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社團聯會昨日發起請願行

動，促請政府盡快制訂措施，解

決跨境學童就學難題，包括因禁

區通行證而要自行上學、甚至要

照顧年紀更小的弟妹上學等等。

新社聯提出多項建議，如擴闊跨

境學童選校範圍、在深圳設立跨

境校巴上落站等。 大會供圖

香港真光中學易名被批欠諮詢

2011
年度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科
學技術）經過委員會審核、國家教育部

領導批准，共4個組別：「自然科學」、「技術發
明」、「科技進步」及「專利授獎」。根據獎項公示，
中大囊括3項自然科學一等獎，包括該校數學系講座
教授陳漢夫「解Toeplitz（矩陣）系統的迭代法及其應
用」、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黃家
星主導的「顱內大血管病變腦卒中的流行病學、診
斷、發病機制、影像學和治療」、由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學系教授王鈞帶領的「神經動力學優化模型及應用」

等項目。

余卓文超聲心動圖獲獎
由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余卓文負責的

「超聲心動圖技術在心力衰竭預防、診斷、治療、預
後中的創新應用」，則獲得科技進步一等獎。

陳家亮潰瘍防治法獲獎
另外，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講座教授陳家亮負責

的「消化性潰瘍出血防治的療法創新和技術改革」，

獲科技進步二等獎。而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及科技大
學學者，也各有1個負責項目取得自然科學二等獎。
對是次獲頒一等獎，余卓文指，感到榮幸及欣喜。

他表示，團隊6名心臟科醫生，10年前已開始研究以
超聲波用於檢查心臟的技術，最終成功發明利用超聲
波測量心臟的功能。透過心臟檢查技術，余卓文2004
年發明用來評價心臟收縮不同步數據的「余指標」
（以「余卓文」命名）。余卓文團隊一直致力研發新超
聲波技術，希望能廣泛應用在不同心臟疾病，如高血
壓等。

黃家星新法治中風獲獎
獲自然科學一等獎的黃家星介紹指，10多年前研究

團隊已開始尋找「中國人中風高危」原因。他表示，
研究顯示，中國人腦血管較窄，而且容易硬化，導致
管內有細小血塊脫落，稱為「微栓子」，較易閉塞，
引致中風。黃家星指，研究已經做了10多年，治療方
面已見眉目：如運用「雙抗」治療法，病人服用2種
抗血小板藥物，減低「微栓子」數目，以控制病情。
此外，多所院校，包括：中大、港大、科大、浸

大、城大及理大學者，參與由內地院校牽頭的項目，
亦於是次「優秀成果獎」獲得7個獎項，包括2個自然
科學一等獎、3個科技進步一等獎及2個自然科學二等
獎。

涵蓋數學醫學工程學 港校內地合作奪7獎
中大攬4個一等獎
教育部高校科研獎

萬人讀國際校須等逾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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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淺談護士課程基本資訊後，未知對同學
選科有否幫助﹖本月初，筆者參與一年一度

「教育及職業博覽」，解答參觀者有關學院課程
問題。經過4天展期後，我才發現，原來不少家長及學生對護士課程內
容、認受性以至長遠進修方向，均一頭霧水，或一知半解。有見及此，
筆者決定再與大家分享護理課程資訊。

EN課程畢業 即可以求職
家長最常誤解的事：完成「登記護士課程（EN）」後，必須再修讀

「註冊護士課程（RN）」才可畢業，否則就不能「註冊」為護士。事實
是：「登記護士」課程畢業後，學生已可即時應徵各大醫院護士工作，
由最初級別做起，與是否「註冊護士」無關。

醫院護士校 實習佔優勢
有學生表示，近年不少醫院護士學校，均有開辦「註冊護士」或「登

記護士」課程，學費相對較低，問我該如何選取。筆者認為，醫院護士
學校由於有自己「基地」，實務學習佔優。此外，不同學校課程，亦有
「註冊」及「登記」之分，畢業後同樣可獲專業執業資格。同時，由於
修讀學生對該醫院護士學校環境較了解，多會選擇於同一醫院工作。
不過，現時學位求過於供，護士學校可能會自行調高入學要求，希望

入讀者具高學歷。譬如，護士管理局現時並無規定登記護士學生必須曾
修讀生物科，但個別學校或會把生物科附加為入學要求之一，同學必須
留意。
另一方面，部分課程學歷只屬文憑程度，若不從事護理工作，申請其

他有認可學歷要求職位時，未必符合資格。而學生將來若決定進修，學
歷水平可能成為專業發展障礙。

海外讀護士 執業須考試
有家長會問，若經濟情況許可，到海外或內地進修「註冊護士」課

程，不就可以省卻銜接功夫嗎﹖若家長有此考慮，必須留意海外護理資
格尚未獲醫管局直接承認。學生畢業回港後，若想從事護士工作，便要
應考護士管理局登記執業試：分「筆試」及「實習」部分。不過，該試
合格率不算高，申請人有時連參加考試資格也沒有，過不了關無法入職
的畢業生大有人在，部分只能選擇於老人院或診所工作。
最後，筆者再談談關於護士晉升及進修事宜。以登記護士來說，不少

人會選擇從事前線工作數年，再按個人能力及興趣進修；部分人會考慮
報讀院校開辦的「銜接註冊護士」課程或由醫管局舉辦的「轉職課
程」，藉以獲得「註冊護士」資歷。

晉升兩大道 專科與管理
成為註冊護士後，除了按年資慢慢晉升外，部分護士會選擇修讀「專

科培訓」課程，如：麻醉科、心臟科、產科、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深
切治療部、手術室專科等。完成課程後，他們有機會成為專科護士。另
外，有人會選擇修讀「管理課程」，為日後晉升「部門管理」鋪路。
■甘婉菁
東華學院護理及醫療學系一級講師
本欄作者為東華學院護理及健康科學系教職員，透過文章與讀者分享
各種與醫護教育及行業相關的知識與小故
事。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再談護士課程：認受與進修
醫護醫護緣醫護醫護緣醫護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創校歷史達
140年的名校香港真光中學，近日鬧出「易名風
波」。校方表示，因應校本條例實施，需要設立
法團校董會，但由於該校屬下小學部、幼稚園
部和商科語言部屬私立營運，需要與接受政府
津貼的中學部「分家」。因此，學校決定重新註
冊中學部，並易名為「香港真光中學（大
坑）」，申請文件已呈交教育局。至於「香港真
光中學」名稱，則由私營部門保留。不過，該
校有校友、學生及家長大表不滿，質疑校方下
決定前欠充分諮詢。
香港真光中學前身，1872年在廣州創立，並

在上世紀30年代遷港。上世紀40年代末，「香
港真光中學」成立。該校有不少著名校友，包
括名作家：林燕妮、張小嫻、前港姐冠軍謝寧
等。

有人無所謂 有人不喜歡
據了解，該校去年起開始醞釀「轉名」。不

過，昨日午飯時間，記者到達該校，發現學生
和家長對「轉名」所知甚少。中五生陳同學
稱，是「經同學口耳相傳」才知悉。她認為，
「轉名」不影響教學質素，沒有甚麼所謂。同級
的何同學，則是從記者口中才知悉「轉名」事
宜。她直言，不喜歡新名，「九龍真光（簡稱）

叫九真，我們以後不就成『坑真』？」嚴太有
女兒就讀中二，亦表示不知道改名安排。她
指，原名沿用多年，甚具口碑，對「轉名」有
保留，考慮向校方反映意見。校友周小姐批
評，校方早已決定「轉名」，欠缺諮詢，師生校
友對安排所知甚少，根本難以提出意見。

中小學分家 轉名加大坑
校長關雪明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解釋指，

中學部屬政府津貼，要與私立營運的小學、幼
稚園和商科及語言部「分家」。法團校董會註冊
時，只有其中一方能保留「香港真光中學」名
稱。她表示，因重新註冊程序繁複，校方考慮
後認為，中學部「轉名」影響較小，遂提出

「轉名」為「香港真光中學（大坑）」事宜。有
關文件去年4月呈交教育局，仍待審批。

校長：轉名但運作不變
關雪明強調，去年曾向家長會、校友會師生

解釋「轉名」事宜，但難以確保所有人知悉。
關雪明對有質疑聲音，表示了解，「3月起，
學校有更多時間作進一步諮詢，學生可就新校
名提意見」。她指，新校名安排仍未完全確
實，有調整空間，未來亦會繼續收集意見，希
望各持份者放心。她又解指釋，「將來即使改
名，只是法律上的程序，學校實際運作保持不
變。學生手冊校名和校徽，仍是『香港真光中
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高中企業、會
計與財務概論科」一批師生組成「企會財課程關注
組」，批評考評局及教育局，指兩局沒有在「企會
財」《課程及評估指引》內列明校本評核佔用課
時，令課程設計太緊迫。他們懷疑兩局涉嫌行政失
當，上周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據了解，投訴獲申
訴專員公署受理，將按程序處理及跟進。

6新高中科 疑情況相同
企會財課程關注組表示，除了企會財科外，他們

尚發現「中國文學」、「英國文學」、「體育」、「宗
教與倫理」、「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技與生
活」6科新高中科目，有同樣問題。他們已向公署
一併提出投訴，促請兩局立刻取消7科校本評核。

教局：校本評核屬必要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校本評核並非課程外加部

分；而是促進學習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教師應把
有關校本評核活動融合於學與教過程中，作為整體
教學活動一部分。此外，教育局及考評局會待首屆
文憑考舉行後，對課程及評核安排進行全面檢討，
如有需要會作出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國際
學校學額不足情況，引起社會關注。政
府統計處昨日出版《主題性住戶統計調
查第四十九號報告書》顯示，多達
28.3%國際學校學生，等候入學時間逾
半年，推算全港等候逾半年的學生約
1.18萬人。
統計處去年2月至4月，抽樣訪問全港

1萬個住戶，以了解他們安排子女就讀
國際學校情況及因素。按當局推算，全

港98.25萬中小幼學生中，約4.2%（4.18
萬）學生正就讀國際學校中小學。
當被問及選擇國際學校主要原因，

52.3%受訪住戶表示，國際學校學習較
靈活、互動性較強；49.8%人指，可提
高英語水平。另外，近3成人認為，國
際學校學習壓力較小。同時，調查又問
及學生輪候入讀國際學校時間：71.7%
人表示，少於6個月；28.3%人則指，等
候逾半年才能入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311日本
大地震」下月滿一周年。5個曾在日本留學
的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四年級生，期望協助
振興日本旅遊業。他們自發找尋贊助商，
舉辦名為「發現新瀛式」攝影比賽，鼓勵
港人赴日遊覽，用鏡頭記錄「日本風情」。
周嘉汶是發起人之一，指「311大地震」當
時與其他同學均獲當地人悉心照顧，故現
在希望發動港人力量報答他們。
5位港生來自港大日本研計計劃小組：盛

芷茵、周嘉汶、黃良靜、陳彩雲及張嘉
誠。他們熱愛東瀛文化，其中4人去年於日
本留學1年，經歷觸目驚心的「311日本大
地震」。9月返港後，他們開始構思，如何
為日本災後重建盡一分力。
周嘉汶去年於東京外國語大學留學，她

憶述地震時，自己與朋友在東京迪士尼觀
看動感電影。那時椅子猛搖晃，身旁遊客
卻豎起拇指大讚，「效果真好！」日本人
習慣地震，更顯得若無其事，「大家都沒
有預計，地震帶來的災難，是如此嚴重」。
及後，樂園廣播宣布，遊客要集中到戶

外空地逃難。周嘉汶與一眾遊客及日本民
眾，被迫在2℃低溫下等候，由下午等到晚
上12時，飢寒交迫的情況可想而知。於
是，樂園主動派發園內精品店的手信曲奇
餅供遊客充飢：「無人爭先搶奪，各人有
秩序地傳遞食物，希望大家都可以分得
到」。那一刻，周嘉汶衣衫單薄，雙手凍得

發紫，身旁的日本人不斷為她摩擦雙手保暖，又為她
取來暖毯覆蓋身體，令她十分感動。

日旅局協辦 即日起開始
此外，他們自製宣傳海報，主動聯絡贊助機構。參

與協辦是次活動的日本國家旅遊局香港辦事處所長平
田真幸坦言，「連我也被他們感動了」。有意參加「發
現新瀛式」攝影比賽的巿民，可於即日起至3月9日，
把照片連同 1 0 字 以內簡單描述，電郵至：
japanphoto2012@gmail.com，詳情可參閱「發現新瀛式」
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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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國家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早

前就「2011年度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作網上公

示，香港再次取得佳績，共8個香港院校學者主理的項目獲頒

獎項。香港中文大學獲3項自然科學一等獎，以及1項科技進

步一等獎，獨攬港校全部4個一等獎，成為「大贏家」；獲獎

項目涵蓋：數學、醫學及工程學多個領域。此外，由內地高

校牽頭、港校學者有份參與的項目，同時獲得7個獎項。中大

表示，對科研人員成就卓越、獲國家肯定，感到非常鼓舞，

並將繼續在科研上努力，向外界提供優良技術轉移。

教育部科技獎港校得獎名單
獎項 獲獎項目 研究主理人 所屬大學

自然科學一等獎 解Toeplitz系統的迭代法及其應用 陳漢夫 中文大學

自然科學一等獎 顱內大血管病變腦卒中的流行病學、診斷、發病機制、 黃家星 中文大學

影像學和治療

自然科學一等獎 神經動力學優化模型及應用 王鈞 中文大學

科技進步一等獎 超聲心動圖技術在心力衰竭預防、診斷、治療、預後中的創新應用 余卓文 中文大學

自然科學二等獎 我國東南沿海海域全氟化合物地球化學特徵及其風險評估 林群聲 城市大學

自然科學二等獎 超精密切削的細觀塑性力學機理研究 李榮彬 理工大學

自然科學二等獎 建立中藥複方系統生物學研究模式-當歸補血湯的作用機理研究 詹華強 科技大學

科技進步二等獎 消化性潰瘍出血防治的療法創新和技術改革 陳家亮 中文大學

■前左起：盛芷茵、周嘉汶、黃良靜、陳

彩雲（後中）及張嘉誠（後右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余卓文表示，研究最困難的是需摸索超聲

波新技術，像「摸石過河」。 資料圖片

■黃家星表示，運用「雙抗」治療法，便能

減低「微栓子」數目，控制病情。 資料圖片

■香港真光中學鬧出「易名風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關雪明指「改名」一事會繼續收集意見，希望

各持份者放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新界社聯盼助跨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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