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學在通識學習中經常接觸不同概念，溫習時也投
放不少時間及努力，藉此希望增加對概念的認識。下
文想討論運用概念時應注意的地方。
概念定義很易在書中找到，但要留意的是，可能要

在一些特定情景下才可使用。舉例「物質主義」一
詞，很多時會在青少年「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單元
中找到，意指青少年人不只滿足眼前所擁有的東西，
更想購買更高價值的物質，常見情況是對名牌的追

求。但若把情景轉移到其他人身上，便要小心使用，
如身為一家之主的父親因工作需要而未能出席傳統節
慶中的家庭活動，如團年飯、冬至飯等，那麼這是否
能簡單地歸納為父親因物質主義的驅使而放棄一些家
庭生活中極重要的場合？答案明顯是「不是」的。
若簡單地用一些概念來解釋現象，這樣便容易陷入

過度推論的情況，即太簡單地把概念及現象聯繫起
來。在這種情況下，同學大多誤以為在解釋現象時加
入概念，會令解說變得更有效，忽略整體的合理性，

尤其是概念本身的獨特性。說到這裡，相信很少人認
同父親因「物質主義」而不出席重要家庭活動，反而
會用另一些角度來解釋，如工作需要、角色定型等。
較合理的解釋如下：
父親的家庭角色大多是一家之主，同時也是經濟支

柱，所以很多時需要兼顧家庭與工作的需要，但這也
令兩者之間出現衝突。以團年飯為例，父親因工作需
要而未能與家人團聚，並不代表他不重視家庭生活，
反而因其家庭角色是經濟支柱，在家庭和經濟兩者衝

突中，唯有在家庭生活上作出讓步、取捨。

符合特定情境 勿大包圍
上述解說包含一些在不同單元都適用的概念，如衝

突、取捨，當然也有一些在特有情景下適用的概念，
如工作、家庭。綜合而言，作出解說及推論時，需注
意概念與情景間的合理性，不要因為推論需有概念而
隨意運用，這不但未能顯示懂得運用概念，反而暴露
理解不足的弱點。

新聞撮要
逾3.4萬人湧到長洲觀賞

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太平清醮，當中

「重頭戲」飄色巡遊除繼續以時事為主題，今年更重點表現
出「社會和諧」，多名小演員演活體壇精英及民間故事。
每年長洲太平清醮，商戶都推出各式各樣平安包及相關產

品⋯⋯有年輕設計師趁巨型黃色橡膠鴨訪港勢強，設計「巨
鴨×平安包」T恤。

■節自《飄色演社會和諧　市民齊心撐CY》、《包形「巨

鴨」T恤小吉他熱賣》，香港《文匯報》，2013-05-18

知多點
節日商品化（Commoditization of Festival）：將傳統節日變

成商品或作商業牟利用途的過程，令節日逐漸變質成為一個
鼓吹消費的項目，流失傳統價值。

持份者觀點
「巨鴨X平安包」商戶黃愷琳：今年共設計4款T恤，印製

約600件，因為早前於社交網站宣傳，已有客人留貨，第一
日預期售出約200件，3天假期應可沽清。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舉例說明長洲太平清醮如何被商品化。

2. 試比較節日商品化的利弊，並舉例加以討論。

3. 節日商品化一方面可帶動慶祝氣氛，但另一方面令傳統

價值變質。你認為兩者應如何達到平衡？解釋你的答

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新聞撮要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19日開啟任

內首次外訪，首站抵達印度首都新德
里，並隨即與印度總理辛格舉行閉門
雙邊高峰會談。
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以金磚國家

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樹立發展中
國家積極利用全球化紅利，實現經濟
騰飛的典範。進入第二個10年，新興
市場國家經濟增長勢頭不同程度趨
緩。這一方面要歸咎於世界經濟持續
低迷、歐美市場需求不振的大環境，
另一方面也倒迫新興市場國家集體反
思：跨越發展提速的初始階段，如何
構建自身的持續比較優勢，才能在激
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節自《李克強抵印　或簽邊境聯合聲明》、《新興國家須合力建構集體

優勢》，香港《文匯報》，2013-05-20

持份者觀點
1.著名南亞問題專家傅小強：中印兩國
都希望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
新秩序，在經濟、政治及非傳統安全
領域聯手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

2.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考希克．巴蘇：
到2030年，中國和印度將成為世界最
大投資者。屆時，發展中國家將在全
球資本流動中佔47%至60%的比重。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試以中印兩國為例，指出

新興國家的發展優勢。

2. 參考上文，新興國家如何在國際競爭

中維護自身優勢？試舉兩項並加以討

論。

3.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全球化令國際經濟秩序在2000年後迅速重整」這

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通識把脈

逢星期一見報

■盧世威　勞工子弟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逢星期一見報
亂用概念解釋現象 適得其反

新聞撮要
港人愛吃魚，石斑更近乎是酒席必備之選。然而，香港大學一項研究發

現，全球163種石斑魚中，多達42種類有存活威脅，當中20種更面臨絕種

危機，包括酒樓食肆常見的紅斑、老鼠斑、西星斑及龍躉；若情況持續，
石斑或會於未來5年至10年面臨絕種。

■節自《年食9,000萬條　石斑臨絕種》，香港《文匯報》，2013-05-22

持份者觀點
香港大學太古研究所海洋和淡水生物研究學者薛綺雯：單是2009年，全

球食用石斑已超過30萬噸，約9,000萬條在餐桌被吃掉，較10年前增加
25%，又以亞洲需求最高，人類應停止過度捕撈並節制食用⋯⋯香港作為
全球石斑貿易的一個主要中心，管理海洋魚類進口和銷售等條例已過時，
未能遵守國際公約及協定⋯⋯應限制漁民數目、漁民捕魚範圍及數量；顧
客亦要減少進食野生魚；政府應加強打擊非法貿易，更緊密監測鮮活海產
進出口。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石斑面臨甚麼危機。

2. 承上題，解釋這種危機出現的原因，並舉例加以討論。

3. 你認為不同持份者應做些甚麼來解決題1所述危機？試從3個角度加以分

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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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本港人口老化不斷加劇，香港家計會最新調查顯示，本港市民平

均子女數目由2007年時的1.49名，跌至2012年的1.24名，而「一孩
家庭」比率由32.5%升至37.5%，首次超越「兩孩家庭」的32%。雖
然出生率不斷下跌，但市民對生育的意慾卻創20年來新高，由
12.7%升至20.2%。

■節自《港人恨生仔 太貴生唔起》，香港《文匯報》，2013-05-22

持份者觀點
家計會研究小組委員會主席葉兆輝：近年經濟不斷復甦，增加市

民生育意慾，但現實中的經濟壓力令市民打消這個念頭，政府應在
經濟層面提供幫助。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並解釋港人生育意慾提升的原因。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一孩家庭」比率超過「兩孩家庭」，可

能對政策和社會造成甚麼影響？試從兩個角度加以分析。

3. 試評論「一孩家庭」對子女成長可能產生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新聞撮要
綜合新華社、《羊城晚報》報道，5月18日晚，廣州市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公布含鎘問題大米和米製品所涉及的品牌及廠家，「鎘
米」全來自湖南，而「鎘米粉」則來自東莞。
深圳大型超市員工透露，廣州發現「鎘大米」前，集團內部就已

發現所售大米鎘含量超標⋯⋯受到廣州毒米事件影響，廣州已有不
少市民商議前往香港買米，隨時演變成繼「搶奶潮」後的新一波
「搶米潮」。

■節自《莞「鎘米粉」銷穗　土地治污刻不容緩》，香港《文匯

報》，2013-05-20；《毒米早現深圳　港恐現搶米潮》，香港《文匯

報》，2013-05-21

持份者觀點
1. 市民李小姐：我每次去市場買米時，大米產地標識牌都是商家
自己寫上去，是否貨不對辦，消費者根本沒辦法控制。

2. 專家：除源自重化工業的重金屬污染源外，農業投入品濫用、
外源性污染、養殖業污染也逐漸成為造成農產品重金屬污染的
「罪魁禍首」。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廣東省部分地區出現「鎘大米」的原因。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舉例解釋「鎘大米」對內地和香港社會的

影響。

3. 有人說：「『鎘大米』事件反映內地當局在食安方面把關不足。」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現代中國：
粵毒米恐慌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恨生「貴」子

公共衛生：人皮「變」胚胎

■港人生育意慾有所提升，但因經濟壓力而不敢「搞出人命」。

資料圖片

今日香港：包山商品化

■中印是新興市場的兩大代表國。圖為李克強訪印與辛格會面。

資料圖片

■一向備受爭議的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最近

有新突破。 資料圖片

新聞撮要
科學期刊《細胞》5月15日報道，美國俄

勒岡衛生與科技大學的研究團隊利用當年製
造複製羊「多莉」的技術，首次從皮膚細胞
製造出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團隊將人類
成體皮膚細胞植入已被掏空的卵子細胞，再
加化學工序，製造出具分裂能力的複製胚
胎。團隊待胚胎分裂成一定數量後，從中抽
取可變成身體任何一種細胞的「萬能」幹細
胞，經檢驗後功能與一般胚胎幹細胞無異。
由於此前從人類胚胎抽取幹細胞會摧毀胚
胎，研究一直備受道德爭議。

■節自《複製人　恐成真》，香港《文匯

報》，2013-05-17

持份者觀點
1. 領導研究者米塔利波夫：對於心臟病、柏

金遜症、嚴重脊髓損傷或其他人體受損疾
病的治療，研究有望製造取代受損或壞死
細胞的複製幹細胞。

2. 英國反複製人組織「人類基因警戒」創辦
人戴維．金：研究使用的複製胚胎很可能
為將來科學家複製人類鋪路，各國應盡快
立法禁止複製人類。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並解釋上述研究的爭議。

2. 有人說：「複製幹細胞技術違背倫理道

德。」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解

釋你的答案。

3. 你認為複製幹細胞科技進

步對人類而言是福或禍？

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全球化：新興國互惠互利

能源科技與環境：「食窮」石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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