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評聲中獲委任校長 稱尊重意見首要「學習」

港大履新粵語講感言
馬斐森：行動證勝任

教院欖球員苦練4年殺入港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讀書和上班，哪樣更辛苦？若
只以時間長短計算，幼稚園生的
「工時」原來比打工仔還要高！一
項調查發現，幼稚園生每周學習時
間平均為49.1小時，比香港全職僱
員每周平均的49小時要高，至於
中學生組別更升至「巔峰」76.5小
時。此外，受訪中學生每日平均只
睡6.5小時，幼稚園生亦只有7.9小
時，較中文大學醫學院建議的9小
時至12小時為少，反映不少港生
均睡眠不足。研究團體建議，家長
要重視學生身心均衡發展。
上述研究由香港研究協會於上月

11日至21日以全港隨機抽樣電話
訪問形式進行，成功訪問了1,070
名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生的家
長，各個組別分別佔26%、37%及
37%，以了解香港學生的時間分配
形態。

高於2011全職僱員總工時
結果顯示，在學習時間分配方

面，港生除了每日平均花約5小時
在校上課外，還需用2.2小時做功
課、1.7小時參與補習班及1.4小時
參與課外活動。整體而言，港生每
周平均學習時間長達62.2小時，遠
遠拋離英國學生的54小時。按組
別而言，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生學
習的相應時數分別約為49.1、66.5
及76.5小時，高於政府統計處於
2011年公布的香港全職僱員每周
總工時。
在自由時間分配方面，港生日均約

有2.6小時自由時間，較課外學習時
間少一半，反映不少學生的課餘時間分配較多
側重於做功課、參與補習班及課外活動。在親
子時間分配方面，家長則日均花約2.8小時陪伴
子女。調查又顯示，港生日均睡眠時間只有6.9
小時，其中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生分別約有
7.9小時、6.8小時及6.5小時，較中文大學醫學
院建議的9至12小時為少。

自由時間睡眠時間俱少
協會負責人指，綜合調查結果所得，港生
普遍呈現學習時間長、自由時間及睡眠時間
少的現象，反映港生的生活平衡已響起警
號，情況令人擔心。該會促請政府及辦學團
體，盡快檢討現時教育制度的安排，為學生
從學習壓力中鬆綁，又呼籲家長不要額外安
排過量的課外學習，以免對子女造成過度的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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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生美報寫作賽奪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文學作品
其中一個功能是為社會發聲，嶺南大學英文
系三年級生盧焯穎透過其個人作品「教育的
迷思與現實」，訴說香港教育制度的不公平
狀況，在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勇奪2013年
《國際紐約時報》「你的文字（世界）寫作
比賽」大學組亞軍。
是次比賽由《國際紐約時報》教育組舉

辦。自小熱愛英文的盧焯穎在參賽文章中，
分享其接觸來自社會不同階層同學的經驗。
她認為，草根家庭的孩子因缺乏資金參加課
外活動及補習班，難以入讀較出色的學校，
尤其是直資學校，而他們在校的表現，往往
亦不及家境富裕的同學。其文章最後總結
指：「在香港，我們鼓勵孩子在成長的過程
中相信只要堅持就能取得成功或脫貧；但現
實是，當這個年代的教育逐漸趨向商品化及
精英化，貧富的距離將會愈來愈遠。」

港大訪巴西吸南美尖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中國、巴

西同屬金磚四國，近年兩國貿易聯繫日趨緊
密。為提升巴西學生對香港的關注及認識，
香港大學代表早前到訪巴西，與當地學校、
學生及相關政府機構會面，介紹港大與本港
的留學資訊。
在為期一周的訪問內，港大代表到訪巴西

利亞、里約熱內盧及聖保羅多所知名國際學
校、大學，向校方及學生介紹最新的亞洲留
學趨勢。目前，港大與巴西最大高等教育學
府聖保羅大學，已就交換生事宜展開長期合
作，另外港大代表又與相關政府機構討論「
無國界科學」計劃，該計劃是國際級的大規
模學生交流計劃之一。
港大收生遴選委員會主席、資深校長顧問
史秉士表示，港大雲集來自亞洲、歐洲和北
美等地的眾多優秀學生，但南美學生現僅有
32人，盼望是次訪問可增加南美學生人數，
為港大締造更國際化的校園，「我們非常歡
迎他們來港大，同時讓更多巴西民眾認識、
了解香港以及香港大學」。

馬斐森昨日履新前與傳媒會面，並以廣東話
「早晨」作開場白，奈何記者一時未能反應

過來，他唯有「轉台」說「Good morning」，之
後再接着用廣東話說道︰「我很榮幸、很高興能
夠成為香港大學第十五任校長，我會努力與學
生、老師、同事、校友一起走向高峰。」
有見馬斐森早前在爭議聲中獲委任為校長，不

少傳媒都關心他會如何應對如此狀況。馬斐森表
示，尊重他人的意見，也認同有些批評確有其理
據，但也因為如此，他更有信心以態度和行動去
證明自己適合校長一職，讓對方看見自己不斷學
習，也樂於聆聽意見，說服他人接納自己。
他又指，自己這數個月來除了安排英國方面的

交接問題外，也一直為上任作準備，經常關注相
關報道，並諮詢港大內外人士的意見。馬斐森表
示，上任後的首要任務就是「學習」，向比自己
知道得更多的人請教，了解香港和港大的狀況，
坦言自己有很多東西要學。

新班子年底規劃新發展
馬斐森昨晚又發出公開信，談及其對港大的願

景是在原來優越的基礎上，繼續提升港大在國際
學術舞台上的地位，充分善用大學的架構和功
能，讓大學同仁能攜手盡展潛能。他又特別提
到，新設置的兩個副校長職位將會委出，連同首
席副校長錢大康、行政和財務副校長康諾恩，到
年底其管理層新班子便會成型，屆時可開始為大
學重新規劃策略，為未來的發展訂出新一頁。
他又指，任命他為港大校長的消息公布以來，

收到數以百計來自不同界別人士的鼓勵和支持的
訊息，反映了大眾對港大的熱情。

學生會：日後衡量表現

港大學生會會長梁麗幗表示，已邀請新校長出
席本月11日的高桌晚宴，希望在他稍為適應香港
後，再了解他對不同議題的看法，例如能否於副
校長的遴選委員會中加入學生代表；會否向研究
資助局爭取提高對人文學科研究的資助；並會要
求他捍衞學術自由，避免以往大專界發生過的風
波再現。至於馬斐森的能力問題，梁麗幗則表
示，公平的做法是讓他適應後再衡量其表現。

教職會：盼工作環境好
港大教師及職員會副主席張祺忠表示，馬斐森

剛上任，對於帶領大學發展方面，還是先讓他
「摸熟環境」再說。至於馬斐森昨日對傳媒提問
的回答，張祺忠認為其表現中肯，期望他能維持
大學的學術自由，並為員工創造良好的工作環
境。

學生多不了解新校長
雖然馬斐森任港大校長一事備受社會關注，但

出乎意料，港大不少學生都不知他昨日履新，部
分人更不知他姓甚名誰。就讀商學院二年級的葉
同學及經濟與金融學系一年級生朱一文均表示，
雖然知道新校長即將上任，但不知道是昨日。他
們表示，並不了解新校長，故無法評斷其能力，
期望日後有機會了解其發展學校的理念。至於部
分學生關心的政治議題，兩位學生均表示，不希
望校園過於政治化，其中朱同學更認為校長作為
一校代表，不宜表達立場。
馬斐森今日會參與教務委員會的會議，未來一

個月亦會與學生、教職員及校友代表會面，了解
他們的意見。據了解，他於星期日到港，目前居
於酒店，待校長寓所翻新後才正式入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學第十五任校長馬斐森（Peter

Mathieson）昨日正式履新，更以苦練的粵語發表「履新感言」。對於早前有部分

教職員公開批評其能力，他表示尊重他人意見，並會以實際的態度和行動去說服大

家，證明自己勝任校長職位，讓他人接納自己。他又指，自己未來的首要任務是

「學習」，包括了解港大、香港的狀況及不同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香港國際
七人欖球賽日前圓滿結束，令不少球迷瘋
狂。原來教育學院亦有一批熱愛欖球的學
生，他們組成的欖球隊近年不斷發展，在
學界獲得不少獎項，這與其進行職業式訓
練有莫大關係。教院欖球隊參照港隊模式
進行訓練，男女隊員均要如電影《激戰》
的男主角彭于晏般，揮動大麻繩和拉負近
百磅的重物鍛煉肌力，辛苦程度可想而
知。在刻苦鍛煉下，有隊員花了4年時
間，由零開始訓練，終於殺入港隊。

大專七欖奪亞 獲「傑出表現獎」
教院「校長嘉許禮計劃2013-2014」頒
獎典禮今日舉行，校內欖球隊獲頒「傑出
表現獎」。現時共有70多名隊員的教院欖
球隊，近年在球場上表現活躍，除了在
2012年至2013年獲香港欖球總會頒發年
度最佳學院、年度最佳男子及女子隊教練
等多個獎項，又在年初的大專七人欖球賽

中，擊敗35支亞洲及本地大專院校，勇奪
亞軍。

女將背拉雙層巴車胎練肌力
在驕人成績的背後，原來隊員一直接受

「港隊式」的刻苦訓練。教院欖球隊女子
隊隊長劉芷瑩表示，為鍛煉肌肉力量，隊
員分成4人一組進行負重訓練，例如持續
用手猛力揮動綁在龍門柱上的大麻繩；男
女隊員分別拉動90磅和70磅的鐵餅，又
要背拉雙層巴士的車胎。
據了解，由於訓練殊不簡單，每年招收

50名新人後，總有球員流失。本身有參加
田徑、跳遠和短跑的馬雅文初入教院，由
「零」接觸欖球，至今4年終於成功被選
中加入港隊，同時是教院非撞式欖球隊女
子隊隊長。男子隊隊長吳文龍則表示，新
生入隊，有九成人未接觸過欖球，曾有人
捱不住而離隊，要有「收成」，需要時間
浸淫和學習。

除了平日練習和比賽外，教院欖球隊近
年亦積極推廣欖球，如應邀到中小學作示
範課；又有隊員參與球證班，考獲球證資

格後，在一些公開賽上擔任球證。至於欖
球隊的大計，他們正密鑼緊鼓備戰今年的
大專欖球賽，目標是蟬聯冠軍。

公大新免費學習網益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為配合公開大學25周年銀禧校慶，以
及大學的新發展方向，該校將原來的
「開放學習平台」革新，昨日推出全
新的免費網上學習平台「知識網絡
Knowledge Network」，讓市民因應
不同需要，隨時隨地學習。有關平台
有着過百項不同科目的免費課件，學
生可在論壇上留言和投票，希望為用

家帶來更便利的互動學習體驗。
除了視聽短片外，新平台還配備了

不少資訊，例如新增設的精選網誌，
近期就介紹了提升語文能力的移動學
習課件（mobile apps）、跑步心得及
運動小貼士等，內容連繫日常生活，
務求引發用家的學習興趣。另平台亦
推出投票專區，就個別題目邀請用家
發表意見，與會員作出更緊密互動。

新平台同時讓用家直接以社交媒
體，如 Facebook 或 Google 帳戶登
入，方便他們隨時留意平台的新資
訊。為協助用家持續進修，平台上亦
設有「iCounselling」的功能，以及
「教授信箱」，讓市民可了解更多學
習資訊，策劃進修旅程。有興趣人士
可瀏覽網址： http://kn.ouhk.edu.
hk。

關愛長者，由我做起！
本港人均壽命比以往延長，政府預

計2031年時，每四名香港人便有一名
是長者（即是65歲或以上）。他們的
教育水平或健康狀況都超越上一代的
長者，而且更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
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
猶記得小時候，曾閱讀《孟子梁惠

王上》，當中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這句古語亦使我與長者結下「服務」的緣份，
也令我萌生推廣「關愛長者，長幼共融」的理念。
記得首次接觸長者服務就是探訪獨居長者，他們當中
有的活躍好動，願意作無私的奉獻，並關愛身邊有需要
的人；亦有一些體弱多病的，曾想過自殺了結餘生，或
是終日呆在家中。作為一個「初出道」的義工，我當時
並不覺得這算是做什麼「服務」，只是嘗試了解長者背
後的故事。

用生命影響生命 分享有得益
其實，每個長者都是一本栩栩如生的歷史書，他們可
以用生命影響生命，並無私地與我分享人生道理及經
驗，因此，我的收穫遠較付出的多。與長者相處，令我
學懂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多與家人相處，並將關愛的
心傳揚開去。曾經有長者分享指，邁進年老的時候，記
住要儲起三樣東西：第一是金錢，讓自己年老的時間免
受財政的困擾；第二是健康，讓自己年老的時間免於疾
病的折磨；第三是朋友，特別是認識比自己年輕的朋
友，讓他們發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精神。
長者可以成為年輕人的「良師益友」，無論長者是你

的家人、左鄰右里或是服務對象，只要我們多關愛多溝
通，香港定能建立一個長幼共融的社區，並為長者們創
造一個健康豐盛的晚年。

■馬學嘉博士 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助理總監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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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大學昨日推出全新的免費網上學習平台「知識網
絡Knowledge Network」，讓市民因應不同需要，隨時
隨地學習。 網頁截圖

■筆者（右一）與獨居長者合影。 筆者供圖

■盧焯穎（中）憑「教育的迷思與現實」奪
得2013年《國際紐約時報》「你的文字
（世界）寫作比賽」大學組亞軍。 校方供圖

■教院欖球隊在2012至2013年獲香港欖球總會頒發「年度最佳學院」。 馮晉研 攝

■朱同學擔心外國籍校
長不熟港情，可能會影
響學校的發展。

歐陽文倩 攝

■梁麗幗表示，已邀請
馬斐森出席本月11日
的高桌晚宴。

歐陽文倩 攝

■葉同學希望可了解馬
斐森對學校發展的理
念。

歐陽文倩 攝

■對於早前有部分教職員公開批評其能力，馬斐森表示尊重他人意
見，並會以實際的態度和行動去說服大家，證明自己適合校長職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三港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