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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凱文去年中上任嶺大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院長後，
即着手執行多項改革，隨着工作漸上軌道，他日前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首次就此作分享，當中主要
涉及四大方向。他表示，為加強監管，兩院管治架構進
行重組，校政要經由行政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和董事局
三重「關卡」才敲定，而董事局的大多數委員由「非嶺
大人士」擔任，以保獨立性；至於日常管理方面，除了
一般行政和對外事務部門外，他推動將負責質素監控及
教務的部門，以及負責課程的部門獨立交由兩名助理院
長負責，並直接向院長報告。吳凱文解釋，學院「以往
將質素監管置於課程當中，而現在將兩者獨立起來，前
者甚至置於更高位置」，顯示對課程質素和監察的重
視。

整頓兩院課程質素保證機制

吳凱文又整頓兩院的課程質素保證機制，除了所有副
學位課程須經多個部門審批外，參與審批的委員人數也
會增加，而大學本部人員亦會更早參與審批程序，令課
程質素更有保證。而校方亦會就課程設具體指引，例如
觀課要求和設計試卷等。
此外，嶺大兩院現正重新檢視現時所有副學士課程，
並就部分課程作整合，預計於2015年完成。而為增加管
理透明度，吳凱文亦主動開放多個途徑收集師生的意
見，包括設電郵讓師生直接向其反映及查詢，近年收到
不少同學踴躍表達。
回顧超收事件，當時仍是「局外人」的吳凱文認為

「不對就要認」，又直言自己上任時校內「超收陰霾未
散」。他又認為，當時兩院已安排教學中心裝修、師資
等事宜，只是計劃和時間配合未做好。借鏡前人經驗，
他指自己「事事會計劃好一點，要一定得先做」，而學

院預計新學年招收2,000名副學位學生，正是已檢視學
校資源而訂出的學額數字。

做好本分挽回學生信心
吳凱文又透露，曾被董事局多番追問如何挽回學生對

學院的信心，他回答指自己沒有良方，認為做好本分、
做好質素保證、課程和學生活動，令學生無論升學或者
就業容易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隨着中學畢業生人口下降，自資院校生源未來亦將大

減，收生將更趨緊張。吳凱文認為，「如果是着重賺錢，
那（生源減少）固然是『寒冬』，但因學校自負盈虧，減
少開放教學中心即可處理，所以不覺得是『寒冬』。」
他又強調，只有一個招生原則，就是「有足夠的資源
給學生」，包括教師、課室和活動場地等，確保課程質
素。

品味生活其實很簡單
「心不在焉，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
其味。」《禮記·大學》
很多都巿人對以上的身
心狀況深表同感，常出現
以下的情況：

1.心不在焉
在上班的路上，心裡老是回想着昨晚吃過的餸
菜、看過的電視劇……又或是計劃着今天排得密
麻麻的工作、約會、周末有什麼節目……與同事
在會議室開會，腦海裡只想着自己發言時要說甚
麼，應怎麼說，心裡充斥着不安的感覺，又或者
心神已飛到遙遠的度假勝地了！在與家人兒女共
處時，仍記掛着工作、家務，擔憂着未來的計
劃……
2.視而不見
家，雖然是每天都會停留的地方，但亦不太留意
到家中不同角落的佈置擺設。每天外出途經的地方，
都未曾停低留心沿途的一花一草。每天所見到的人，
還真的很少真正望望他們的臉。平常都是「走馬看
花」式地看身邊的人和事。

3.聽而不聞
「聽」與「聆聽」是有分別的；耳朵能夠自然

地聽到或察覺到聲音，但聆聽是需要全神貫注地
理解對方說話的內容。當別人說話時，我們雖然
口裡說：「我知道……我明白……」，但其實心

裡正批評對方的說話方法、語氣，或者反覆盤算
自己要說甚麼來回應；有時亦可能打斷對方，心
急地替對方講他未講完的話或表達自己的意見。
4.食而不知其味
用餐時，食品上枱當刻便顧着拿出手機拍照，

甚至即時放上社交網站分享，彷彿忘記了進食的
意義。除了「電視汁撈飯」，更有「手機撈
飯」、「電腦撈飯」。外國有研究發現，邊看電
視邊進食會增加肥胖的機會，因為我們的意識未
能及時接收到飽的訊息。進食已變成任務，以致
未能好好享受美食過程。
筆者希望與大家分享一些靜觀練習，嘗試幫助

我們更能活在當下:
1. 行路時行路
預備行路時，稍稍停一停頓，感受腳板站在地

上腳踏實地的感覺，然後身體重心移到其中一隻
腳，另一隻腳開始由腳跟到腳趾輕輕提起離開地
下，然後推前，讓腳趾到腳跟輕輕踏落地下，身
體重心轉移到這隻腳，然後另一隻腳便起步。開
始時，你可能覺得要這樣專注腳步是很困難的。
你可以先慢慢嘗試，之後便會發現就算行得快，
也可留心行每一步，甚至有微風撲面的感覺。

2. 進食時進食
進餐時，看看食物的顏色、形狀、形態，感受

食物在咀嚼時的質感與味道在口腔變化。進食時
腦海中有出現甚麼想法讓你不能專注於食物嗎？

有專家建議每口食物咀嚼至少30次，對健康會
有莫大裨益。進食時，嘗試靜靜地留心食物的顏
色、香味、味道、質感……你亦可一星期一次獨
自進餐，享受慢嚼細嚥，靜心地進食。這樣的用
膳習慣，不單對健康有益，亦可讓你實在地享受
每一口食物，培養一份美好的心情進食。
3. 奇妙的呼吸
呼吸時刻都伴隨着我們，隨時隨地將我們的身心
帶回當下。每天騰出安靜的時間，可以是15至20
分鐘，忙碌的日子，2、3分鐘甚至1分鐘都可，舒
適自然的坐着或躺下來，輕輕閉上眼睛，留心自己
的呼吸，無論當刻的呼吸是深、淺、長、短……都
無需要控制它，可藉着留意腹部起伏或者空氣穿過
鼻孔來感受呼吸。定時的練習，可讓自己休息、沉
澱、變得平靜點。當與人溝通時，我們也可藉着留
心幾下呼吸，讓自己重新聆聽對方，或作出合適的
回應。
要好好地品嚐生活，其實很簡單。

（題目為編者所擬）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張敏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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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味感恩
上帝也許不公平，對某些人給予太多苦難；但另一方
面，上帝很公平，因為祂是賜予我們命運的恩人。
人生的路既坎坷又崎嶇，一不小心，撞得滿身是傷。

還好，一位好心人施予關愛，你從此覺得不再孤獨，因
為有很多人與你一起度過人生，你要懂得知恩圖報，也
要學會幫助別人。
感恩是牡丹。人人都知道牡丹的驚艷，可沒有多少人

能真正領略其中的美。就像人人都知道父母給予我們無私的愛，卻沒有多
少人真正懂得感謝他們。
羊有跪乳之恩，烏鴉有反哺之情。更何況人呢？面對養育自己的恩人，我
們需盡最大努力去回報。所謂「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講的就是感恩。
沒有陽光，就沒有溫馨的日子；沒有雨露，就沒有五穀的豐登；沒有水
源，就沒有生命的繁衍；沒有親情、友誼和愛情，那麼世界將是一片孤獨
的黑暗。正因我們遇見雷鋒，世界變得如此明亮，不再擔心黑暗中碰得鼻
青臉腫，如果我們每人都變成雷鋒，那麼人生的路將照得夜如白晝。
銜環結草，以報恩德。古人做得很好，這就是華夏民族的精神，一個感
恩的信念。正因有人施恩，有人感恩，我們的生存空間才會鳥語花香，饒
有情趣。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詮釋着命運的方略，洋溢着生命的氣息。學會感
恩，細味感恩，感激我們的父母，感謝我們命運的恩人，是他們讓我們懂
得人間的滄桑、人間的溫暖。細味感恩，將冷冰冰的世界變得溫暖，變得
豐富多彩。
人生是一場苦旅，它很漫長，但我們遇見命運的恩人，是他們讓我們細
味「感恩」。

（題目為編者所擬）
■姚婷婷（6B） 聖士提反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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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上學年的

新舊制高中畢業「雙軌年」，嶺南大學附屬

的社區學院（LUCC）及持續進修學院

（LIFE）爆出超額收生醜聞，經校內調查後，

兩名負上主要責任的高層包括時任兩院院長

的馮培榮及協理副校長的陳增聲先後離職。

而風波過後接手的兩院新任院長吳凱文，面

對超收的「爛攤子」，以四招為學院「洗

底」，包括改變兩院管治及管理架構、完善

質素保證機制、整合課程和開放渠道收集師

生意見。他又形容上任之初，超收一事「陰

霾未散」，吸收有關經驗後未來他會堅守收

生原則，並確保入讀的學生有足夠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改善失
明人士的生活質素，香港城市大學一班學
生就運用了跨學科知識及創新思維，研發
出概念性原型產品，包括智能導航眼鏡、
智能乘車手杖等新工具，部分發明更在
「2014城大探索創新節」獲獎。

本年度探索創新節奪獎
其中名為「聽路」的智能導航眼鏡，

配有攝錄鏡頭、定位導航儀及耳筒，失
明或視障人士佩戴了這眼鏡，只要在智
能電話上輸入行路目的地，便能經耳筒
收到語音提示，得知前路有否障礙物、
應取甚麼方向前行。至於名為「易交
通」的智能乘車手杖，則附有凸字鍵
盤，失明或視障人士在巴士站候車時，
只要在鍵盤上輸入巴士路線，靠站巴士
上的儀器就會與手杖彼此定位，使候車
人得知巴士與自身之間的距離，同時也
通知巴士司機有失明乘客正在候車。這
項發明在「2014城大探索創新節」獲得
「我的探索比賽」獎項。
這兩項新工具的發明者來自不同的學

系，分別修讀公共政策學系及「火焰計
劃」開設的兩項精進教育科目—「創不
同：社會企業精神面對全球一體化的挑
戰」、「為21世紀強化你的服務領域領
導力」。課程旨在訓練學生以創新思維
解決社會問題。

同一屋邨互借物件減消費
除了課堂講授外，課程還要求學生探

訪各類服務機構，構思新穎的發明，故
學生的發明產品十分多元化，如電話應
用程式「我的大廈」，使同一座屋邨或
大廈的住戶可藉助智能電話互相借用或
租用物件，減少購物消費；電話程式
「線上收據」（i-Receipt），用家可藉電
話軟件記錄各項收據，減少消耗紙張。

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助理教授蔡振榮表示，視障人
士或是年長者，往往因有身體缺陷等困難而不願外
出，上述新發明可以鼓勵他們投入社會，擴大社交
圈子，有助改善生活質素。該系的黃黎若蓮教授
指，長遠目標是將這些發明推出市場，令學生的創
意成果真正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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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綜合樣本卷再推修訂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考評局上月上載

文憑試中文科新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的
樣本試卷修訂版，將作文部分字數要求由「約
800字」改至「不少於500字」，而評分參考中的
要求考生表述的項目亦分得更仔細。
新高中檢討計劃將中文科卷三「聆聽能力」及

卷五「綜合能力考核」二合為一，成為卷三「聆
聽及綜合能力考核」，佔分亦由兩卷總和的
26%，降至新卷的18%，約於2016年文憑試即今
年中四生起推行。考評局較早前完成新卷三的樣
本試卷後，被前線教師質疑合併後的卷三更艱
深，寫作字數過多。局方上月再推出該科卷三樣
本試卷修訂版，在佔該卷分數80%的乙部作文題
目中，設定學生參與「中國文化青年大使計
劃」，要求考生撰寫500字的自薦信，闡述勝任
文化大使的兩項原因，提出一項可在校內推廣中
國文化的活動，並解釋理由。修訂版試卷降低該
部分的字數要求，由原先的「約800字」，改至
「不少於500字」。另外，評卷參考亦有相應調
整，將「活動的意義和特色」分開兩部分評分，
意味日後卷目評分項目更仔細。甲部的「選擇及
短答題」則不變，佔該卷分數為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為了培養學生的紀律、
服務及團隊精神，校內取錄了近六成半非華語學生的明
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最近成立了全港首隊民安隊非華
語少年團，校方特意為參與的少數族裔女生「微調」制
服的規定，包括加設白色頭紗；又為女童軍的團員加設
白褲子，以配合學生的宗教與文化要求。校長袁國明期
望，透過鼓勵學生參加制服團隊，讓學生學懂尊重及包
容，以締造共融校園。
支援少數族裔學習是最新施政報告的重點之一，自
2007年起取錄非華語生的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全校
約有六成半學生為非華語生，分別來自菲律賓、巴基斯
坦、尼泊爾、泰國、阿根廷等15個國家。該校亦於去年
獲教育局邀請成為全港首所非華語中文專業發展學校。
校長袁國明表示，校內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除了

本地學生、少數族裔學生，近年又開始招收跨境學生，
故學生的宗教及文化背景各有差異。

因應穆斯林宗教要求微調制服
為鼓勵不同宗教背景的學生積極參與制服團隊，培訓

他們的服務精神、團隊合作和紀律精神，袁國明指，校
方最近與民安隊合作，剛於上月成立了全港首隊民安隊
非華語少年團，並於上周六（5月31日）舉行調派典
禮。全隊約20名團員，包括3名非華語女生，「有部分
女學生是穆斯林，因應她們的宗教及文化需要，我們會
為她們加設白色頭紗，再戴上制服所配的帽子。」
另外，該校於5年前成立的女童軍制服團隊，目前有

近28名女生。由於制服為連身裙，因應穆斯林要求女生
穿褲子遮蓋腳部位置，校方遂為有關學生加配白色褲

子。對於校方此項微調制服的貼心舉動，袁國明說：
「同學有不同的宗教背景，校方需要抱着尊重的態度，
作出少少的配合」。他稱，除了制服的輕微差異，少數
族裔學生及本地生均一同參與有關的團隊活動，「例如
打籃球，球場上可能有來自5個國家或地方的隊員，但
他們的理解只是大家都是隊員，不會刻意劃分國籍」，
藉此締造一個共融的校園環境。
談及校內15個國籍學生的共融情況，他表示，不少學

生理解他們各自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懂得尊重及包容，
也能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
他舉例指，外國學生的英語不俗，內地學生能操流利

普通話，本地學生則會說粵語，「大家互相學習對方的
語言時，不會因為對方的咬字不清而取笑他人，這項互
補作用，反而令他們學得更快。」

■蔡振榮博士（最左）、黃黎若蓮教授（後排左
三）及研發概念性原型產品的學生。 城大供圖

■吳凱文面對超收的「爛攤子」，
以四招為學院「洗底」。馮晉研 攝

■兩院在2012至2013學年取錄6,909名學生，較校董會核准的3,330人超收一
倍，事件被傳媒揭發。圖為嶺南大學社區學院（LUCC）及持續進修學院（LIFE）
於大學本部校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明愛屯門馬登
基金中學成立了
全港首隊民安隊
非華語少年團。

校方供圖

■因應學生的
宗教要求，校
方為參加女童
軍的穆斯林女
生的制服加配
白色褲子。

校方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