望活動能為科學界
擦出新火花，帶動兩地之間的合作，「內地與本港無論
在科技、文化及醫學等方面，均有很大的互補性；本港
中西文化匯聚，與國際有較好的聯繫，內地則有強大的
經濟基礎，加上強大需求，兩地正好互相配合」。

中國做4次實驗就成功
戚發軔昨日以《航天科技與中國航天》為題作講座，

為活動展開序幕，期間他介紹了中國的航天事業發展
史，又指中國在航天事業上雖起步較慢，但美國的無人
飛船亦須經過8、9次的實驗，才能送人上太空；反之中
國利用自己設計的材料及器材，只是做了4次實驗，便實
現了「神舟五號」等航天事業。
他又指，中國未來的航天事業目標不單是將人送上太

空，亦需加強發展航天員在太空上的活動能力、甚至發
展訊息發播的能力，未來的視野亦不應只是局限於月
球，甚至火星等其他行星亦應包括在航天事業之內，
「中國航天實力已有很大進步，外國的評價亦很高，但不
能不承認與外國水平上仍有差距，相信2020年後會有較
明顯的發展」。

中國有望成電動汽車王國
身兼世界電動車協會主席的陳清泉，在會上以《電動

汽車與中國低碳經濟》為題進行演講，他介紹中國在電
動汽車的產業發展，指出中國有望成為電動汽車的王
國，但面對全球能源短缺，發展電動車時須同時兼顧節
能及減碳。
會上除了有專家分享航天及電動汔車的發展現況外，

亦有內地著名學者提供有關醫學的演說。北京大學教授
楊旭清以《自主創新造福人類—雙環鉑抗癌新藥探索與
實踐》為題，講述新研發的藥物如何減輕抗癌藥物破壞
正常細胞的副作用。北京大學口腔醫院原院長俞光岩則
講述《口腔保健與人體健康》，解釋口腔疾病與心臟病、
糖尿病等關係。
40名院士在餘下行程將會到到中聯辦、外交部特派員

公署參觀，繼續與本地學者進行科研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德正）教育局推出「應用學
習」，讓弱勢學生以此取代一科新高中選修科，然而大部
分院校僅將該科成績列為「額外輔助資料」，其認受性成
疑。教育評議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近6成學校指學生認
為「應用學習」的認受性低；有3間中學更基於成本效益
問題，決定於下學年起停辦。調查機構批評，應用學習
科未能真正照顧弱勢學生發展多元智能，教育局應正
視。
教評會去年10月中，成功訪問全港118間中學，收集他

們對「應用學習」的意見。調查顯示，88間中學有開設
「應用學習」，其中3間中學表示來年將停辦「應用學
習」。受訪學校表示，開設該科最大的困難主要是認受性
問題，59%受訪學校認為學生對有關科目的認受性低，
另外35%學校則認為大學對此認受性低。
教評會資訊科技執委張家俊表示，並非所有學生均擅

於傳統學科，因此一般會認為「應用學習」是弱勢學生
的另一發展路向；但當局為抵消標籤效應，加入強調學

業成績的科目，如法律、商業管理等，令「應用學習」
變質，「學生固然不能靠該科升大學，但該科究竟是照
顧哪類學生？是否只為成績好的學生錦上添花？」

教評會批難成學生出路
教評會「高中學制及課程改革」工作小組成員曹錦威

表示，學生可參照傳統學科的成績報考大學，而「應用
學習」的評分最高是「3級或以上」，令學生無所適從，
「學生一般會認為最高只達3級，未必夠高。」因此應用
學習科目很難與其他傳統科目比肩。該會建議增加應用
學習科目的種類和學額，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政
府亦應加強學界對應用學習的認受性。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在第一屆新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中，有近6,700學生報名入讀，比去年的試點課程增加了
14%，而參與的學校亦由200多間增加至超過300間，增
幅達49%。有部分學校甚至提供20多個學習課程供學生
選修，以配合學生的不同興趣和需要。

發言人強調，教資會資助院校重視學生從應用學習課
程得到的學習經驗，在考慮入學申請時，會考慮把取得
「達標並表現優異」成績的應用學習課程當作一個選修科
目，或考慮額外加分，或視為申請的補充資料，實際處
理方式按個別院校和個別課程而定。

很多人的願望是成為成功人
士。「你呢？你想成功嗎？」
多數朋友會回應：「講當然

容易，做其實是好困難，你有
好方法介紹嗎⋯⋯」今次筆者想同大家介紹的，就是一套
成功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其實是源於一個大家可能聽過的課題「生涯

規劃」，意思是人們會把自己的「一生」變成自己的「事
業」；既然是自己的「生意」，自然會表現得更投入，因此
成功的機會便會倍增。透過生涯規劃方程式，人們能「整
全地」規劃他的一生，包括生命中重要的範疇，如學習、
工作、人際關係和閒暇時間。

了解社會狀況抉擇目標
到此刻，筆者要向大家簡介一下成功方程式。方程式如

下:
成功方程式＝生涯規劃＝知己＋知彼＋抉擇
「知己」就是認識自己的性格、能力、興趣、價值觀及

盲點；「知彼」是了解社會狀況、人力供應及需求、對行
業種類的認識、就業機會等；「抉擇」則是一個過程，包
括分析比較、找出可行方案、計劃行動及實踐行動。例如
一個舉目無親、就讀中四的年輕人，他自小得到不同社福
機構的照顧，立志長大後要做點事回饋社會；於是「成為
社工」就成為其目標；他的價值觀也跟社工行業相近，而
他的朋友亦認為他有能力成為社工，社會確實也有相關的
需要及就業機會。在「知己知彼」下，他作過分析及計
劃，他的第一個目標是考入社工課程，畢業後成為註冊社
工；故現階段的他，就是要努力完成中學文憑試。

深思熟慮發掘生命價值
在現今21世紀，社會強調僱員要有良好的適應力及全面

裝備自己，「生涯規劃」正好是一個有系統，需要深思熟
慮的過程，能令到人們明白自己的價值，推動他們去定立
目標，發掘生命的價值。
根據筆者的經驗，即使是兒童及青少年，在生涯規劃過

程中，也可以認識自己能力興趣，學習解決問題，最終能
夠主動學習，並把握不同的成長及發展的機會。要成功，
我們不能被動地等待，而是要積極爭取甚或創造機會，並
有效運用成功方程式。 香港家庭福利會

藝進同學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坊

青年服務隊隊長邱寶琴

電郵：youthsquare@hkfws.org.hk

■葉玉如表示以中藥研發治療「腦退化症」的藥
物，已進入「尾聲階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為了促進本港與內地在科研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中國科學院、中
國工程院約40名院士首次大規模來港，與本港學者分享內地科研成
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戚發軔(左)以「航天科技與中國航天」為題，分享中
國航天業的最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教評會批評「應用學習」認受性低，而且難以照顧弱
勢學生的學習需要。（左起）圖為張家俊、教評會副主
席許為天和曹錦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德正 攝

■戚發韌(前排左五)指，中國航天實力2020年後料會有明顯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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