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記磅學童書包 逾7成半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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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一人一書」
贈新生英小說

港大中大學者
獲教資會教學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所謂「讀書破萬卷，下
筆如有神」，理工大學新學年推出「READ@PolyU」閱讀
計劃。其中，包括「一人一書」活動：2,500名1年級生，
將免費獲贈英文小說1本，以推動閱讀風氣。此外，理大
學生可透過閱讀小組及各種相關活動，與同學及老師分享
閱讀經驗。

唐偉章：閱讀激發想像力
「READ@PolyU」為首個在大學校園推行的閱讀計

劃，目的為提升學生語文能力，並學習欣賞多元文化。該
校昨日為計劃舉行啟動儀式，校長唐偉章表示：「閱讀小
說作品並不只是為了學習，亦可以激發學生無窮的想像
力」。他又認為，閱讀可增強學生在解難方面的創造力，
為不同情況構想具創意的解決方案，讓他們衝破既定思考
模式。

「一人一書」活動中，理大2,500名1年級生，將免費獲
贈卡勒德．胡賽尼所著的暢銷英文小說《追風箏的孩子》
1本。該書從51個提名中選出，講述阿富汗推翻君主制前
到現在的情況。另一方面，為了配合贈書，該校包玉剛圖
書館即日起至10月4日，舉辦阿富汗攝影展，展出由美國
著名攝影家Luke Powell提供的188張由1970年代至2000年代
的作品，增加閱讀風氣及趣味。另外，理大校董會主席楊
敏德，以及約100名不同學系的教職員和學生將擔任導
師，與學生交流，支持閱讀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資會昨日舉行
首屆傑出教學獎頒獎典禮，表揚2位分別來自香港大
學及中文大學的學者，於教學的努力及傑出表現，
以及在提升教與學質素方面的貢獻。2人分別獲得50
萬港元獎金，以進一步推動與教學相關的活動。

郭力琪潘偉賢獲表揚
2名得獎學者分別為港大法律學系副教授郭力琪，

以及中大統計學系教授兼理學院副院長（教育）潘
偉賢。其中，郭力琪除了會與學生一同評核作業和
考試，讓他們得到「即時反饋」，加深對學習內容的
理解外，還特地因應香港情況，為學生制訂教材。
而潘偉賢採用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方法，了解學生需
要，因材施教。2名得獎者教學表現傑出，故獲得表
揚。

是次傑出教學獎按4項準則評審，包括教學方式能
否以學生為本、課程設計、教與學相關學術活動，
以及學者在發展有效教學方法所作出的貢獻。遴選
委員會共收到16個提名，從中選出2名得獎者。

史美倫盼推廣高質教學
教資會主席史美倫指，設立傑出教學獎，目的在

強調教學於大專院校發展的重要性，希望學者做研
究時，不會忽略教學這重要的一環，並推廣高質素
教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新
學年又到，學童書包重量問題一直
備受家長及各界人士關注。民建聯
昨日於九龍靈光小學外進行磅書包
行動，共有44名學生參與是次調
查。結果顯示，超過7成半小學生書
包過重，即超出本身體重1/10，比率
較去年相同調查大增10個百分點。

籲設課本庫 促推電子書
是次44名參與學童，平均體重26.8

公斤，即平均書包重量理應不超過
2.68公斤指標。但結果顯示，學生書
包平均重達3.74公斤，超標近40%。
負責行動的民建聯九龍城社區幹事
林心廉，直言情況嚴重，值得社會
關注。他認為，學校應採取更多措

施，幫助減輕學生書包重量，建議
可於某些科目設立「課本庫」，讓學
生共用課本，用後存於學校，減少
學生需要攜帶課本的數量，「以教
會學校聖經科為例，聖經並非常用
書籍。設立課本庫，同學用後可把
聖經放在學校。」他又期望政府盡
快推行電子課本計劃。

昨日有參與行動的馬頭涌官立小
學五年級徐同學今年10歲，重30公
斤，但書包重量亦達5公斤，以體重
1/10標準計，超標達60%。他慨嘆
指，平時已有依據時間表執拾書
包，盡量不放不必要的東西，但書
包重量沒有改變，「每天上學要走5
層樓才到課室，無論如何都會『腳
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為推動香港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及教育

工作，香港科技大學於將軍澳興建了全港首個教研合一的生態園，校方

昨日舉行啟用典禮。其中，科大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吳宏偉，

以及其研究團隊，獲研究資助局撥款580萬元，在生態園進行斜坡植被

研究。專家會把不同植物製成植被，以找出最便宜、最有效的植被物

種，防治山泥傾瀉。

生態園實地研究用斜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團隊獲研資局撥580萬 盼尋價廉效佳物種

研斜坡植被防泥傾
科大生態園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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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特首曾蔭
權近日正就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進
行諮詢。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昨日出席有
關諮詢會，就教育議題提出意見。該會建
議，當局盡快推行「一校一行政主任」措
施，以減輕中小學教師行政工作量，提升
教學質素。

盼增加人手 減教師課節
此外，為蒐集中小學教師對教育施政的

期望及意見，教聯會今年7月發表《教師
看近10年香港教育政策的優劣》問卷調
查，要求教師在20個項目的教育環節中，
選出3個認為最需要增加經費的項目。在75
間學校1,264個有效回應中，中小學教師認
為，最需要增加經費項目順序包括：75%
人要求增加教師人手，減少中小學教師課
節；26%人希望增加輔導教師和駐校社
工；20%人爭取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

至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方面，教聯
會表示，過半教師贊成「教育局應製作相
關教學資源和輔助教材」、「提供代課老
師以便受訓教師可脫產進修」及「教育局
應為中小學設立這科教科書」。教聯會呼
籲特區政府和教育局能重視教師意見，切
實為這科提供足夠配套和資源，以免前線
員工力不從心，影響效果。

籲設新職位 統籌國民科
因應「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被指與小學

常識科和中學中史、通識等科有重疊情
況，加上各校現時推行德育和公民教育各
有側重，教聯會指，要各校有效落實該新
科目，實在需要一個有足夠能力組織課程
的統籌教師，故要求政府撥出資源，在中
小學開設負責推行該科的升級職位。

隨㠥通識教育科越來越受到本港社會關注和重
視，為滿足學界需要，香港文匯報教育版逢周一

「通識博客」版面，推出全新《一周時事聚焦》專
欄。專欄總結過往一星期的重大新聞，並列出持份
者觀點，以及設計多層次思考問題，為師生提供最
全面、最方便、最新鮮的學習教材。

另外，教育版經已新設逢周一刊登的《通識把脈》
專欄，廣邀全港通識教育科前線教師，就課程制
度、教學心得、閱卷經驗等範疇作評論和分享，讓
學界互動交流，敬希各位讀者垂注。

香港現時每年約有300宗山泥傾瀉個
案，其中約9成半屬淺層崩塌。科大土
木及環境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吳宏偉帶
領的研究團隊，聯同中大和港大的專
家，將在生態園進行斜坡植被研究。

根部抓力鞏固 望取代噴漿
吳宏偉表示，研究把香港常見的植

被種在斜坡上，以它們的根部抓力鞏
固泥土，長遠有望取代現時常用的噴
漿或種植草皮方式，防止山泥傾瀉。

他解釋指，使用噴漿整固斜坡，
「時間一長，下面泥土一被沖走，上面
一層混凝土便容易破損，造成一個個
洞，不甚美觀。而種植草皮維修費
貴，如改用植被，成本可降低至少
1/3」。有關計劃獲研究資助局撥款580
萬元，為期3年，經已開始大半年。

除了在生態園設有實地研究用的斜
坡外，科技大學亦設有岩土離心機，
研究各種植被在不同傾斜角度、溫
度、濕度、下雨情況下的表現。現
時，有4種植被選為試驗樣本，包括：
百慕達草、百喜草、桃金娘和鴨腳
木，它們的特點是成本低和「粗生」。

研再生能源 以自給自足
此外，科大安全及環保處處長關繼

祖透露，科大會在生態園研究再生能

源，包括風力及太陽能發電。園中將
設垂直式風車，特點是寧靜、不會影
響該區居民生活，長遠目標是產生的
電能足夠供應生態園運作，如照明、
灌溉等系統的供電。

生態園位於將軍澳，面積約5,000平
方米，設計糅合中國文化特色，園圃中
間拼出陰陽圖案，周邊環繞五行。園內
每區各有分工，設有斜坡生態研究區、
再生能源示範區等研究場所，亦有種植
中藥、生態價值植物、有機植物農地，
讓學者和市民一同推動綠色生活。

擬設種植區 供市民體驗
校方表示，整個生態園土地租約為

期2年，校方斥資300萬元作為啟動
費。日後，校方會嘗試申請不同基金
以維持運作。未來，生態園計劃設立
培苗場、生態多樣化種植區、蝴蝶及
蜜蜂棲息園、國際環保議題教育徑
等。開放時間初步訂於在白天及周
末，讓市民親嚐耕種滋味。

方國珊希望 組居民團隊
西貢區議員方國珊表示，希望組織

50名至70名居民的團隊，並讓團隊接
受基礎園藝培訓後，參與生態園運
作，不但可幫助生態園運作，而且讓
居民體驗綠色生活。

教育版逢周一推新專欄 ▲科技大學昨日舉行全港首
個教研合一的生態園啟用典
禮，出席嘉賓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理工大學閱讀計劃啟動儀式，由(左起)圖書館館長歐
書亭先生、副校長（學術發展）阮偉華、唐偉章、英語
教學中心總監毛瑞森主持。 理大供圖

■民建聯進行磅書包行動，發現超
過7成半小學生書包過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教資會主
席 史 美 倫
（中）向港
大 郭 力 琪
(左)和中大
潘偉賢(右)
頒獎。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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