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軍澳香島中學自7年前實行「自律、自學、自尊」的初中
國民教育，全數學生均須在中一參加黃埔軍校訓練、中二到
內地進行專題研習、及於中三到歷史名城實地考察。

家長：助子女自立自理
校長吳容輝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該校首年為

中一同學舉辦「自律」軍事訓練時，有不少嬌生慣養的同學高
呼「辛苦到頂唔順」。但計劃運作7年來，學生對軍訓的迴響越
來越好，家長也認為，訓練有助子女學會自立、自理。

學校又會安排中二級同學到廣州韶關，進行考察之餘、也
要求學生進行專題研習。

冀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吳容輝說：「新高中學制下，自訂學習目標、資料搜集和

做project（專題報告）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更希望培
養學生『自學』能力，故以專題研習搭配國情教育，一舉兩
得。」而在中三級進行的「自尊」教育，則為同學安排中國
名城的考察團，讓他們從歷史、地理、民情等各方面學習，
增加民族認同感。談到新高中課程中，最令人「怕怕」的通
識科，吳容輝表示，該校自04年開始，便於所有班級開設通
識科，並由副校長鄧飛負責統籌。

他表示，該校在教授通識科方面有「自己一套」，「市面上

通識教材很多，但大多都良莠不齊」。他認為，作為一個優秀
通識科教師，應該剪裁出具質素的材料，而不應讓學生在

「茫茫大海」中找尋。據悉，將軍澳香島中學全體通識科老師
每星期均開會，一同選取時事材料、製作教材，務求達到集
思廣益之效。擔任校長一職前，吳容輝於香島中學先後擔任
數學科教師、科主任已達12載。至03年時，吳獲委任將軍澳
香島中學校長。吳笑言，在香島轄下學校任教接近廿載，本
身更是畢業於香島中學，不經不覺已與香島結緣大半生，

「自己曾在香島接受過很好的教育，現在更希望回饋學生。」
因此，吳容輝至今仍堅持親執教鞭，任教部分班級數學科，
貼身了解學生學習需要。

黃志漢：自資副學士 人工高中七生3成

自資院校冇王管
李焯芬指監管難

7年前推行漸見效 校長：不能單靠把口 負面也要接觸

北上軍訓親悟國情
將軍澳香島初中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美顏）自閉症兒童讓很
多家長、老師頭痛不已。
根據聯合國數據顯示，每
150人中，就有1人患上此
症，男性比例較女性高3
至4倍。患者3歲前便會出
現社交及溝通障礙，及做
出重複刻板的行為。浸會
大學中醫藥學院在07至10
年期間，為一批2至6歲患
有自閉症的兒童進行針灸
治療。結果發現，越早接
受治療，效果越明顯。3
歲前是治療黃金期，能夠
改善社交和專注能力，智
力水平也有明顯提升。

自閉症又稱為孤獨症，
是一種先天腦部神經系統
功能失調引起的發展障
礙。患者在3歲之前，會
出現語言溝通障礙，也會
做出刻板及重複行為，更
可能出現智力低下的情
況。數據顯示，75%自閉
症人士有智力低下問題；
64%出現注意力障礙；
36%至48%患者會有過度
活躍問題。

頭部及舌頭落針
目前醫學界普遍認為，

遺傳及生物免疫，是導致
自閉症發生的主因。至於
常用療法，通常為感覺統
合訓練和行為干預。而針

對溝通有問題者，則有語言訓練。為
了解針灸對自閉症的療效，浸大中醫
藥學院在07至10年，為30名2至6歲有自
閉症的兒童做針灸。中醫師在病童頭
部及舌頭落針，每個療程30次，每星
期進行2次。

2至3歲童9成人病情改善
浸大中醫藥學院一級講師尤傳香指

出，在接受針灸的2至3歲學童中，9成
人病情有明顯改善。3至4歲組別中，
則有一半人有明顯的進步，特別是患
者的社交能力、專注能力、智力水平
的提高效果明顯。尤傳香表示，自閉
症與神經細胞關係密切。針灸可以改
善神經細胞之間的聯繫，如果患者語
言能力有問題，在舌頭下針，情況也
會有所改善。

香港文匯

報訊 （記者

周婷） 去年《施政報告》提到，本港將在初中

全面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藉此提升青年人

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吳容

輝表示，該校創校首年，即早於7年前，已開

始在初中班級實行名為「自律、自學、自尊」

的國民教育：即在中一至中三3年間，安排學

生到內地不同省份或地區，進行軍訓教育、實

地考察及專題研習。綜合7年經驗，吳容輝表

示：「國民教育絕不能只靠口頭或書本教授，

必須立體、全面地讓學生去感受國情。即使是

較為負面的一面，如貧窮、衛生欠佳等問題，

也應該讓學生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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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香港
理工大學護理學院現正推行一項由香
港食物及衛生局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資助的「無煙家居」計劃，向學生、
家長宣揚「無煙家居」的重要性及有
關知識；並鼓勵他們攜手建立健康無
煙的家居環境及生活態度，減低兒童
及青少年在家中接觸二手煙的機會。

該計劃的推廣活動包括中、英文標
語創作比賽、視覺藝術創作比賽及
2011健康家居嘉年華。比賽截止日期
為2月18日，詳情請參閱附頁單張及瀏
覽網址：
sn.polyu.edu.hk/smokefreehomes/。

理大推「無煙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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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平時很喜歡與三
五知己看電影，其中一
齣電影《阿凡達》就令
人印象難忘。這齣科幻
電影不論在香港還是全

世界，都大收旺場。筆者對該電影印象最深刻的，是那
些在無污染世界居住的外星人。他們由頭到腳都是藍色
的。談起藍色，不要以為只有blue一字，其實還有不同程
度的「藍」，例如：海軍藍navy、水鴨色teal（也就是所謂
的「藍綠色」）、天藍色azure / cerulean、寶石藍sapphire，
還有一種藍，名為「靛藍色」indigo。

英文沒諺語指「青出於藍」
「靛」，音電，是一種天然的青色染料，這令我想起一

個成語：「青出於藍」/「青過於藍」。藍，本是一種叫
「蓼藍」的植物，可以用來提取靛青染料的。從字面來
看，「青出於藍」指青色是從蓼藍裡提煉出來的，但是
顏色比蓼藍還深。《荀子．勸學》提到「青，取之于藍
而青于藍；冰，水為之而寒于水。」後來比喻後輩比前
輩更優秀，或學生更勝老師。英文沒有相關的諺語，如
果想寫學生更勝老師的話，可以說「Student surpasses the
teacher.」。

短語men in blue指警察
話說回頭，那些在無污染世界居住的外星人雖然一臉

藍色，但我們絕對不能稱他們「men in blue」。在外
國，這短語所指的是警察，例句是：「Let's get out of
here! The men in blue are coming.」（一起離開這兒吧！
警察正前來。）同樣，我們也不可以指他們為「blue in
the face」。因為英文諺語中，「till one is blue in the
face」意指「拚命幹（但不會成功）」，例句是：「You
can call her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but she will never
come.」（你可以繼續不斷打電話給她，但她是決不會來
的）。

look blue指「感到憂鬱」
如果說這些外星人look blue也不行，因為英語的look /

feel blue 的意思只是「感到憂鬱」，徹頭徹尾跟藍色的外

星人無關。如果你以為他們有藍眼睛而稱作「blue-eyed
boy」，對不起，這樣也不行。這詞語實際上是說那些人
是「寵兒」。例如：「He is a real blue-eyed boy in the team.
The leader treats him very well. It is really unfair for the rest of
us.」（他是隊中寵兒，隊長對他特別好，對我們真不公平
呢！）看來還是不要多此一舉，為這群外星人改個甚麼
怪名字了。

說到這裡，筆者要準備動身，跟友人去看電影了。你
呢？即使還未計劃如何消磨假期，也不必blue！安在家
中，看 《英語「筆欄」》，喝杯
暖暖的朱古力奶，也不錯呢！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廖尹彤、胡永南

(小題為編者所加)

藍色的人？

追蹤高教檢討系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婷） 教資會《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

系》報告提到，本地副學士課程定位有欠清晰，被公眾視為成績
較遜的中七生入大學的「踏腳石」，其認受性也遠比部分高級文
憑課程低。不過，香港首所推出自資副學士課程的浸會大學持續
進修學院，院長黃志漢引用同一報告指，自資副學位畢業生平均
薪酬，較中七生高出約3成。而在過去10年間，他所見到副學士
資歷不論在升學、就業方面均有很大進步，但成果卻似被忽略。
他慨嘆指，教資會在籌備報告時，只「公式化」地邀請業界提交
意見，未有真正聆聽其聲音及需要，令社會對自資副學位誤解越
深。

增銜接額乃肯定副學士能力
黃志漢指，香港大部分入讀副學士者，均以銜接至大學為終極

目標。而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把大學高年級銜接學額倍增至每年
4,000個，是對副學士生能力的無形肯定，也反映了其於高教界
的影響力。

就教資會提出須為副學士設立一獨立資歷，黃志漢指，目前不
少海外大學，已把2年制副學士當為學士首半部分來處理，即如
學生完成首2年課程，對此方向表認同。

與高級文憑比較致外界誤解
他續說，副學士於香港無疑是新興資歷，但教資會仍堅持要把

它與歷史較長的高級文憑作比較，令其成效被忽略，也引發外界
對副學士誤解，令他「每次講起都好激氣」。

浸大國際學院10年未加學費
黃志漢直言，部分社會人士認定，大學轄下的社區學院，是靠

「黐金糠」、依仗大學名聲以生存，那是對副學士學生及院校的誤
解，並不公平。他表示，附屬於大學的自資院校，其實經常面臨
經營困難。以浸大負責副學士的國際學院為例，成立10年都未有
上調學費，但為留住人才及應付通脹，老師薪酬卻年年加；加上
須向政府償還貸款，因此更須「勒緊褲頭」經營，「對比以往在
浸大本部任教時，同事用電、用水、用紙張不會特別節約，但到
94年接任持續進修學院院長後，始明白自資經營的難處」，應省
則省，成為該校處理開支的要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

教資會在高教檢討中，建議成
立一個類似新機構，專責管理
及統籌有關自資專上界別事
宜。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SPACE）院長李焯芬認為，
副學士課程出台時，政府並沒
有做足準備工夫，欠缺一套周
詳計劃，令自資副學位市場極
速膨脹，供求失衡。在現有狀
況下強求監管，成效存疑。

李焯芬指，政府對自資院校
發展一直未有清晰方向及計

劃。而由於政府先前的放任態
度，現時自資課程已經出現質
素參差的問題。

籲政府變「監管」為「關心」
李焯芬說：「10年來都是

『由得佢搞』，現在要即時『返
頭監管』這些院校，怎能做
到？」他表示，政府與其事事
以「監管」角度出發，倒不如
多關心社區學院、自資院校的
發展及成長，並給予適當支
持，始能提高整體質素。

■尤傳香醫師指示針灸位置。
浸大提供圖片

■吳容輝表示，軍事訓練運作7年
來，學生迴響越來越好。圖為中一
學生去年接受軍訓。 學校提供圖片

■吳容輝至今
仍堅持親執教
鞭，任教部分
班級數學科，
以貼身了解學
生學習需要。

香港文匯報
記者周婷 攝

■黃志漢慨嘆
指，教資會在
籌備報告時，
未有真正聆聽
其 聲 音 及 需
要，令社會對
自資副學位誤
解越深。

香港文匯報
記者周婷 攝

■SPACE院長李焯芬認為，副學士課程出台時，政
府欠缺一套周詳的計劃，令自資副學位供求失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傳統愛國學校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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