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會教委會下周一議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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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試題反傳統
問應否愛「一萬年」？

港大教授啟發學生思考 融入《灰姑娘》《西遊記》等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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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會貫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全
港性系統評估（TSA）的暫緩及存廢
最近備受爭議，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
會將於下周一討論有關問題，屆時亦
會有相關團體代表與教育局會晤。負
責檢討TSA的委員會兩個小組，分別
已於前日及昨日開會討論。據悉，委
員會正商議下次開會時間表。
教育局昨日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重

申，局方承諾於本月底或2月初宣佈
檢討TSA初步建議，現階段不宜倉促
就單一的建議（如暫停今年小三

TSA）作出結論。
TSA檢討委員會成員、家校會主席

湯修齊表示，委員會轄下行政小組前日
已就減少學校過度操練TSA提出多項
建議，包括期望教育局作書面承諾，強
調不會以學校TSA表現作「殺校」指
標，另期望辦學團體承諾，盡量不要過
分操練學生，避免影響TSA成效以及
家長對TSA的信心。另有委員指，小
組曾討論是否暫緩今年小三TSA，但
成員認為此舉各有利弊，所以未有結
論，需要留待下次會議繼續商討。

教員操守議會擬改組增3家長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促
進教師專業操守，教育統籌委員會轄
下工作小組經廣泛諮詢教育界及家長
代表後，去年11月向教育局提交報
告，建議改組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
會，包括新增3名家長代表；處理投
訴個案方面，則分為調查及聆訊兩個
階段，由資深教師及業外人士組成的
獨立聆訊小組負責後者，免除「自己
人查自己人」情況，以提升操守議會
代表性及公信力。
教統會工作小組參考多個外國及本

地專業團體實況，以增加操守議會中
不同持份者及業外人士的參與。在建
議的新組成方法下，議會28名成員
中，13人由不同類別學校教師選舉產

生，另8人則來自師訓機構、辦學團
體、教師團體等；餘下成員則包括3
名業外人士及1名教育局代表，以及
新增3名家長代表，由家校合作委員
會選出。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已就上述報

告建議向各持份者解說並取得認
同，局方將以開放態度和長遠目光
落實建議，以提升教師專業操守。
至於關於社會提出成立「教學專業
議會」的意見，發言人指業界對其
角色、功能、組成方法、運作模式
等細節一直有不同意見，經多年討
論，至今仍未達成共識，局方會繼
續檢視情況並保持溝通，再作通盤
考慮。

IVE生渣馬「實戰」統籌應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一年一度的渣
打馬拉松盛事即將舉行，每年除了有大批跑手參
賽挑戰自我外，原來還有一班學生參與統籌、執
行等幕後工作，透過「實戰」裝備自己，為日後
投身社會作準備。職業訓練局轄下專業教育學院
（IVE）本年派出70名工商管理學生，於渣馬嘉
年華會及賽事擔任實習活動統籌。有連續第二年
參與的學生難忘過往曾遇選手留難，幸成功活用
課堂所學安撫對方，助人之餘，自己亦能累積臨
場應變技巧，機會難得。
IVE活動及推廣市場學高級文憑二年級生陳
葦殷及陳靜雯，連續第二年參與活動，今年她
們「升級」為組長，帶領一年級師弟妹在詢問

處為選手提供服務。

遇洋選手留難 顧對方感受道歉
提及去年實習經歷，葦殷憶述，當時於出口

位置控制人流時，遇上一名帶法國口音的外籍
男選手，對方無視指引企圖從出口進場。為免
做壞規矩，葦殷上前勸阻，對方不滿攔路面紅
發難，葦殷根據課堂所學到的待客之道，第一
時間道歉，「這並非承認大會安排出錯，而是
為客人遇上不快經歷而真誠道歉，嘗試了解對
方感受。」
安撫對方情緒後，葦殷耐心跟他指示正確入

口位置，「該用哪種手勢作指示其實大有學

問，例如不宜伸出手指指方向，因這帶有『命
令』意味，容易冒犯對方」，而全程保持禮貌
及笑容，亦會事半功倍。最終該名選手依從指
示入場，離開時更主動與葦殷握手，讓她非常
難忘。
負責組織實習的IVE講師關樹楨指，香港活動

統籌工作需求龐大，學生參加渣馬實習，可從中
觀摩了解大型活動的分流運輸、擺設佈置等不同
問題，累積經驗。另一IVE講師任敏儀補充指，
以活動形式推廣產品能讓客人親身體驗，有助建
立品牌形象，近年愈見普遍，如學生有活動統籌
技能，從公關、客服、市場、展覽會以至婚宴統
籌等工作也能涉獵，出路廣泛。

■本年IVE派出70名工商管理學生為選手及參與者提供查詢、接任等
服務。圖為去年渣馬活動。 IVE供圖

■左起：關樹楨、陳靜雯、陳葦殷、任敏儀。
姜嘉軒 攝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是
不少教師的目標，但教

學22年的港大統計及精算學系教授李文昇坦
言，其實教師每年要不斷重複相同理論，亦
會沉悶乏味。因此，他積極在課程加入一點
點色彩，融入生活例子解釋理論，並加入有
趣試題，藉此吸引學生學習之餘，亦增加自
己的教學樂趣。
統計學與生活息息相關，李文昇指，部

分國際統計學學者亦善用統計學分析社會
議題，但在教師和學生層面，要善用統計
學理論，客觀地剖析各種社會議題，其實
毫不容易。他期望學生先學會多角度分析
問題，「統計學其實可以很有趣，我希望
在課堂上，學生能夠愉快地學習統計
學」。

教「統計學推論」十年 曾感沉悶乏味
「統計學對於日常生活影響可以去到幾

盡呢？」這一問題成為李文昇多年來經常
思考的重心。他教授「統計學推論」科目
已有十年，坦言曾一度感到沉悶乏味，為
提升學生學習統計的興趣，數年前開始從
電影、電視劇、書本等入手找靈感，融入
課堂學習。
李文昇續指，在發掘生活例子及故事過程
中，推動自己深思學科背後的理論，對他而
言也是學習過程。他分享指，如他駕車等待
妻子下班時，看到有家長駕車接孩子放學，
也會結合統計學角度思考家長做法，「有人
選擇在車上等孩子，風險就是孩子要自己過

馬路。如果熄車去接孩子，可能會被抄牌。對於不同
的決策，大家都要做評估，這個過程就是統計學所學
的」。
不過，要發掘合適的故事解釋統計學理論，亦有

一定挑戰。李文昇指，篩選故事較花時間，因為要
令故事不失原意，並可配合理論解釋，「如果牽涉
太多課程以外的理論，對學生而言負荷太大了，這
是有難度的」。他認為，教學相長，除了學生受到
有趣試題及課堂例子啟發思考外，多年來自己從教
學的得着，也是當初的意料之外。 ■記者 鄭伊莎

《未來戰士》講相對論
《哈利波特》談物理

將經典故事或電影情節貫串學
科知識，深入淺出教科學，在學界

亦有其他例子。其中，以研究隱形材料聞名的香港科
技大學物理學系講座教授陳子亭，曾推出「電影與物
理」課程，透過一系列經典電影如《哈利波特》、
《未來戰士》等，向學生闡釋情節中提及的物理現
象。這創新有趣的教學手法，將沉悶的物理知識變得
生動有趣，亦曾獲校方頒發「卓越核心課程獎」。

超現實情節 「電影與物理」解構
科幻電影中的時空旅行、穿越牆壁等超現實情節，
均有於「電影與物理」課程中逐一解構。該課程以非
物理系學生為對象，善用逾百部電影情節展示物理學
定理，例如《未來戰士》中有機械人回到過去的橋
段，原來涉及著名的相對論；《哈利波特》中穿過
「九又四分三月台」，亦如海市蜃樓一樣，可用物理
定律解釋。
科大跨學科課程事務處處長周敬流亦指，大學教育

鼓勵學生跳出課本，學會多角度思考，更全面地把學
科知識應用至生活。身兼該校生命科學部及生物醫學
工程學部教授的他表示，自己授課時亦會以新聞或生
活例子向學生解釋科學原理，例如曾在課堂向學生提
出有外國公司通過培育及分化肌肉細胞研發牛肉，並
教導學生認識肌肉分化過程。
周敬流續指，當學生明白背後原理，考試時就可以

馬肉或狗肉作例，要求學生分析當中概念及分化過
程，「只要學生懂得融會貫通，就算轉了另一例子，
他們也能解釋」。

■記者鄭伊莎

教學相長

除了香港有大學會以特別試
題考核學生，內地大學早前亦

曾出現「神考題」。有法學院試題要求考生從4張
照片中選出任教老師的照片，以分辨哪些學生經常
缺席。不過，香港多所院校其實都有其既定考試機
制，試卷需要獲教學質素小組審議，「神考題」未
必會在考試中出現。另外，部分傳統學系出題模式
傾向謹慎，不適合以創意試題考核學生。

中大中文系系主任：試卷需謹慎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主任何志華接受本

報查詢時指出，教師教學時可活用生動的教學手
法，以增加學習興趣，「但因中文系課程與古代文

獻相關，所以無論測驗或考試，試卷均較謹慎，需
要按傳統出題模式，考核學生文學理論等知識。」
他又指，系內試卷需要經過多重審議，出卷教師多
番審閱後，亦要交由系內小組及大學教學質素委員
會審議，以確保試卷質素。
至於會以電影情節或經典故事出題的港大統計及

精算學系教授李文昇則指，以故事形式考核學生，
僅可在期中考出現，因為期末試佔課程總分較大比
重，擔心若學生解錯題目或導致整份卷失分，後果
嚴重。對於考試卷別，他又指，負責出題的教授會
把試卷交予學系另一教授及主考官覆核，確保試題
無誤。

■記者鄭伊莎

質素小組審試卷「神考題」難出現
偶一為之

李文昇早前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若學生單純地接納
課堂知識，並不利於思維訓練，「單靠學習課程的

理論，難以訓練邏輯思維。統計學是充滿變數的學科，
現在學生學習的理論，部分在數十年後可能會被推翻。
我希望同學學會過濾不同資訊，懂得分辨哪些是真、哪
些是假，從而鞏固思考模式。」
數年前開始，李文昇在其任教多年的統計學推論課程

上，嘗試多運用不同例子解釋統計學理論，啟發學生思
考；更把街知巷聞的電影、中國經典小說、童話故事等
化作期中考試試題，佔全科總分約12%。其中，前年整
份期中考試題目圍繞《金瓶梅》武大郎及潘金蓮的愛恨
故事；去年試題圍繞電影《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
中，紫霞及至尊寶的愛情故事；另亦有試卷以《灰姑
娘》為題，講述灰姑娘與王子的奇遇。

武大郎遭毒殺 孟婆湯喝不喝？
上述故事與統計學理論看似毫不相關，如何把兩者拉
上關係呢？李文昇解釋說，《金瓶梅》中武大郎被潘金
蓮及西門慶毒殺，死後經過奈何橋，決定要否喝孟婆
湯；《西遊記》中至尊寶被紫霞發現「一腳踏兩船」，
在紫霞打算一劍刺死他時，決定要否說謊保命；以及灰
姑娘在舞會結束後，與王子離別時決定要否留下一隻玻
璃鞋等，均可以運用統計學決策論解釋，因他們決策時
需要把風險減至最低。
這些故事的延伸情節亦變成難度較高的試題，例如
《西遊記》劇情提及至尊寶向紫霞說謊保命時說：「如
果非要在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但
李文昇卻在試題顛覆經典「一萬年」之說，問及學生根
據決策理論應該要答多少年。《灰姑娘》中王子與灰姑
娘別離時，看到灰姑娘遺下的玻璃鞋，同樣問及學生根
據決策理論，王子應否追出去。

運算條件 計王子應否追出去
李文昇解釋，前者要視乎至尊寶是否視紫霞為真愛，

如是，數字愈大愈好；後者則視乎王子有多信任灰姑娘
為富家女，值得他追出去，數字亦是愈大愈好，「學生
要運算證明當中的條件，計算去到哪一個程度就要追、
或不追。」
他笑言，學生要在限時45分鐘內完成試題並不容易，
頗多人單是解題已花掉大部分時間，後部分試題「交白
卷」，因此普遍人應考表現一般。不過，他期望題目可
刺激學生思考，「統計學意義是從多角度思考，不要讓
主觀的框框限制。」不少學生應試後向他反映，這些
「鬼馬」試題的確成功鼓勵他們更深入地思考，更有趣
地學統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學術理論與
知識很容易給人艱深抽象的感覺，但如果學得
其法，也可有趣地應用在不同範疇。其中，涉
及大量數字分析的統計學，往往被視為沉悶及
複雜的學科，試題也離不開乏味的公式。不
過，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教授李文昇卻打
破了這個「傳統」，把電影《西遊記大結局之
仙履奇緣》、中國經典小說《金瓶梅》、童話
故事《灰姑娘》（Cinderella）等有趣情節融
入試題，要求學生善用統計學理論運算及演
繹，提升學習興趣及成效。

■試題圍繞電
影《西遊記大
結局之仙履奇
緣》中紫霞及
至尊寶的愛情
故事。

鄭伊莎 攝

■《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電影海報。 資料圖片
■李文昇將部分電影、中國經典小說等有趣情節融
入試題，提升了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 鄭伊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