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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畢業申研究課程 料兩年完成可「凌空」打字
研腦波控電腦
肌萎生盼變常人

批知專教學「欠英」俄羅斯生稱索償

獲半億資助 5院校建「虛擬書館」

本㜫內容：文匯教育 社團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少數族裔居港人數按
年逐漸上升，不過有調查發現，他們入讀幼稚園、中
學，以至大學的比率均遠較華人低，其中巴基斯坦及
尼泊爾青年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分別只有近4%及
8%，遠遜華人青年的29%。另華人和其他亞洲人所生
的混血兒（下簡稱混血兒）、巴基斯坦兒童的貧窮率亦
遠高於華人兒童，情況令人關注。學者建議政府應落
實一系列針對少數族裔的扶貧措施，加強非華語族群
對香港身份的歸屬感。
香港教院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系主任周基

利，根據政府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分
析，發現本港3歲至5歲的兒童中，有19%菲律賓兒童
及16%巴基斯坦兒童無讀幼稚園，遠較華籍孩子的
8.5%為高。另尼泊爾、巴基斯坦兒童及混血兒於中五
前的輟學率高達21%、16%及10%，華人則只有6.4%，
少數族裔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亦遠遜華人青年。

促推融和政策 鼓勵落地生根

周基利解釋，不少南亞裔家長的教育水平低，就業情況不樂
觀，家庭收入普遍偏低，惡性循環下，也影響其子女接受教育
的機會。研究也發現，混血兒、巴基斯坦孩子的貧窮率，較華
人的貧窮率高50%及1.7倍。他認為政府應增加少數族裔接受教
育的機會，而推行適合的融和政策能加強少數族裔對本港的歸
屬感，鼓勵他們在港落地生根，貢獻社會。

主流校難適應 加強教師培訓

教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教授袁月梅指，不少少數族裔學
生的中文水平低，在主流學校就讀時難以適應中文課程而影響
學習進度，故建議政府確立「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育政
策、加強教師專業培訓等，「也要從少數族裔就讀幼稚園時入
手，鞏固他們語文基礎，為升上小學及中學接軌」。她認為，
加強這些學生的語文能力，能提高其入讀大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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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劉肇豐，初中起
需以輪椅代步，手部肌肉力量薄弱，學

習要比他人多花一倍時間。經過3年努力，昨
日他在理大工程學院畢業禮上獲頒大學畢業證
書，未來更打算繼續修讀研究課程。
深明殘疾人士的需要，肇豐表示，在紅十字

會甘迺迪中心學習期間，曾見過同學連手指都
不能動，普通人登入電腦的動作亦難以做到，
故立志要研究電腦科技改善殘疾人士的生活。

盼製機械腳 讓殘疾者「上路」

他現正研發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特別感應器
軟件，冀融合體感技術控制電腦，以手勢代替
手指，只要配合感應器，即如可使用虛擬鍵盤
指揮電腦，協助手部活動能力較差的用家。他
又希望研究以腦電波技術控制電腦系統，「我
的夢想是研究『機械腳』，希望殘疾人士成為
一般人」，用雙腳走路。

最大難關 降研發產品成本

劉的導師、電子計算學系副教授陳峻斌補充
指，有關腦電波技術，希望1年至2年可完成研
究，屆時用家可以「凌空」打字，用手勢控制
電腦。由於殘疾人士儀器的市場較小，故相關
的輔助儀器昂貴，預料如何降低研發產品的成
本是研究的最大困難。
其實肇豐在過往3年已有多項研發和設計。

長期經歷行動不便的他，曾試過等候一小時才
有輔助登車設施的巴士經過，又試過出入沒有
無障礙設施的地方，連保安都不清楚輪椅使用
者如何入內，甚至最後發現根本沒有合適入
口。生活上的諸多不便，激發他構思出
「WheelMan」無障礙資訊手機應用程式，系統
會標示不同商場、餐廳等的無障礙指數；以及
「ECLearn易學習無障礙電腦學習系統」等，
幫助殘疾人士。

未因疾患沮喪 勉同道「頂硬上」

肇豐並無因為失去活動能力而沮喪，反指
「我沒有特別失去甚麼，只是不方便，可以想
辦法克服，而我得到了解決問題的能力。將來
會有好多困難，我都解決得到」。他勉勵其他
殘疾人士：「最重要努力，頂硬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理大電子計算學系畢業生劉肇豐，與去年離

世、有「香港霍金」之稱的劉曉鋒是師兄弟關係，兩人一樣患有肌肉萎縮、行動

不便，卻又同樣對生活充滿熱誠。劉肇豐正申請修讀研究生課程，希望利用電腦

科技改善殘疾人士的生活。繼早前設計了無障礙資訊手機應用程式，方便殘疾人

士外出後，他未來會集中研發以體感及腦電波控制電腦的技術，預料1年至2年

後，使用者可「凌空」打字，他甚至構想製造「機械腳」，以重拾走路的感覺。

國情知識賽模擬題下月刊登
香港文匯報將於11月1日至18日期間的星期一至星期五，每

日刊登「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10條模擬題目，考考
各位讀者對中國國情和中華歷史的認識 。「全港學生中國國
情知識大賽」致力於為全港學生在中華文化和國情知識的認
知上提供相互交流、相互競賽的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5

所自資專上院校獲自資專上教育基
金批出5,000萬元，合作開展電子圖
書館藏共享計劃，發展「虛擬圖書
館」，解決圖書館資源不足的問
題。有關計劃在3年後完成開發一
站式的資源搜索系統，5所院校長
遠並會視乎需求，考慮讓學生進行
跨校「館際互借」，共享5所院校約
100萬冊館藏印刷書目。
公開大學聯同明愛專上學院、珠

海學院、樹仁大學和東華學院共5

所自資專上院校，合作開展「電子
圖書館藏共享計劃」，昨日舉行計
劃啟動禮。
有關計劃獲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下設立的「質素提升支援計劃」
支持，「質素提升支援計劃」小
組委員會召集人許浩明表示，
2013年首輪共有11個項目獲批逾
7,200萬元總額，其中由院校協作
的「電子圖書館藏共享計劃」被
選為新設的主題項目，涉及5,000
萬元。他期望可透過提升圖書館

的系統，鼓勵資源分享，加強資
訊管理，以及推動自資專上院校
的協作。

開發一站式搜索系統尋館藏

有份負責計劃的公開大學圖書館
長王慧雯表示，由明年1月起的3年
期間，計劃將逐步為各參與院校開
發一套院校互通的一站式資源搜索
系統，讓學生在同一平台內一次過
搜索參與院校的館藏，改善以往逐
一搜索的麻煩，方便使用者有效搜
索所需館藏。王慧雯續稱，計劃另
包括購入1.5萬項至2.5萬項電子書
目，由各參與院校共享，估計在
2016至2017學年，5所院校約有3.2
萬學生名受惠。而長遠會更視乎需
求，考慮發展印刷書本「館際互
借」，屆時學生可跨院校借出藏
書，共享5所院校約100萬館藏。
公大校長梁智仁致辭時表示，相

信計劃有效解決現時自資院校圖書
館資源不足的問題，並為學生提供
優質的圖書館服務和學習環境，同
時有助推廣閱讀風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職業訓練局轄下專
業教育學院（IVE）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的
高級文憑課程去年取錄首批非本地學生，近日被有關
學生投訴欠缺英語教學支援，課堂多以粵語或「港式
英語」教學，有來自俄羅斯的學生感難以學習，最終
卻因出席率不足導致多科「肥佬」，批評職訓局在招
生時涉欺騙，揚言會退學及索償。職訓局昨回應指，
過去一年已為非本地生提供課餘額外輔導及補課，協
助其跟上學習進度，並為逾500名老師提升老師英語授
課技巧，支援其需要。
有就讀知專設計學院產品及室內設計學系高級文

憑、來自俄羅斯的學生近日向傳媒投訴，指課程宣傳

強調英語教學，但他所選讀的20科課堂，僅3科以英語
教學，其餘課程廣東話教學比例達七成，由於聽不明
白老師的粵語及港式英語，令他無法上課。他並正打
算退學及計劃向校方索償。

選讀20科僅3科英語教學

職訓局回應稱，所屬院校非本地學生均是與港生
一同上課，主要以英文授課或輔以中文解釋，校方
亦有為非本地學生提供課餘額外輔導及補課，及跟
進相關問題；至於師資方面，院校並有定期提供在
職培訓，提升老師英語授課技巧，至今逾500人曾
受訓。

從某一天開始，你會發現孩子很敢
於嘗試。他們會用力亂拋皮球，用手
力屈曲電器，坐在自己的奶樽上，撕
碎大量打印紙，將口中的鮮奶吐在你

的鍵盤裡，盡力倒出最多的爽身粉，拖㠥小狗的長尾巴
行走，用意大利粉平均鋪放在臉上等。這些行為皆由好
奇心驅使，而小朋友並不知道這些行為將帶來的結果。

孩子嘗試過程充滿趣味

孩子不能預期後果，也不會有骯髒或危險等意識，
只知道嘗試的過程充滿趣味。當他們嘗試過一件事以
後，知道結果後，又會樂此不疲地重複，為自己的新
發現感到興奮。
筆者小時候，有一段時間很愛玩火。我會準備有足

夠燃料的打火機、萬字夾、金屬鉗和冰塊。先用鉗將
萬字夾固定，再把金屬燒成火紅，再將其扭曲變形，
最後插入冰塊中「吱」的一聲快速降溫。這玩意我玩
了好幾次，直至有一次不慎將燒紅了的萬字夾跌落在

膠墊上，膠墊熔了，事後我捱了一頓罵。自此以後，
我再沒有再玩這玩意，因為我知道這可能會出現我不
喜歡的結果，而且有機會被成人發現。

做錯事被責始恍然大悟

由此可見，當孩子做了一件事，結果糟透了，被大
人責備了，他們就會恍然大悟，知道這樣子是闖禍
了。筆者出外目睹過有小朋友在酒樓胡亂奔跑、跌倒
後步入升降機，在車廂中大叫、在鐵路車廂中攀爬扶
手柱。在旁的成年人在觀察、在笑或沒作聲。筆者不
明白這些成年人的心態，因為他們的反應變相肯定了
孩子的行為，小朋友會誤以為這代表「很棒！繼續！」
的暗示。
好了，當你發現孩子在嘗試一件你和他都沒準備去

做的事時，你會有甚麼反應？
■鄭雅迪 教育系統及品牌創辦人

電郵：andy@writer.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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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肇豐與工程學院院長文㜞忠教授、電

子計算學系系主任曹建農教授、電子計算

學系副教授陳峻斌博士及家人合照。

■梁智仁表示，相信計劃有效解決現時自資院校圖書館資源不足的問

題。 馮晉研 攝

■ 周 基 利

（左）認為，

政 府 應 增 加

少 數 族 裔 接

受 教 育 的 機

會 ， 並 紓 緩

貧 窮 對 他 們

的影響。

鄭伊莎 攝

■劉肇豐正研發特別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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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帶來嘗試 孩子做錯要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