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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達世界標準課程 培訓港欠缺「專科照顧」人才
城大冀亞洲稱雄
獸醫院「專科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馮晉研）城大涉
嫌用「內部指引」規
定課程導師按百分比

「分配」「A級」至「F
級」成績。該校有教
授指，在一個有60名
學生修讀的課程中，
曾發出約25%「A級」
及「A-級」成績。由
於超出「指引」15%
的規定，學系要求他
削減「派A」數目；但他認為學生表現的確
理想，拒絕系主任調整分數的要求，事後遭
學系降低「教師表現」評分及接到書面警
告。城大發言人表示，投訴並不屬實。

聲言按比例評級不公

城大市場營銷學助理教授丁志強投訴城大
指，上學期修讀中國市場學課程約有60名學
生；學期完結，他按學生表現發出約25%個

「A級」及「A-級」成績，超出「內部指引」
15%的規定。他認為，學生表現優異，要按
指引比例評級並不公平，也不願重整分數。

丁志強稱，事後系主任將其「教師表現」
評分降低，並向他發出一封警告信，指他

「不合作回應」調分要求，有意開除他。他表
示，大學評分方式應以「水平參照」進行，
按學生表現發出成績，要求校方屏棄「內部
指引」，並公開調分政策。

校方：投訴並不屬實

城大發言人表示，投訴並不屬實，大學要求所有
學系按「成效為本」模式評核學生成績，不會亦沒
有發現課程用俗稱「拉curve」方式評分。校方不會
限制學生成績分布，但會定期查核各學術部門學生
成績評級。如果被評為某些成績等級的人數特別
多，有關學系考核專責小組會檢討同學評核結果，
以確保評分與等級描述一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新春將至，為了加
強學生與社會的聯繫，30名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學生
早前訪問一批調景嶺居民和長者，了解他們快樂的
原因，繼而設計出5部互動遊戲三輪車，帶給街坊海
洋之樂。一眾知專學生昨日齊齊走入學校附近的屋
苑，提早為街坊賀年，吸引過百名市民駐足玩樂。

學生在調查中發現，港人快樂源於接觸海洋、烹
調、音樂、遊戲及與人分享。該校產品設計高級文憑
學生黃臻穎遂把三輪車設計成一間屋，既播放海洋影
像和海浪聲，又送出由舊利是封摺成的金魚，期望街
坊感受到海洋之樂。學生郭苑翹認為，與家人吃團年
飯特別令人感到快樂，故構思以餐具和碟子設計成音
樂裝置，以聲音帶出吃的快樂。5部互動遊戲三輪車
昨日遊走屋苑，與過百名市民打成一片。知專設計學
院兼任教授李欣琪指，期望透過活動讓學生與社區建
立關係，令學生設計更富有生活感。

知專遊戲三輪車
與街坊互動賀年

「甄嬛體」助學習古文
不久之前，由國家

語言監測中心、商務
印書館、中國網路電
視台合辦的「漢語盤

點2012」在北京揭曉。這次漢語盤點包括年度字
詞、年度新詞語、流行語、網路用語等。經過專家
評定，「正能量」、「失獨家庭」、「鷹爸」、「元
芳體」、「表哥」、「莫言熱」、「彈性延遲」、「甄
嬛體」、「騎馬舞」、「中國式過馬路」等詞入選

「年度十大新詞語」。這些新詞語記錄去年中國出現
的新事物、新概念，反映百姓心理意識、觀念上所
發生的變化。大家雖身處港澳，只要平時多觀察社
會新聞，不難理解其中意思。筆者就超愛「甄嬛體」
這個詞，下面略作討論。

網民仿台詞 貼文用古語

2011年底，電視劇《後宮甄嬛傳》在內地播
放，掀起收視熱潮，而且口碑極佳，被譽為宮廷
劇經典之作。劇中語言非常講究，充滿古詩韻
味。於是網路隨即湧現大量仿效台詞的貼文，頻
頻出現好的古語佳話，人們也把以古文說話稱為

「甄嬛體」。

以「朕」開頭 「方才」描述

以「甄嬛體」說話時，除了模仿古語道事，也可
以直接載入以下模式：先以「本宮」、「朕」開

頭，然後加上「方才、想來、極好」等描述事態，
最後才以一句話道出目的，當中還夾雜劇中經常出
現的宮廷用語如「不負恩澤」等，例如以下網購古
語一則：「今兒巧遇的這件衣衫款型是極好的，這
料子配上簡潔的裁剪，是最好不過的了。我願多買
幾件，雖會荷包驟然消瘦，倒也不負恩澤。」

民眾喜用之 具存在價值

再看這一段：「方才發現工作甚多，私心想 兄
弟姐妹們若是幫助，定可促進相互友誼，對人際關
係也是大有裨益的。」「說人話！」「工作沒做完，
誰來幫一把！」說一大段話，原來真正目的只有一
個。乍看起來，這種「體」頗累贅，但是新詞語的
出現基於百姓生活，只要民眾喜愛並樂於使用，也
就有了存在價值。

現在內地中文課程改革，提倡把語文知識運用到
日常生活中，學習與生活結合。尤其是「甄嬛體」
的古文應用這一部分，對學習古文頗有幫助，至少
這也是一種不錯的造句模式。且看這個年度的新詞
能否經得起時間和實踐考驗，將來在漢語詞彙中佔
據一席之地吧！

新年到了，春節不久也來了，若是能得到很多人
的祝福，那當真是極好的。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烏蘭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言必有「中」

休版啟事

新春將至，教育版《新聞透視眼》、《南北直通車》、
《文江學海》及通識各版面將由明天起休版，至2月18日
（星期一）復刊。在此恭祝各位讀者新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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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香港科技大學昨
日舉行第一屆冠名教授席就職典禮，向13位表現卓
越的教授頒授冠名教授席，藉以表揚優秀學者，
促進大學學術研究發展。校長陳繁昌表示，冠名
教授席雖並非香港學界傳統，但理念在於肯定傑
出學者，有利吸引人才及推動院校國際化發展。

陳繁昌致辭時表示，今屆就職冠名教授均在自
身領域表現傑出，包括科學、工程、商業管理、
社會科學、生命科學、納米科技等。他指冠名教
授席雖然在本地並不普遍，但在海外如哈佛大學
等國際學府，冠名教授席可佔整體教授人數三分
一之多。

科大冠名教授席計劃由外界捐獻研究金額為傑
出學者函授冠名，獲表揚的正教授可獲1,000萬港
元研究資助；副教授則可獲500萬元，計劃每5年
更新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對於向政府爭取李
惠利地皮興建中醫院一事，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昨日召開記者會，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組積極跟進。浸
大協理副校長兼中醫藥學院臨床部主任卞兆祥認為，
香港1998年起發展中醫中藥，但15年來政府都未有適
當政策規劃。該校期望成立中醫教育學院，作為教學
與臨床實習研究基地。若政府拒絕劃出地皮，應有合
理解釋。教育局回應指，原則上支持有興趣團體提出

建議開辦中醫院，但選址不一定要接近有關院校。

浸大：便利師生做研究

卞兆祥指，李惠利地皮位於浸大校園區，三面被浸
大建築物環繞，接近浸大中醫藥學院，是建立中醫院
最佳選址。浸大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表示，現時本
地中醫學生只能到內地中醫院實習，但鑑於內地與香
港醫療體系不同，令實習經驗未必全部能在港學以致

用，故期望建立中醫院優化本地中醫教育。浸大行政
副校長李兆銓表示，校方工作小組將透過加強宣傳、
問卷調查、簽名活動等，爭取業界和社會支持建院。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籌辦中醫教學醫院，應從公
共衛生及社會需求角度考慮。食物及衛生局原則上支
持開辦中醫院的建議，以便提供中醫住院服務，同時
亦可作院校中醫藥課程教學用地，但選址不一定要接
近有關院校。發言人又表示，目前本港有3所大學提
供由教資會資助的中醫課程，日後如有院校打算利用
本地中醫院作教學用途，並因此向教資會申請額外資
助，教資會將按既定程序處理申請。

城大昨日舉行傳媒聚餐，校長郭位、副校長林群
聲、王啟熙等與傳媒會面。曾任漁農自然護理

署首席獸醫、又曾於食衛署工作的王啟熙表示，香港
沒有動物醫學院，始終有所欠缺，「獸醫不只是為動
物治療，像食物安全，其實就應該由獸醫負責，世界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但香港食環署只有幾個獸醫工
作」。他又指，像禽流感、日本腦炎（流行性乙型腦
炎）這類疾病，獸醫角色同樣不可或缺；但香港就因
為沒有動物醫學院，而欠缺了這方面的研究專才。

查動物用藥 防現「哮喘豬」

王啟熙又舉例指，現時市民無法確定所吃的肉有沒
有抗生素，主要就是因為沒有獸醫在飼養禽畜的農場
作檢查，甚至在對動物用藥方面，也沒有人可給指
引，「像10年前的『哮喘豬』，就是因為這樣，才會

讓市民吃到會出現心跳問題的肉」。

皮膚病眼疾 難覓專科醫

回到治療動物層面，香港目前雖有600多位獸
醫，但專門治療皮膚、眼科等指定方面的專科
獸醫，卻少之又少。王啟熙解釋指，因為專科
要本科畢業後再深造才可做到，很難要一個獸醫再抽
幾年時間赴外國讀書，「但有些病在動物身上很常
見，像皮膚病。因為香港天氣潮濕，但香港卻沒有皮
膚專科的獸醫」。

物色元朗地 需要時租借

有見及此，他計劃在動物醫學院下開設多個專科，
以培養不同範疇的專材，「動物專科總共有40個，但
初期我們不會開那麼多，要看反應而定」。他又表

示，該校已物色一塊元朗空置農地，有需要時可租借
使用。他又認為，在香港已可研究豬、牛、羊、雞、
魚五大類禽畜，「香港有100多萬隻雞、7萬多隻豬，
不需要到深圳」。

他期望把城大獸醫課程打造成亞洲首個達AVMA世
界標準的課程，「雖然台灣有獸醫可讀，但你讀完後
不能到英國、澳洲等地方執業」。他表示，如果計劃
獲教資會通過，相信建立動物醫學院需時約2年，首
年錄取30個學生，並會聘請5個至6個教授。

科大13冠名教授就職

教局：中醫院選址不必近浸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資會早前透露，將成立專責小組，研究香港城市

大學動物醫學院計劃書，意味 動物醫學院設立有望。負責籌組該課程的城大生命科學

課程總監王啟熙昨日表示，有信心課程會獲得教資會支持，並銳意將之打造成亞洲地區

首個達美國獸醫協會（AVMA）世界標準的獸醫課程。他又指，課程會開設多個專科，

涵蓋眼科、心臟、皮膚等範疇，以提供香港現時極為欠缺的專科照顧。他希望隨 學院

逐步成熟，專科數目增至40個，以全方位培養專才。

■獸醫還可以做食物安全及動物疾病研究等工作。圖為王

啟熙為動物打針。 城大供圖

■丁志強要求校方公

開調分政策。

馮晉研 攝

■知專學生設計的5部互動遊戲三輪車走入屋苑，向

街坊拜早年。 馮晉研 攝

■科大向13位表現卓越的教授頒授冠名教授席。

龐嘉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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