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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周子優）教育局
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簡介將於北角百福道
興建校舍供兩所小學
遷入轉為全日制的計
劃，其中原位於司徒
拔道的名校番禺會所
華仁小學（見圖），
遷校後將從灣仔 12

校網轉為東區14校網，可能影響未來家長報讀。但
教育局補充指，因灣仔區及東區的地方行政區分
界，將於2016年 1月1日起更改，現時屬東區校網
的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屆時會轉往灣仔校網，
是次選校將不會對兩個校網的整體小學學位構成重
大改變。
除番禺華仁小學外，另一所會遷入百福道新校舍
的為北角衛理小學，教育局指，兩校現有校舍均落
成逾50年，各只得12間課室以半日制上下午校運
作，遷校可改善不合現行標準的設施，為學生提供
優質學習環境。
教育局指，兩校興建工程預計費用約6.6億元，
今早前並已諮詢東區區議會，並獲兩校家教會支
持，局方計劃在今年6月及7月將計劃提交立法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審批，撥款如獲批准
將於今年第四季開展工程，並在2018年首季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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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葉玉如當選美科學院院士

電子書教學照顧學習差異 助特教生識「吟詩」

上堂板腦在手
怕醜生敢「開金口」

「打機」代期中考
「龍虎榜」增興趣

教局：平印刷課本兩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立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下星期一將會討論電子學習的相關
進展，教育局昨提交文件指，「電子書教科書
開拓計劃」推出一年多，已有26套經評審的電
子書上載於相關的電子書適用書目表，有關項
目均有2年至4年的訂價承諾，與同科的印刷
課本比，售價更一般低兩成以上。文件又透
露，現時另有8套通過評審的電子書在試教
中，包括過往未有涵蓋的小學及初中數學科，
它們將納入電子書適用書目表中，於2016年/
2017學年供學校選用。
而硬件支援方面，文件指去年100所獲選參

加「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的學校，已全部
按計劃在今學年完成無線網絡基礎設施提升工
程；至於餘下約900所公營學校，則會按「第
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於2015學年/2016
學年起的三個學年，完成提升無線網絡基礎設
施，待立法會通過撥款後便會向學校發放有關
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因
應通脹高企及營運成本上升，東華學
院昨日宣布，將於下學年起首次調升
部分課程的學費，整體平均增幅約為

4%，以維持教學質素及支持未來發
展。此外，該校亦表示將會推行「學
費鎖定政策」，確保學生入學後不受學
費調整影響，以幫助學生預算總開支，

故新學費只影響下學年入學的學生。
在多個加學費的課程中，以健康科

學學士學位課程的調整幅度最高，由
原本的每年 9.06 萬元增加 16.6%至

10.57萬元，但因為該課程獲政府資
助，故學生只需繳付約3.83萬元。
此外，醫療科學學士學位課程及職

業治療學理學士學位課程的學費，亦
上調6.25%至每年10.54萬元至11.73
萬元；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則由每
年6.6萬元上調3.18%至6.81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科技大學理
學院院長、晨興生命科學教授及分子神經科學國家重
點實驗室主任葉玉如，近日獲美國國家科學院選為外
籍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乃美國歷史最悠久及最權威
的科研機構，涵蓋不同科學領域；今年21位新院士
全由現任院士投票遴選產生，當選者均成就卓著並長
期為科研事業作出原創性貢獻，這也是美國科學界的
最高榮譽之一，目前全球只有452位外籍院士。
葉玉如是國際知名的分子神經科學專家，在神經

系統發育和功能的研究，以及阿爾茲海默症及柏金遜
症等神經退化性疾病藥物的研發等方面有傑出貢獻。
葉玉如對當選為外籍院士感到榮幸，相信這有助她與
更多國際知名科學家合作和交流，推進科大理學院在
科技研究及教育取得突破。

本身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的科大校長陳繁昌讚
揚葉是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的榜樣，校方期望其
成就能啟發香港新一代於科學領域上開拓自己的路
向。
葉玉如於2001年已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是中

國科學家的最高學術榮譽，2004年她當選為發展中
國家科學院院士，另獲歐萊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舉
為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為生命科學領域首位得獎的
中國人。她並於2003年及2011年兩度獲頒國家自然
科學獎。2011年她獲法國政府頒授「國家榮譽騎士
勳章」。
作為國際知名的神經生物學家，她持有23項專
利，曾在頂尖國際學術期刊發表逾250篇論文和綜
述，被引用超過17,000次。

東華學院首加學費 平均4%

■葉玉如近
日獲美國國
家科學院選
為 外 籍 院
士。

科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電子學習平台
能紀錄和快速分析學生的表現。保良局田家炳
千禧小學將學生在英文科電子課堂的平日表
現，取代一年兩次的期中考，納入該科成績
內。校長冼儉偉表示，此舉既可減輕學生考試
壓力，又能鼓勵學生專心上課。另外，該校使
用按程度分等級的電子圖書庫，照顧不同能力
的學生，並結合遊戲功能讓學生練習英文生
字，提高其學習興趣，體現電子學習的好處。
該校計劃在2015學年/2016學年起，所有小一
新生將全面使用電子教科書。
田家炳千禧小學自2011年成為教育局「電子
學習試驗計劃」先導學校，獲撥款200萬元於
初小推行為期三年的英文科試行電子學習。在
電子學習的配合下，校方決定刪減英文科每學
年兩次的期中考試，並將學生平日的課堂表現
計算在該科成績上，共佔30%，目的是鼓勵學
生專心上課，並減輕其應試壓力。
而為配合日常電子學習課堂，該校至今已經

累積237本電子圖書和54個應用程式，冼儉偉
表示，「電子圖書庫」的書本分三個能力級
別，程度較理想的學生能接觸的書量較多，反
之較少。在電子平台上，系統會自動紀錄學生
離校後的閱讀習慣，可將有關數據用以回饋教
學，「這本書他看過幾多次，看多久，何時登
入系統，都可以做分析和統計；也會知道幾多
人答對答錯練習題目。」他指經一年試驗後，
教師已經發現原本能力最弱的學生已經不屬於
最低級別，反映電子學習有望令學生進步。

家長反應佳「不會返轉頭」
另該校教師又會按學生需要構思如何編撰應

用程式，例如部分練習程式會採遊戲模式，學
生回家後「打機」，便可鞏固課堂上已學習的
英文生字。程式並設有「龍虎榜」顯示不同學
生的水平，推動各人學習動機。
今學年該校電子學習已擴至二至四年級多個

科目，冼儉偉表示，家長對電子教學反應良
好，大部分人已自行購買平板電腦，電子學習
「不會返轉頭」，計劃在2015學年/2016學年
入學的小一新生全面使用電子教科書。

■冼儉偉認為，電子書只是用以輔助教學的工
具，學校可同時保留抄寫練習。記者馮晉研 攝

上個學年試行電子教學的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在小
四其中一班的中文科進行電子教學，本學年擴展至小

五兩班，並加入英文和數學兩科。該校副校長陳珮珊表
示，照顧學習差異是電子學習的優勢。她表示，試過要求
學生造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愣住了，望着你
傻笑，不知道怎樣作。」其後改用電子學習後，她再度要
求學生作詩歌，學生可即時上網找資料圖片，又參考電子
書的例子，結果該學生「4節（詩歌）寫到一節」。
她又舉例，有部分學生因怕發音不準或害羞，不敢在課

堂上用普通話朗讀，「把口撬不開」。不過，在電子學習
下，教師要求學生自行拍攝錄像，在鏡頭前朗讀一節文
章，然後將錄像功課上載到平板電腦交予老師，學生老師
便能查收，並加以指正。陳珮珊指，暫時未看到電子學習
對學生考試成績的影響，不過，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度明顯
增加。

同學：不會分心 學中文更有趣
該校小四學生林同學認為，使用電子書學習比使用傳統
書本上課更好。她指電子書能即時顯示字詞詳細解釋，老
師又分享其他同學優異的作文，大家都可以即時在平板電
腦上看到，方便學習。老師又會在課堂給指示，何時聽講
及何時使用電子書，同學不會因為使用電子書而分心。同
級的郭同學指，一個35分鐘的課節就大約有10分鐘使用平
板電腦，平日在家可利用平板電腦做網上功課，甚為方
便。他又認為，電子學習令學習中文變得更有趣味。

教師免「巡邏」進度盡掌握
在推行電子學習的班級上，教師要求學生在平板電腦上
做習作，完成練習後進行課堂討論。同樣力推電子學習的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校長冼儉偉表示，有別於傳統教學
模式，受惠於
即時的「學習
反饋系統」，
教師透過平板
電腦可了解學
生是否完成練
習，並選擇展示
全部或單一學生
的作品。教師毋
須在班房「巡
邏」，便可即時
跟進學生學習進
度，並能以學生
作品作教材，讓
學生欣賞其他
同學的作品，
課堂互動性大
增，協助教師
教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上星

期公布了新學年的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

積極推動電子學習模式。有學校早在幾年前

應當局邀請，在部分級別和科目引入電子教

學，至今已累積不少實戰經驗。有最近試行

電子書教學的學校指，電子教學能有效照顧

學習差異，令害羞學生敢於開口朗讀普通

話，也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成功作詩；此

外，教師以往需「巡邏」班房逐一檢閱學生

的課堂練習，現在卻只需一部平板電腦在

手，即時掌握所有學生做練習的進度和答案

內容，教學效率大增。

■陳佩珊表示，有效照顧學生的學習差
異，是電子學習的優勢。記者馮晉妍攝

功課多用紙筆 不怕執筆忘字
小學生只需在平板電腦上「手指指」便能「寫」

出中文字詞，令部分家長擔心更易令子女執筆忘
字。有校長指，電子書主要用以輔導教學，但學生
功課仍以紙筆為主，生字和書法練習會保留，不會

削弱學生的寫字能力。有電子書商特別設計單字練習，
教學生自學生字的筆順，加深對字詞的印象。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校長冼儉偉表示，電子書只是

用以輔導教學的工具，而在學校推行電子學習後，紙筆
功課也不會少太多，重點是「哪些科目適合用電子書，
哪些科目適合用手寫(功課)，需要平衡」。他解釋，該校
未有設定手寫和電子功課所佔的比例，但一般來說，是
配對題可改用電子板練習，而生字和書法練習則保留，

強調不會削弱學生寫字能力。
冼儉偉續指，善用科技能有效培養小朋友的能力，但不

能濫用科技，使學生失去應有的能力和技巧，所以該校堅
持由學生自行記錄功課和重要通知，培養寫手冊的習慣。
有電子書商亦留意到家長關於學生寫字能力的憂慮，

特別設計中文字練習內容。有開發小學和初中中文科電
子書的華夏文化代表張先生表示，在中文科電子書學習
單字的練習中，會要求學生書寫正確的生字筆順，若學
生寫錯，生字不會起任何變化，若書寫位置顏色轉換，
即代表學生筆順正確。有關設定可讓學生不用外求而學
習中文字的正確筆順，若自行溫習，便能加深對生字的
印象。 ■記者馮晉研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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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學生使用電子書上課的情況。 記者馮晉妍攝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於部分班級試行電子書，校方認為對照顧學生的學
習差異及提升教學效能有一定幫助。 馮晉妍攝

■小四生郭同學。 馮晉妍攝

■林同學。 馮晉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