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港青知識領域遜內地生 獨立思考力不及海外生

免讀死書助「升呢」
教改推手論新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3D動畫是
近年快速發展的創新科技項目。昨日舉行的
「香港青少年3D動畫創作大賽2011」，便吸引
超過700名中小學生報名參加。曾屢次於國
際比賽揚威的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囊括
中學兩個組別冠軍，成為比賽大贏家。該兩
組學生分別於動畫短片呈現「無污染城市」
及「反歧視」信息，切合大會「一人有一個
夢想」主題，因而獲得表揚。

男拔附小獲小學組冠軍
是次比賽由數碼港、新一化文化協會科學

創意中心及創新科技署合辦，共分為小學
組、中學1分鐘短片及3分鐘短片組。700名
中小學生共提交約300份作品，昨日由大會
進行最後評選及頒獎。其中，共8隊學生入
圍最後評選的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於1
分鐘短片組獲冠亞軍；3分鐘組包辦三甲。
至於小學組方面，則由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學生歐汶澔取得冠軍。

翁祐中學短片倡無污染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獲1分鐘短片冠軍

作品《Dream》，故事敘述：一位青年夢想住
在無污染城市，期望大家一起改善空氣污染
問題。負責該作品的中六生陳小龍表示，相
對起技術問題，如何利用1分鐘構思故事難
度更高；而3分鐘短片冠軍作品《Greatest

Love》，則以古希臘神話作為場景，取材自社會弱勢社
群，帶出「反歧視」信息。隊長中四生李澤軒指，自
己跟組員沉迷於動畫製作，暑假期間曾經早上8點回
校，午夜12點才回家。
新一化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黃金耀表示，期

望比賽未來增設公開組，既可讓更多年輕人發揮創
意，又可為動畫業界培育更多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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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成功考入大學法律學
系後，學習艱深繁複法例條文，向律師、大律師專業全
速進發，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王望舒當年在大

學修讀法律3年後，毅然放棄律師前景，開展另一個身
份──粵劇花旦「紫令秋」。10年過去，虎度門內外人生
起起落落，但無阻紫令秋對粵劇的鍾愛及演出的自豪。
今日，這位職業演員與拍檔一起回到校園，加入演藝學
院新籌辦的「演藝青年粵劇團」。她藉㠥學院專業訓
練，迎接演藝生涯新階段。此外，她與學院學生共同演
出，一起以劇團為平台，進一步推廣戲曲藝術。
在成為「紫令秋」前，王望舒曾於城市大學法律學系

修讀3年，成為執業律師在望。儘管如此，她本身曾學
習唱戲、對粵劇深感興趣，毅然選擇當上職業演員。家
人曾給她壓力，但她並未因此放棄，只因台上表演為她
帶來無比滿足感，非金錢或前景所能衡量，「我從來沒
有後悔，因為我熱愛粵劇，我對能夠做最喜歡的事更感

自豪」。

好拍檔相伴 走過崎嶇路
她的粵劇路並不孤單，因為10年間，「紫令秋」都有

好拍檔。由吳紀茵反串的小生「任丹楓」相伴，一生一
旦更成立劇團「紫迎楓」，合演過多齣著名粵劇。所謂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由小角演到小生花旦，二
人直言路不易走，每天都要勤力練功，拉筋、壓腿、踢
腿等都「唔痛唔得」。除此之外，演出過後，受到不少
批評和冷嘲熱諷，讓她們感到難受，甚至想過離開戲棚
另覓出路。但經過相互支持和鼓勵，以及一次又一次演
出機會，兩人最終重拾從新出發的力量。
今年演藝學院首辦「演藝青年粵劇團」，二人透過公

開遴選，成為當中僅有的現職演員，與6位演藝學生搭
檔，接受學院安排的專業「特訓」，包括：獲名伶林家
聲指導，排練下月演出的戲寶《無情寶劍有情天》，向
社會推廣粵劇藝術。她們說，粵劇將會是其終生事業，
希望能永遠貢獻業界；當學有所成，可以回饋老師。

法律生踏粵劇路 唱戲10載入演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籌備逾

10年的「334學制」改革，明年將要展

開新一頁。首批3年制高中生，將要銜

接到4年制大學課程。一手推動教改的

教育諮詢組織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鄭慕智表示，過往學生受考試主導和死記硬

背的學習模式影響，導致社會上出現「高分低能」年輕人。他坦言，若把香港

與內地青年相比，前者知識領域不及後者。而港生獨立思考能力，則比不上海

外青少年，故當務之急，是提升港生競爭力。

積極參與本港教育事務的鄭慕智，曾任香
港教育委員會主席多年。2003年，教育

委員會及教育統治委員會合併後，他先後擔任
教統會委員；2009年起擔任主席。此外，他
曾擔任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不但熟悉教育
事務，而且見證教改籌備以至推行的不同階
段。

應試文化強 職場裝備弱
鄭慕智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本港過

去的應試文化十分強，學生多依賴背誦學習模
式。有見及此，教統會開始研究如何透過教改
提升學生能力，以面對全球一體化的挑戰，
「學生在舊制下，如畢業後未有足夠準備便投
身職場，很容易出現『高分低能』的極端情
況。或許這個字詞未必完全恰當，但卻可反映
當時的弊端，當局有需要進行改革」。
擔任律師30多年的鄭慕智指，過去大學入學

試成為學生「學習指揮棒」。因此，在新制
下，必須加強學生獨立思考及分析能力，以配
合萬變的社會發展。他以其「老本行」為例，
「一名律師即使能夠背誦所有法律條文，但如
果不會套用於客人案件上，亦等同無用」。
所謂「不能一本通書讀到老」，人們必須與

時並進。鄭慕智指，現時所謂的知識，一般只
有5年「壽命」。他以墨水瓶作比喻，指即使把
空墨水瓶裝滿，也不等於夠用。

難面對挑戰 易誤入歧途
回想過去教育制度，他認為不太㠥重培育學

生價值觀，令青少年面對困難及挑戰時不懂處
理，甚至放棄或誤入岐途。
此外，鄭慕智認為，香港青少年水平與資訊

科技有關，「本港青少年因長期接觸電腦，影
響人際關係⋯⋯內地年輕人看書數目一定較港
人多，知識領域更闊。至於外國青少年亦有獨
立思考及主見，拋離港人」。他接觸的外國青
年，大多非常愛國，熱心參與國家社會發展。
他期望在教育改革下，院校應更㠥重「教做人」
多於「教書」。
大學學制改革在即，鄭慕智指，教統會未來

將會密切留意新制下考評、教師培訓、國際接
軌等情況，但首要任務是重建港人對新制的信
心，「面對未知情況時，社會上出現很多聲
音，但大家過去從懷疑、憂慮，到現在積極處
理問題，情況已有所改善。我認為毋須太擔
心，畢竟教改這條路，是經過多年討論及諮詢
的成果，只是細節上需要再調校」。

4年制過來人 讚有助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

思）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鄭慕
智，港大法律系畢業。由於
法律課程須多修讀一年專業
課程，故他的大學生涯早已
是「4年制」。他坦言，4年
間，他充分享受運動、課外
活動等學術以外的生活。他
慶幸大學一年級有機會接觸
語文培訓課程，強化表達及
公眾演說能力，對日後工作
有很大幫助。
大學「3改4」㠥重培訓通

才，但對於醫科、法律等專
業學科，社會要求是：這類
畢業生既要有通才，又要確
保專業水平。主修法律的鄭
慕智認為，大學時過於㠥重

培訓「專才」，影響學生專科
以外能力，「當時，大學為
一些語文能力較弱的學生提
供額外課程，慶幸當時我有
機會參與，過程中培訓演講
等能力，有助日後工作」。
他認為，要先打好通才基

礎，才建立專才，「以前當
律師，懂得樓宇買賣、契約
已可以；但現時不少跨國企
業，要求處理投資、合併法
律等問題，是兩碼子事」。經
歷大學「4年制」，他表示非
常享受有充足時間參與體育
及「上莊」活動；亦能與同
學建立更深厚情誼，擴闊人
際網絡，對專業層面甚有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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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中六生陳小龍表示，製作短
片時，最困難的是構思一個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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