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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表示，社會普遍認同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如因部分市民有不同意見而不推行，會令很多人

失望。事實上，香港經歷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令很多香

港人對自己的身份產生疑惑，導致港人對祖國產生誤解

甚至隔閡。回歸15年來，身份認同一直是港人面臨的深

層次文化問題，應該是時候推行國民教育了。推行國民

教育不僅是國際慣例，而且特別適合經歷了長期殖民統

治後回歸祖國的香港。

英國統治香港一百多年來，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推行殖

民奴化教育。由此產生的香港與祖國母體隔離的觀念意

識，阻礙香港的人心回歸，影響深遠。回歸以來，國民

教育不但沒有及時推行，而且還將中史科從初中必修科

中剔除，造成國民教育被邊緣化的狀態。自2000年教育

局課程發展處容許學生自行選擇是否修讀中史科後，

470多間中學，已有120間在初中課程無開辦中史科。針

對國民教育的缺失，特區政府2010年提出增設國民教育

及德育課程為中小學必修課。去年初，課程指引作首次

諮詢，今年初又正式諮詢4個月，才產生了現時的指

引，當中已盡量反映社會特別是教育界對指引的意見。

去年的一項調查已顯示，八成教師認同政府的國民教育

課程。林鄭月娥說不推行國民教育會令很多人失望，符

合事實。

國民教育又引發爭議，是由於一本新推出的《中國模

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偏頗。然而，這本小冊子只

是眾多參考資料之中的一種，而且校方可自由選擇課程

內容。說一本小冊子就會「洗腦」，不僅言過其實，而

且缺乏對學校、老師和學生應有的信任和尊重。同時，

學校推行國民教育的空間和彈性都十分寬鬆，有3年的

開展期，小學不是一定要在今年9月推行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

其實，國民教育引起爭議原因很多，包括對教材內

容、推行模式、課程設置等問題，看法不盡相同。爭議

反映了家長多元的訴求，教育局應繼續與學校和家長溝

通，回應家長的訴求，以便不斷完善國民教育課程。應

該指出的是，家長的多元訴求，與反對派政黨和政客通

過妖魔化國民教育作為選舉造勢和操作的手段，性質完

全不同。

國民教育全世界都在做，並非香港獨有。美國推行國

民教育的巨大成功世人皆知，而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

坡，國民教育成為星洲經濟騰飛的精神動力也廣為人

知。新加坡從一個人多地少、資源匱乏、政治動盪、經

濟畸形、種族紛爭、滿目瘡痍的島國，迅速崛起於東南

亞，成為新興的現代化發達國家，其國民教育發揮的作

用功不可沒。香港回歸已15年，無論是從建立港人對國

家民族的認知，還是從激發港人的家國意識和進取精

神，都是時候推行國民教育了。 (相關新聞刊A1版)

颱風韋森特襲港，本港錄得逾2500宗塌樹報告。今次塌樹事件如此嚴重，突

顯本港的樹木政策不夠專業，不但令樹木問題成為都市炸彈，而且凸顯香港的

綠化與國際城市的形象不相稱。當局應藉是次颱風教訓，以城市規劃政策的高

度，全面檢討本港的樹木政策，加強專業管理水平。

由於不少樹木欠缺護理或栽種不得其法，在強颱風下不堪吹折。其中添馬艦

新政府總部外公園種植不足1年的樹木，也有50多棵倒塌。有專家便質疑當局選

擇樹種是否考慮到海邊的強風環境，樹木泥膽體積不符合規格，或土壤出現問

題，令樹木無法正常生長，植樹手法亦存在問題。此外，尖沙咀㟞麗大道老樹

細葉榕倒塌前，有區議員早於2009年起多次要求康文署正視危樹，建議擴闊花

槽，惟康文署只以定期視察和施放殺菌劑等方法處理，樹木最終失救。這些情

況，顯示當局管理樹木的方法欠專業，驗樹作風官僚馬虎。香港擁有古樹逾2千

棵，但今次颱風侵港後，香港已失去《古樹名木冊》內5棵具保育價值的古樹，

如再沿襲現有樹木政策，遇颱風襲港，還會有大量樹木不敵強風倒塌。2005年

林村許願樹主幹塌下、2008年赤柱古樹壓殺一名港大女生，當局應深刻汲取教

訓。

香港不僅與國際先進城市如新加坡等的綠化水平差距明顯，就是與毗鄰的深

圳相比，也大為遜色。現時深圳已有比較完整的植樹要求，包括考慮植樹造林

季節性時效性強的特點，生態景觀林帶要納入市重點工程建設，標榜多種樹少

砍樹原則等。香港在品種選育、綠化層次、植物配置、色彩變化、精細管養等

方面，都處於落後水平。當局應趁是次教訓，全面檢討樹木政策，以城市規

劃、保育、觀賞及安全的角度，發揮樹木功能，令香港在城市綠化方面與國際

接軌。發展局、樹木辦、漁護署、康文署、建築署等有關部門，可借鑑其他地

區的經驗，採納專家意見，全面檢討本港的樹木政策。

回歸已15年 是時候推行國民教育 檢討颱風樹災 加強專業管理

導師跟進升學
專員輔助社交

港校環球招神童 港大收15歲京女

為迎接該校最年輕的準大學生伍國頌，港
大昨日特別舉行記者會，交代其入學詳

情；其間伍國頌身穿西裝、打呔，在父母及妹
妹陪同下出席記者會，表現有點緊張，回答記
者提問時態度謹慎，答案精簡，但有問必答，
表現有禮。

去年結緣 參加青年研習
早在上月底高考放榜後，當時就讀國際基督

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中七的國頌，已表明心
跡，坦言希望入讀港大理學院並主修化學，主
要是考慮到「港大世界排名高」。

國頌昨日表示，當知道自己獲港大理學院取
錄時，實在既開心又期待。他一直醉心化學研
究，「我喜歡化學多變化、多用途，又幫到
人」，故已訂好學習目標，未來要全情投入研
究化學，委身科研，目標是要成為化學教授。

他早在去年7月已和港大理學院「結緣」，當
時他參加港大青年科學研習學院(Junior Science
Institute)的「Colourful Food」一日工作坊，主
要是學習如何化驗食物中的顏料。港大理學院
副院長（學生事務）陳偉鍵表示，國頌經資優
教育學院引薦參加上述活動，當時已知他的理
科成績特別好，且對化學情有獨鍾，令人留下
深刻印象。

不特設課程 鼓勵多元學習
據了解，學院不會特別為國頌設計課程，二

年級時他可再決定主修科。陳偉鍵指出，國頌
除理科出眾外，音樂亦是強項，故鼓勵他選修
不同的理科科目及音樂相關科目，不要單顧化
學，以擴闊學習領域。陳偉鍵本身亦是化學系
教授，對國頌年紀輕輕已立志走化學科研路感
高興。

升大後不跳級 冀赴外國深造
曾跳級幾次的國頌表示，升上大學後不會再

「跳級」，以充分利用3年的大學生活學習不同
的知識。完成學位後，會考慮到外國深造。

理學院院長郭新表示，學院對國頌和其他學
生會「一視同仁」。他鼓勵各同學擺脫在中學
所用的學習模式，未來要更㠥重理解、思考和
發揮。

14歲伍國頌成最年輕港大生
3A尖子主修化學 走科研路冀做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最後

一屆3年制大學聯招昨天放榜，IQ達

135、在末代高考取得3A1C1D佳績的

14歲「神童」伍國頌，獲心儀的香港

大學理學院取錄，成為該校創校百年以

來最年輕的學生。他表示，日後打算主

修化學，並已立下宏願，要走科研之

路，矢志成為化學教授。

伍國頌小檔案
年齡 14歲

智商 135

家庭狀況 父母、11歲妹妹（智商逾130）

升學之路 就讀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
小學，小四時跳級至小六、中二
跳級至中六，新學年升讀港大理
學院。

公開試成績 中一時應考英國會考及本地會
考，成績優異；中二再戰會考，
取得2A 2 B 1C；今年高考獲
3A1C1D。

其他成就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小提琴；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演奏文
憑；2007年獲香港珠心算盃精英
選拔賽一等獎；2007年及2008年
獲世界數學測試「雙優」成績；
香港校際音樂節及亞太區巴托克
鋼琴大賽獎項；2009年獲國際初
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一等
獎。

志向 成為化學教授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
大專院校近年不時都有錄取神童，除大家
熟悉的數學神童沈詩鈞、中大的何凱琳，
及昨天公布入讀港大的伍國頌外，其實本
地院校還曾在內地及印尼招攬神童，較早
的記錄見於1999年，北京15歲女神童郭曉
曦入讀港大生物化學系，成為當時年紀最
小的大學生。

9歲沈詩鈞入浸大 13歲碩士畢業
近年「本地出品」的神童一個接一個地

被不同院校錄取，年紀最小的要數於2007
年以9歲之齡入讀浸大數學系的沈詩鈞，去
年他成為本港最年輕的學士和碩士畢業
生，並有意到美國攻讀博士。同於2007年
以會考9A佳績入讀中大醫學院的14歲女神

童何凱琳，則於去年轉讀心理學，從頭起
步。另於2009年，中大亦錄取年僅13歲的
簡文鋒，讓他修讀物理系。

此外，本地院校亦從內地招攬多名神
童。早於1999年，就有北京15歲女神童郭曉
曦入讀港大生物化學系，更於港大讀至博
士程度，屢獲香港醫學會頒發「最佳科學
論文」獎；該校還於2008年錄取14歲北京女

神童萬葭，由於這名女生翌年才正式入
學，故未有刷新港大最低齡的入學紀錄。

至於中大，除過往曾錄取多名15歲至16
歲的內地尖子外，今年亦錄取14歲北京學
生姚凱軒。科大、理大、城大、公大亦曾
有內地神童入讀，科大更錄取15歲印尼華
僑吳啟勇修讀物理系，可見香港院校的神
童網路龐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伍國頌在中小
學階段先後飛躍式跳級兩次，現較預科同班同學
年輕約5歲，他昔日曾向師長透露，起初與較他
年長多年的同學很少溝通，後來才逐漸適應。面
對新學年的大學生活，國頌昨日表示「開心又期
待」，坦言最擔心的是要重新認識朋友。其父伍
世強則笑言，會鼓勵國頌多閱讀娛樂新聞及打
機，方便他和同學有更多共同話題。

自信適應大學生活
國頌表示，升大學後最擔心的是「要認識新

朋友和適應校園生活」。不過，他說自己高考時
與年紀比他大的同學均相處很好，故有信心大
學生活不會有問題。他會多看新聞、留意時
事，希望可與同學有更多話題。國頌的媽媽亦
對兒子適應大學生活很有信心，父親伍世強更
說會為兒子「補習」，「我們會和他一起留意娛
樂新聞，看看歌星、明星的動向，讓他知道多
一點，和同學有更多話題。他現在已經知道一
點點」。

盼入管弦樂團 做交換生
至於課外活動方面，由於國頌已考獲鋼琴演

奏級及小提琴8級，未來他希望可參與港大的管
弦樂團。他又表示，期待參加大學的交換生計

劃，但暫未計劃到哪個地方交流。另一方面，國頌已表明
不會入住大學宿舍，「因為大學和屋企甚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錄取校內歷來最年輕的
大學生，港大理學院未敢掉以輕心，未來會安排學術導師
跟進國頌在選科、升學的需要；另外，為讓他更快地適應
校園生活，學校將安排「專員」了解其適應進度，學校一直
有社交工作坊，國頌亦可自由參與，讓他可認識新朋友。

料獲獎學金 工作坊聯誼
理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陳偉鍵表示，學院會安排學

術導師特別跟進國頌的學習情況，為他在選科、升學計劃
上提供適切的意見，「其實每個新同學都由一名學院老師
跟進，我們鼓勵學生每年和導師見面2次；當然，我們亦會
定期接見國頌，以深入了解他的學習情況」。陳說，國頌可
和一般高考尖子一樣，競逐港大獎學金，他預計以國頌的
高考成績，應可獲得獎學金，但未有透露具體金額。

港大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輔導及心理培育總監梁若芊指
出，會和學院充分合作，提供全方位支援。她說現時大學
有不同的工作坊，國頌可以自由參加，學習社交技巧，

「我又鼓勵學生(國頌)可向輔導員尋求幫助，進一步改善大
學生活」。她又表示，首屆文憑試考生部分仍未夠18歲，港
大同樣會有相應的支援措施，校方會要求家長簽署授權
書，賦予大學權力更好地照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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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鍵(左)

和郭新(右)均

鼓勵國頌升

大學後要多

元化學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思諾 攝

■伍國頌(前)去年7月曾參與港大青年科學研習學院工作坊，

學習如何化驗食物中的色素。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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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詩鈞成為香港最

年輕碩士畢業生。

資料圖片

■何凱琳於去年放棄

醫科，轉攻心理。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