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大生倡民主規劃本部大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香港大學早前計
劃文學院於7月遷出有百
年歷史的本部大樓後，把
原作教學用途的本部大樓
改作行政用途，事件引來
爭議。港大前學生會代表
昨日於大樓內舉辦「民主
規劃港大本部大樓計
劃」，收集師生意見，約10
名師生出席。
前學生會代表成曉宜批評校方計劃於9月讓行政部門陸續遷入大樓，此舉會

改變大樓原有教學用途；但校方至今仍未公布新計劃細節，師生無法參與討
論，反映校方漠視民意。文學院學生歐同學認為，學生對本部大樓充滿歸屬
感，建議應留作教學用途。

視保護動物己任 大學生不做白領

石國基：「虧本都要做！」 冀實例說明非「洗腦」科
搶推國民教育書
書商盡國民義務

沙田家長考生模擬放榜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玨瑩）首屆中學文憑試下月放

榜，沙田區中學校長會、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等昨日聯合舉
辦沙田區家長及考生模擬放榜活動，吸引該區18間學校210多
名學生及家長參加。大會模擬派發成績單情況、安排學生接
受面試，設家長講座、體驗反思環節等，希望幫助學生和家
長作好放榜心理準備。

家長：會聆聽子女需要
活動過程中，學生會收到模擬成績單，以考慮升學、就業

等選擇。同學可因應自身興趣和成績填報表格，並參加模擬
院校面試及諮詢。模擬面試官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教師組
成，模擬勞工市場、職業訓練局、海外升學、專上學院等面
試場景，測試學生對興趣及個別專業的認識，並為學生提供
面試和選科建議。有家長於會後表示，會聆聽子女需要，給
予更多選擇空間，升學不是唯一出路。

受父親影響 深懷愛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為

國民教育出書，讓年輕人更真切認
識祖國，是石國基的情意結。
他自幼受家庭薰陶，一直關心國

家，尤其是知識傳承發展。父親石
景宜畢生致力推動兩岸三地書本文
化交流，歷來向內地捐贈圖書達
650萬冊，被譽為「一代文化書
使」。
石國基指，父親教誨對他的愛國

情懷影響極深：「是他教導我們，
只要國家有需要，便要義無反顧去
做！」

父向內地捐書650萬冊
曾任第六至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的石景宜2007年離世，石國基指，
父親年輕時已開始經營書店及出版
事業，近30年來積極促進香港及海
峽兩岸文化交流、推廣中華藝術及
支持國家文教事業，並多次以書畫
等作為橋樑，希望達致文化融和及
兩岸和平統一，單是向內地不同單
位捐贈書本已達650萬冊。
受父親影響，石國基一直關心國

家發展，認為現今香港年輕學生需
要更全面了解祖國，促使國民教育
教科書出版，「世界每個地方人民
都應要認識自己的國家，香港回歸
已15年，沒有國民教育會是很奇怪
的事。而在學校課程中教授，才是
最完整的做法」。

德貞女中畢業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德貞女子中學早前舉行大
學預科第四十六屆暨中學文憑第一屆畢業典禮，邀得教育局
深水 總學校發展主任繆東昇主禮、天主教耶穌寶血女修會
會長暨校董劉賽眉及校監蘇肖好頒獎。
校長張淑婉致辭時勉勵畢業生終身學習、不斷進修、追求

卓越，不怕吃苦、不怕吃虧，秉承校訓「明禮義，知廉恥」
精神，勇於承擔、貢獻社會。
繆東昇指，畢業生有幸見證並參與新學制轉變，值得紀

念。他提醒畢業生在多變社會中，金錢及知識皆不可靠，維
持健康、培養良好語文能力、協作能力及堅毅態度，才是成
功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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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教育局落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課程指引，學習材料及支援令人關注，新科目於小學及初中成為

必修科要到2015年及2016年，但有書商已率先完成首套初中國民

教育教科書樣本向學校推廣。不過現時大部分中學仍未準備好發

展該科，出版人石國基坦言，課本新學年很大機會「零選用」、歸

本或遙遙無期，但他強調不應因社會對該科目爭議而剝奪年輕人

認識國家機會，形容今次出書是「國民義務，虧本都要做」。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開展諮詢
以來廣受爭議，甚至有意見質

疑該科「洗腦」。從事教科書出版20
多年的導師出版社社長石國基表
示，希望透過實質教材嘗試有系統
地協助學生認識國家，說明國民教
育並非「洗腦」。他指國家今日成功
發展，過程中一定有很多問題，亦
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不應該因為
曾出現問題而放棄向前看，港生更
應該藉這個新的正規學科全面了解
祖國，「若連當中歷程也不認識，
根本沒資格批評」。

製作期濃縮 新學年出書
石國基認為，國民教育是「一定

要推，早好過遲」，所以去年初課程
諮詢文件還未推出，出版社已開始
籌備，更趕及在2012新學年出書，
較一般課本2年至3年製作期濃縮。
為了減輕成本，課本只聚焦於國民
教育，略去德育部分，未有跟從當
局課程指引，變相放棄送審機會，
「因很多學校已推德育多年，材料
非常豐富，再出只會重複。若涵蓋
德育，書的厚度及售價可能多1
倍」。

供討論基礎 多方向探究
在內容方面，石國基指，課本旨

在提供討論基礎，引導學生多方向
探究，未必包括所有具爭議性議題
與例子，但如有需要，老師可額外
補充。他強調如同任何一個地方，
國家發展涉及人口、城鄉差異、土
地開發、房屋、貪腐、能源等大量
議題，如單純因為政治化討論就粗
暴抗拒國民教育，甚至將之標籤為
「洗腦」，只是變相剝削下一代全面
認識國家的機會，並非負責任做
法。
石國基表示，希望能透過課本嘗

試呈現國民教育具體做法，減低社
會部分人士抗拒，「例如書中亦有
一單元針對國家貪腐問題，但不是
止於批評，而是了解成因，認識國
家如何打擊、打擊是否有成效等，
亦會引入不同地方宏觀比較，探討
『高薪養廉』概念等」。

不掙扎退縮 踏出第一步
他坦言，現時社會對國民教育爭

議聲音仍大，加上按當局時間表，
中學要於2013年才就該科啟動「開
展期」，9月新學年大有可能「零選
用」，或對公司營運構成壓力，但他
強調，出書協助下一代認識國家是
國民義務：「就算虧蝕，我也從沒
有掙扎退縮，有價值的事，總要有
人踏出第一步！」

和平工作坊 內心得平和
回 想 起

2005年，筆
者初次參加
「 和 平 動

力」；現在已成課程導師，負責策劃
「『家』添和平愛傳送」社區計劃，筆
者希望在此分享「成長」經歷。

自以為隨和 婚後有變化
從前筆者認為自己是個十分和平的

人，親友都會用「隨和」來形容筆
者，加上我自小已懂得幫助別人，凡
事遷就別人，眼中只有別人需要，因
此筆者與他人相處完全沒有問題。
但婚後情況大變，當與丈夫有分

歧，筆者總認為自己的意見是對的，
若得不到丈夫認同，總以發脾氣或哭
訴表達不滿，彼此漸漸出現鴻溝。後
來兒子出生，當夫妻於照顧及管教方
面意見不合，關係更見緊張。至於婆
媳相處，更是重大挑戰。奶奶是長
輩，筆者要尊重她，只能把埋藏感
受，而且丈夫認同母親意見。久而久
之，筆者覺得有點抑鬱。
及後筆者認識到「和平工作坊」，

初次接觸已令筆者感到脫胎換骨，感

到十分欣喜。

參加工作坊 學溝通技巧
工作坊讓筆者認識到人要尊重自

我，也要明白及了解個人需要，透過
良好溝通技巧，讓身邊人明白自己，
這一點是我從前所忽略的。　
在工作坊有機會與不同人分享和練

習，反思日常生活溝通問題，可練習
以和平態度重新經歷及面對，改善溝
通技巧。最後我學會平衡尊重自己及
關心別人需要，學習易地而處，建立
理想溝通模式。
每次參加工作坊，都能為自己「充

電」，掃清內心不快思想，內心平靜
及自由了許多，家庭氣氛亦變得和睦
了。筆者很高興見到很多參加者像筆
者這樣，透過工作坊改變自己，願大
家內心都充滿和平種子，把和平氣氛
延續到生活中，為和平而努力！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陳麗君
電話：2177-4567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每年6月和7
月均是大學畢業生求職旺季，不少年輕人均
以「朝九晚五」白領工種為目標，但香港大
學生態及生物多樣性學系學生袁欣鈴，以及
浸會大學生物系學生吳希文卻不甘受困辦公
室，去年畢業後分別成為助理生態學家及助
理陸生哺乳動物訓練員。兩人均熱愛大自
然，以保護動物為己任，在辦公室外一片廣
闊的藍天下樂在其中。

最擅長觀鳥 冀投身環保
袁欣鈴表示，小時候家人讓她看百科全

書，書中一幀幀色彩豐富的動物照深深吸引
她的眼球，「當時不禁讚嘆，好神奇啊！

世上竟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生物！」後來大
學選科，她選擇「生態及生物多樣性學系」，
課餘跟隨學長到處郊遊，觀察不同生物。她
最擅長觀鳥，除了目測外，單憑鳥聲已能分
辨30種鳥，欣鈴謙稱水平只屬「入門級」。
她現於一家生態環境評估顧問公司擔任助

理生態學家，「很多人以為香港是石屎森
林，其實他們只是不知道這裡動物多樣性而

已，看動物不一定要去非洲看大象及獅子
的」。
她笑指，初入行時經常於晚間觀察生物，

弄得滿身泥濘，父母曾提議她轉行，她卻堅
持，「我要為環境和社會出一分力」。
欣鈴曾參加落馬洲支線地區生態復修工

作，但最後發現即使如何修復，也難以回復
原始面貌，於是她反思：「人類是否要付出
高昂的環境代價，以換取社會發展呢？」工
作一年後，欣鈴最近決定重返校園修讀與淡
水生態有關的研究生課程，未來可能從事研
究工作，或投身環保教育。

動物訓練員 深感有意義
至於在海洋公園「熱帶雨林」園區擔任助

理陸生哺乳動物訓練員的吳希文，同樣熱愛
動物。她在園區中負責照顧及訓練樹獺、水
豚、蜜熊、鸚鵡等動物，父母初時對她的工
作有微言，「他們認為自己花10多萬供女兒
唸大學，但我的工作就像去玩似的，擔心我
沒有前途」。不過她一臉豁達回應指「做人最
重要是目標清晰，總比做一份自己也覺得沒

意思的工作好」。
訪問當天，正是希文入職一周年。她回憶

指，首次用手掌捧 鸚鵡訓練時，感到十分
害怕；現在卻可以從容地帶 鸚鵡出巡表
演，主動向遊客分享鸚鵡趣事。
訓練員工作並不輕鬆，體力消耗很大，初

入行要負責清潔、照顧動物起居飲食。由於
動物不能以語言與人溝通，希文只能細心觀
察，了解動物需要。

全心獻關心 蜜熊送上吻
她憶述指，最貪睡的水獺行動緩慢，起初

對她不瞅不睬：「牠到底是渴睡還是食慾不振﹖
或是不喜歡我呢？」經過與動物相處的一番
時日，希文學會全心全意為動物獻上關心，
即使下雨時全身濕透，她都要撐傘保護牠
們。水獺似乎感受到希文的熱誠，現在只要
希文出現，水獺總會爬到她身邊，向她「示
好」。一次她為蜜熊清理居所，蜜熊竟主動親
吻了她一下，令她喜出望外。希文盼望未來
可照顧其他種類的動物，學習更多保育動物
知識，向巿民及遊客推廣愛護動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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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記者

林玨瑩 攝

■德貞女子中學日舉行大學預科第四十六屆暨中學文憑第一

屆畢業典禮。 受訪者供圖

■石國基認為，協助年輕人認識國家是國民義務，即使虧本也要出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智鵬 攝

■袁欣鈴熱愛大自然，樂於到戶外進行環境評估及監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港大前學生會代表成曉宜向師生介紹本部大樓

今昔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吳希文指，現時已可從容地帶 鸚鵡Angela出巡。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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