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同學會否覺得，實驗
室就像遊樂場，每一件實驗
工具，從試管、本生燈、量
杯到顯微鏡等都顯得新奇有

趣，總想逐一試玩。筆者也不例外，在大學修讀醫務
化驗時，對每次實驗都感雀躍，有時甚至沉迷得以自
己的身體組織或體液作樣本，進行「額外」化驗，就

容筆者在此與同學們分享一些「百厭事」。
記得求學時期，實驗室就像大觀園，筆者與同學經

驗尚淺，各種樣本都感興趣，即便是尿液、痰，甚至
糞便，大家都「勇者無懼」。只要有機會，甚麼都想化
驗。

有天，筆者友人又拿了一小灘不知名樣本給大家化
驗，看他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大家都想應該不是甚

麼好東西，但在好奇心驅使下，大家還是把樣本放到
顯微鏡上細閱。

化驗神秘樣本 朋友大整蠱

一般而言，筆者從樣本的顏色、排序、花紋等去推
斷，大都會約猜到各種樣本的來源，但這次看在顯微
鏡下看來又看去，十數分鐘也看不出個究竟來，就連
班中才子，翻來覆去以後也宣告認輸。友人哈哈大
笑，並揭曉答案：原來是友人青春無限、臉上暗瘡樣
本是也，說畢即遭同學們罵得連帶跑走。

於醫務化驗師而言，抽驗樣本有異當然不是好事，
但對仍在學的學生而言，樣本異變卻是可遇不可求的
學習機會。尤記得有一次於實驗課上，有位同學發現
自己的尿液樣本竟驗出有細菌，但那同學看到異樣結

果，卻不見得有何恐懼，反而興奮得手舞足蹈，似乎
忘記了這個個案正是自己。

勿盲信書本理論 堅持求證

說到底，筆者並非鼓勵同學胡亂化驗樣本，只是想
藉此告訴同學，醫務化驗就是這麼的一回事，實驗用
的樣本往往是提取自周邊的事物，只要同學敢於嘗
試，什麼也可以成為實驗的樣本，有時在「遊戲」
中，反而啟發新的想法，並累積寶貴的經驗。

因此，有意修讀醫務化驗的同學，應時刻保持對事
物的好奇心及求知慾，勇於提出疑問：「為什麼會這
樣？是不是真的？」不要只盲目相信書本的理論，而
應事事求真，堅持求證。

■東華學院醫療科學學系一級講師胡永基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裘槎基金會日前
舉行本年度「優秀科研者獎」頒獎典禮，表揚本地多
間大學的優秀學者，香港大學電力效率專家許樹源是
得獎者之一。近年教育界強調國際視野，許樹源曾在
英國及澳洲任教，直到1996年回流香港教學至今，相
關經驗豐富。他分享指，曾被港生問及，完成博士學
位後能在香港找到甚麼工作，「但當年我在悉尼教
書，卻從來沒有學生會這樣問，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目
標，早計劃畢業後往歐洲、美國發展」。他鼓勵港生不
要拘泥香港小城格局，要勇敢往外闖「見天地」。

英澳任教回歸前回流
許樹源現為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黃乾亨黃乾利基金

講座教授，主要從事電力效率和電子廢料，曾獲頒美
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院士、澳洲工程院院士等。上
世紀80年代，他在英國完成博士學位後留在當地任
教，之後又到過澳洲工作；直到1996年回歸前夕，他
回港到城市大學任教，兩年多前轉到港大。

他近年成功研發低浪費的無線充電技術，及用來穩

定風力發電供電的「電氣彈簧」，均獲世界各地好評。
就前者，許樹源剛獲俄羅斯電視台訪問，亦有歐洲公
司與他接洽合作；而有關後者的技術，他將會應邀前
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史丹福大學作演講。

無線充電「電氣彈簧」獲世界好評
提到兩項得意之作，許樹源稱兩者技術研發已陸續

上軌道。目前，他正就無線充電技術的應用性展開研
究，「如汽車用的組裝機械手，用此技術代替傳統電
線，可以減少電線消耗；另外心臟起搏器也不用每3年
為病人動一次換電池手術」。他又笑稱心臟起搏器應用
日廣，新技術可能是座「不知有多大的金礦」，正向研
資局申請基金，作進一步探索。

港撥研發資金遜星洲
不過，許樹源亦坦言，對香港的科研政策感到無

奈，「我很難在港找到研發資金，教資會批出來的
錢，甚至比新加坡的還要少」。幾年前他便曾一度有意
轉到英國繼續科研工作，但當時港大副校長主動接觸
他，容許他香港英國「兩邊走」，加上家人都在香港，

最後決定留下。許樹源分享指，自己自少喜愛科研，
更希望用科學影響世界，他形容這是一份「一起身就
想做」的工作，「因為不悶，每天都有新事物」。他勉
勵年輕人要找到自己感興趣的事物，然後努力把它發
展成事業，又不要每天想「40歲退休」，「那等同做廢
人，是很愚蠢的事。」

裘槎優秀科研者

A 22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3年3月25日(星期一)視眼透文匯教育

醫務化驗如遊戲 百厭啟發思維

港大學者許樹源 勉港生外闖「見天地」

改善學習障礙文憑試摘5**  獲尤德基金獎學金
考入中大寫傳奇

中年在職者 勤增值獲表揚

萬鈞3校聯校陸運會顯本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青年協
會率領本港4位中學生，於近日在廈門舉
行、全國各地共20萬名學生參加的「第十
一屆『21世紀杯』全國中小學生英語演講
比賽」勇創佳績。其中現就讀中一的蕭晉
傑，於初中組總決賽，擊敗39名參賽者取
得冠軍；另中五生葉穎怡也奪得比賽的高
中組季軍，成績彪炳。

「21世紀杯」全國中小學生英語演講比
賽由中國日報社主辦，分為小學、初中和
高中組，總決賽於3月21日至23日一連三日
在廈門人民會堂舉行。其中香港土生土
長、現就讀新加坡國際學校（香港）中一
的蕭晉傑，首次出戰全國比賽便一舉贏得
冠軍。由於比賽過程極具挑戰，氣氛亦緊
張，他直言事前只抱 觀摩態度面對，希
望從中獲益，大開眼界，對奪冠感喜出望
外。

中五女生高中組奪季

就讀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的葉穎
怡，繼於香港局比賽獲高中組亞軍後，再
獲全國賽季軍。她表示，是次賽事讓她了
解內地學生的英語水平不容忽視，亦認識
到內地的學習環境和各省市的風俗文化。
而另2位參賽港生葉童及黃煒然，分別奪得
初中組一等獎及高中組二等獎。是次賽事
初中組主題為「The person I _____ most」，
高中組則是「My view o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青協總幹事王 鳴恭賀4位獲獎港生，她表示，英

語演講除了考驗語文的運用，更測試他們的應變能
力，難度甚高，很高興見到學生積極備戰，透過比
賽與對手互相切磋和交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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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城
市大學資訊總監
陳漢偉，致力推
動該校將資訊科
技廣泛運用於教
學及研究中，獲
美國國際數據集
團及《電腦世界》
雜誌頒發2013年
度的「電腦世界
百名資訊科技領
袖」獎，表彰其
傑出貢獻。

混合教學增師生交流

陳漢偉致力推動革新，讓城大以資訊科技促進教
學、研究及行政。如近來該校正推行的「flipped
classroom」，以混合教學方式，包括透過科技鼓勵
學生主動學習，增加師生交流，為此校方設立了多
個DEC計算實驗室，結合可自由組合的錄影設備
與裝置，讓師生透過錄製簡報作業，提高表達技
能。有關獎項於本月初在美國舉辦的「電腦世界百
名資訊科技領袖年度會議」上頒發，數百名業界資
深人士均有出席會議，分享經驗和成功事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匯知中學、伯裘書
院及賽馬會毅智書院合辦的聯校陸運會，日前於天
水圍運動場順利舉行。同屬萬鈞教育機構的3間學
校，希望透過是次活動提倡運動健康身心的意識，
同時增進彼此間聯繫，達到「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目的。

是次聯校陸運會邀得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校長陳
碧蘭以及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校長吳子雷主禮。各
位參賽健兒都施展出渾身解數，竭力比賽，即使沒
有出賽者也盡力助威，投入的表現獲得主禮嘉賓表
揚肯定。而3校的啦啦隊比賽，更是活動高潮所在，
3校均絞盡腦汁自創出新奇有趣的口號及動作，為學
校打氣，聲勢浩大。其中匯知中學動員全校約900多
位師生，傾盡氣力，成功重奪失落多年的啦啦隊比
賽冠軍。另3校的制服團隊，
也於陸運會的尾聲整齊排列
地進行步操比賽，以筆直的
站姿、專業的精神面貌，表
現出有紀律的一面。

日溫習8句鐘 翌朝忘清光

外表清秀、表現活潑的樂宜，自小因專注力失調學業成績差劣，
自我形象極低。她昨分享時笑言，幼稚園期已每天要花8個小時做
功課，小學應付校內考試測驗，即使溫習至凌晨兩點，翌日卻會幾
乎全然忘記，而最大困難是英語串字，默書從來難得合格。而升上
初中後，樂宜學校主要以英語授課，她要修讀近10科目，其成績一
直徘徊在「僅能升班」水平，全級200名學生，她排在190名以後。
努力與成績的巨大反差，令樂宜百思不得其解，面對老師的責備，
更令她幾乎情緒崩潰。

中四經診斷 證患過度活躍症

直至就讀中四時，樂宜終主動求醫，經心理醫生診斷，確認其專
注力失調及學習困難，是源於患上過度活躍症。雖然患病原因不
明，但經藥物治療後，專注力逐漸改善，「更重要的是，自責感大
大降低，明白學習表現是受患病影響，並非自己無心向學或懶惰，
老師和父母也都多了體諒，少了施壓」。透過對症下藥改善學習方
法，她的成績進步神速，最終於文憑試在中文及中國文學考獲5**、
通識5*、數學及中史4級，最弱的英文也有3級，並順利入讀中文大
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盼教中文 宏揚中華文化

談及志向，樂宜表示打算成為中文教師，並盡己所能宏揚中國文
化，更期望將來能出版散文集，向自己喜愛的文學家致敬；出於親
身經歷，她更期望能透過寫作，喚起社會對讀寫障礙、亞氏保加
症、過度活躍症等患者的關注，藉以改變「考試導向」的教育體
系，加強對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支援。

900學生獲尤德基金嘉許

同樣18歲、來自漢基國際學校尹啟軒，則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海外獎學金」達26.2萬元，計劃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自然科學。自
小品學兼優的他，曾聯同20名同學舉辦慈善演奏會，籌得約7萬港
元資助兩名內地學生讀大學，他亦在上海同濟大學交流間，參與有
關果蠅APP蛋白質分子結構的研究，啟發了對蛋白質及老人疾病相
關研究的興趣，遂立志投身科學界，以期貢獻社會。

第二十六屆尤德基金獎學金頒獎禮昨舉行，其向900名學生、5名
在職人士及2名學徒頒發獎項，主禮嘉賓包括尤德爵士夫人、基金
信託委員會主席伍步謙，及理事會主席陳祖澤等。

過動女生不言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過度活躍症往往嚴重影

響人的專注力，對學生來說是莫大的學習困難。現年18

歲的謝樂宜，自小因專注力欠佳，縱使花大量時間做功

課，全級200人考得190名過外幾乎「包尾」；幸升上高

中後她終明白學習障礙是病情所致，對症下藥改善學習

方法，再配合藥物治療，去年的首屆文憑試更成功摘得

兩個科目的5**級成績，並順利入讀大學，成功譜寫出個

人傳奇。其優異表現更令她成為今年「尤德爵士紀念基

金殘疾人學生獎學金」得主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除支援莘莘
學子以外，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還致力表揚積極
進修的在職者，當中有人抱持「終身學習」的
理念，積極自我增值，甚至毅然改變事業發展
方向；一個個勵志故事，見證 只要堅毅不
屈，努力自我裝備，終能在所屬行業中一展抱
負。

實踐「有志者事竟成」

現年43歲的舒秀雯得獲今年基金的「在職人
士自我增值獎」，她曾於內地暨南大學就讀經
濟，並任營運經理及會計員。2003年來港後，

其商科資歷未獲社會普遍認受，遂決心考取國
際認可的會計資格，先完成再培訓局的「初級
簿記證書課程」，更在LCC Level 1考試中獲滿
分，成功晉升為會計員。後透過不斷在職進
修，她還修讀了工料測量概念課程，現時獲擢
升為會計及工料測量員，實踐「有志者，事竟
成」的個人座右銘。

40歲轉行憑毅力進修

另一得獎者、現年50歲的鄭德恆，則從原本
的產品及廣告設計業毅然轉行，2010年起報讀
多個中醫課程，並順利轉職中醫業界，由初級
中醫配劑員，晉升至現時僅次於掌櫃的副手

「二幫」，要一所中醫藥企業中擔任要職。雖僅
得中三學歷，並已屆中年，但他表示，只要訂
立清晰目標，憑 毅力持續進修，中年人依然
能取得事業突破。

此外，今屆「優秀學徒獎」得主之一、現年
35歲的陳家洛，則從電訊業傳銷員成功透過進
修轉型，他先後就讀建造業訓練局建築課程及
專教院的相關高級文憑課程，現為新鴻基地產
項目的助理管工，他也希望能精益求精，未來
取得建築相關的學士學位。

醫護醫護緣醫護醫護緣醫護緣

■匯知中學、伯裘書院及毅智書院3校舉行聯校陸運

會。 學校提供圖片

■許樹源鼓勵港生不要拘泥香港小城格局，要勇敢往

外闖「見天地」。圖中前左為產品「電氣彈簧」；右面

是無線充電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尤德爵士夫人、理事會主席陳祖澤等出席

頒獎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蕭晉傑（左二）勇奪初中組冠軍；葉穎怡（右二）

則奪得高中組季軍。 青協提供圖片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第二十六屆獎學金頒獎禮，表揚獲頒授各個獎項及獎學金的900名學生、5

名在職人士及2名學徒。圖右一為謝樂宜。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城大資訊總監膺IT領袖

■陳漢偉本月初於美國獲頒

2013年「電腦世界百名資訊科

技領袖」獎。 城大提供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