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缺理工科非「軟肋」指審批標準應與8大看齊

明德無懼年資淺
爭經費靠實力強

公大銀禧校友日
600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今年是香港公開大學創校
25年周年，該校周日（25日）特別在校園舉行「公開大
學繽紛銀禧校友日」，活動有約600名本港及來自內地
與澳門的公大校友出席，並一同觀賞學生演出及參觀新
的銀禧學院校舍。校長黃玉山感謝校友多年來慷慨支
持，並承諾將進一步改善大學學習環境，與校友攜手育
才。

張永銳致辭謝校友幫助
公大校董會副主席張永銳在校友日揭幕致辭時指，該

校作為自資營運院校，「開源」是其中的重大挑戰，特
別多謝校友、學生、教職員及各方友好的幫助。而為助
香港培育更多文化創意、檢測認證以及醫療服務的專業
人才，公大耗資7.9億元興建銀禧學院以開辦相關全日制
課程，過程中便獲得熱烈捐助，校方正爭取於毗鄰第二
期校舍的常盛街土地發展第三期校舍，期望繼續獲各界
支持。黃玉山則表示，公大設立的「校友獎學基金」，
成功鼓勵校友回饋母校，支持成績優異或幫助有經濟困
難的學弟學妹，他對此向各校友致以衷心感謝。

擬設中心研個案 「人的角度學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明

德學院今年設立了100萬元的研究經費
供該校學者申請，理念與研資局呼應，
均是要緊扣教學。作為強調博雅教學的
院校，明德亦希望藉是次計劃爭取經
費，帶出不一樣的學術視角，包括成立
「個案研究中心」，以配合該校
「School of Management as a Liberal
Art（將管理視作人文科的學院）」的發
展，帶出有別於商業、架構的一般管理
觀點，強調「人本管理」（Humanistic
management），以及建立企業的社會
責任。
明德校長麥培思表示，該校早已強

調要教研互動，雖然主要做本科教
育，但研究也是重要一環，「所以我
們設立了內部研究支援，提供種子研
究經費，讓學者可做到成功的研究。
我們要他們提交計劃書，進行競逐，
所以可以說，我們已正在實踐以研究
推動教學的概念，與研資局的相若。
學者亦可向研資局申請經費，進一步
延續他們的研究。」

不止商業角度 研習「人本管理」
今次該校就遞交了6份教員發展計劃

申請、1份院校發展計劃、2份跨院校發
展計劃。其中一個亮點，就是爭取於院
校發展層面設立「個案研究中心」。麥
培思指，有關研究中心是為了配合明德
「School of management as a Liberal
Art」方向，「這不是一般的管理觀點，
並不止於商業、架構角度，主要是關於
怎樣和人合作，建立企業的社會責任
等，如何將這些方面都放進管理的層面
去考慮。有關教學的其中一個要點是要
研習個案，但這不是隨意找一些個案，
要有系統，所以我們希望設立研究中
心，嘗試帶出如何從人的角度去做管
理。」
他舉例指，個案將研習一些跨國企業

的「人本管理」、社會責任的建立，了
解當中好和不好的做法，有些個案的公
司老闆甚至認得公司的所有員工，包括
清潔工，「如果要公司要長期成功的
話，管理文化很重要，你需要確認員工
的價值。」
麥培思表示，為推行相關教研，該校

已找了一些美國、韓國及香港的商業領
袖加入該學院的國際顧問團中，「希望
可以將這個概念引入香港，然後推廣至
內地和南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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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長都坦承不懂和經歷青
春期的子女溝通。其實，跟子女
溝通，年紀愈小開始愈好，所以
最好每天也要有「傾偈時間」，
而且要無所不談。但是，對很多
父母來說，談戀愛是禁區，與性

有關的事情都也是禁區，不敢宣之於口，結果子女踏
入青春期時，彼此談的話題便少之又少。
要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如何安排「傾偈時間」，
以下是一些建議：

1.設身處地了解子女
試試設身處地去明白子女也有自己的煩惱，諒解子
女經歷青春期的壓力。有些父母需要明白，出於好意
的過分呵護會對子女造成壓力。其實，步入青春期的
子女開始建立自尊、見解，並尋找自身的價值。若父
母不願意放手，凡事仍為子女打點好一切，把他們當

作孩子般看待，那就很容易發生衝突。

2.摒除成見，求同存異
雖然成年人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卻不應視孩子的選擇

一定是錯的，父母與子女的時代畢竟已不同了，不可同
日而語，若父母只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子女，縱使是正面
的出發點，則令子女無法聽得入耳，所以雙方溝通要求
大同存小異，亦要注意自己的表達方法和語氣。

3.認清矛盾，維繫關係
矛盾的親子關係，往往把事情發展到不能預計的地

步，所以每當談到敏感的話題時，更需要特別留神。
例如愛情矛盾——父母認為子女拍拖就不好，非常緊
張及不停作出批評的說話，結果可能令子女轉到發展
地下情；成績矛盾——測驗考試不及格，不敢告訴父
母；宗教/ 政見矛盾——不同的宗教、政治觀點例如
早前的國民教育話題，都可以引發激烈的爭拗。在這

些話題上，若子女每講一句，父母便回敬一句，總是
持相反意見，親子關係便難以維繫。

4.善用文字，表達關心
溝通其實並不限於對話，其他的方法亦可以考慮，
例如現今流行的電郵、facebook、MSN、SMS、
WhatsApp等，都屬於文字溝通的一種，父母寫的時
候，心情可能沒有那麼激動，而子女看的時候，亦可
能會有另一種感覺，便能細味父母的心意。
跟子女做朋友，其實沒有甚麼深奧學問，因為在我
們的成長裡，不是曾經也跟青年人做朋友嗎？家長
們，面對子女，多一點明白、多一點放下。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陳志華
查詢電話 : 2527 317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和子女交朋友 由細做起多傾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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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馮婷芝） 將
軍澳香島中學前日
於該校泓志堂舉行
畢業典禮，校董會
主席袁武、校監楊

耀忠、校董葉燕平及王志華、家長教
師會主席郭愛珠等嘉賓及社會各界友
好人士、家長、師生約 400 多人出
席，並有122人次的學生獲頒獎項。
校方又舉行薪火相傳儀式，由畢業生
代表將象徵香島精神的錦旗傳送給在
校學弟代表，希望他們延續香島大家
庭精神，努力學習，貢獻社會。

任文青致辭勉勵畢業生

擔任主禮嘉賓的中文大學醫學院名
譽臨床副教授兼香島中學校友任文青
在致辭時勉勵畢業生，要有負責心和
有仁愛之心，希望畢業生們謹記，
「不要計較社會能給你什麼，而是你
能為社會貢獻甚麼」，鼓勵學生要有
理想和抱負，成為驅使自己前進的動
力。
校長吳容輝訓勉學生「勤學是

福」，要終身學習充實自己，在面對
困難和挫折時牢記「危機就是轉
機」，把磨練視為訓練。他又希望畢
業生要有感恩的心，對師長、家人的
付出與支持要心存感激。畢業生代表
陳珊珊衷心感謝學校、師長的栽培及
父母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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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香島中學於周日午假泓志堂舉行畢業典禮。 校方供圖

將軍澳香島校 畢業禮傳薪火

政府投放資源於自資院校的研究，在高教界可算是一大步。麥培思亦十
分認同有關措施的理念，「如果你想提供相同的教育機會予更多人，

你就需要確保當中的平等，尤其是對大專學府而言，它們相當依賴有優勢
的研究，這對推動教學也很重要，兩者是無法分割的。如果要自資校教好
本科生，就要和資助院校一樣有同樣的機會去做研究」。

經費來源單一 計劃屬好開始
至於1.5億元是否足夠呢？麥培思坦言，香港研究經費永遠不會夠，「香
港現時很主要依靠單一經費來源，就是研資局，但外國都不是這樣的，她
們有着多項的研究資金來源，不同機構都有經費以供申請。雖然香港創新
科技署也提供部分科技經費，但只是很少。全球各地都想在研究方面投入
更多，如果他們能負擔的話，所以很難說香港已有足夠經費。但我認為這
次是好開始，因為是對自資院校的認同」。

教職員擁博士學位能力強
計劃首輪有7所院校參與其中，部分辦學歷史悠久，但麥培思表示，雖然

該校成立不足3年，為各校中最年輕，但並不因此構成「不利因素」，「我
相信研究資助審批與院校年紀無關，而是看每個獨立研究學者的能力，我
們的教職員都有博士學位，所以他們都一定有研究經驗。」
不過麥培思亦坦言，相比工程、醫學等學科，明德強調的博雅教育，相
關學科的研究多沒有即時、顯著的效果，在申請研究經費方面或會被視為
「軟肋」，「但這不應是弱點。這方面的研究不會太貴，因為它不需大量
儀器、實驗室，但對社會同樣重要。」
麥培思指，真正構成挑戰的，反而是計劃要求研究項目有助提升教學，

所以要準備相關高質素及可行的研究計劃書，這方面最困難。此外，該校
亦要重新編排上課時間表，以釋放時間給教員去做研究，「但如果成功，
教員會更強於學術，院校、學生、教師會三贏。」

強調教學與研究不能分開
對有意見指自資校應專注教育，而非跟隨8大去做研究，麥培思並不認
同，他強調前沿的教學與研究不能分開，而一些人認為自資校研究實力不
足，也是錯誤想法，「自資校有不少能力優秀的學者，有些在資助院校也
做過研究，轉到自資校並不會令他們的研究能力變弱。」在資助及自資界
別均有經驗的他更表示︰「現時自資校教學已有穩固基礎，部分領域甚至
比資助院校更好。」
麥培思又強調，負責審批計劃的研資局應設立與8大看齊的標準，只有值

得資助的項目才可獲資助，而非單單將錢投進自資界別，「要在競爭的情
況下做，以帶出最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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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文倩）首輪自

資院校研究資助計劃提供1.5億元供7所院

校競逐，年資淺、欠缺理工學科在不少人

眼中都是申請經費時的弱點。不過，明德

學院校長麥培思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這些因素都不應該成為

該校的「軟肋」，他認為，明德雖是7校中年紀最輕，但學者

研究實力強，而人文學科研究亦對社會十分重要。曾任香港大

學副校長、於該校工作20年的他強調，自資校研究計劃應該嚴

格審視申請項目水平，審批標準要與8大看齊，透過競逐帶出

最好的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年輕學子出現
學習障礙情況普遍，估計每年約6,000名至
8,000名有學障的高中生畢業，等待投入勞動市
場。針對他們的需要，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就業
網絡去年2月推行「職橋」就業計劃，協助15
歲至24歲被評估或懷疑有學障的青年，提供能
力評估、技能培訓、就業選配和情緒支援。100
名青年接受為期3個月至4個月的評估及培訓，
逾半青年獲僱主聘用，當中六成已受僱多於3
個月，包括擔任店務助理、侍應和倉務員等職
位。

獲快餐店邀「回巢」任甜品學徒
患有語言障礙采兒表達能力較弱，就讀中專
教育文憑課程期間，因未能跟上學習進度而退
學。參加計劃後，她獲安排到快餐連鎖店進行
為期20日的實習，擔任甜品製作店務員，其認
真的工作態度令僱主非常滿意。雖然采兒完成
試工實習後轉投另一餐廳工作，但前僱主仍邀
請采兒「回巢」，最後采兒返回快餐連鎖店擔
任甜品學徒，現已入職超過3個月，又擴闊了
社交圈子，性格變得積極主動。有讀寫障礙的
阿衡學業成績欠佳，去年退學並參加計劃。阿
衡雖然為人被動，但理解及工作能力良好，終
獲餐廳聘用為廚師助理。至今已工作8個月，
表現更獲僱主肯定。
青協督導主任鄧良順表示，不少學障青年因

未能追上學業成績，限制了日後的發展，建議
學障青年首先應了解自己的強項，針對性增強
就業技能，以便找尋適合的工作，加上僱主的
配合，為他們安排適當的工作崗位，相信能夠
讓其發揮潛能。

■鄧良順(右一)表示，不少學障青年因未能追上學業成
績，限制了日後的發展。圖左二為采兒；左三為阿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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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大學於周日舉行「公開大學繽紛銀禧校友日」，
約600名本港及來自內地、澳門等的校友齊集支持母
校。 公大供圖

■黃玉山（左四）與校友一起參觀由校友組織及學生設
計的手作作品。 公大供圖

■公大周日舉行銀禧校友日，校長黃玉山(右二)與出席的
校友高興合照。 公大供圖

■明德學院校長麥培思認為，自資校研究計劃應該嚴格審視申請項目水平，審批標準要
與8大看齊，透過競逐帶出最好的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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