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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英語讀聽力 港有進步仍遜星

助特教童有良方：接納與關心

仁大獲准新學年增博士課程
擬設中英文心理學等6科 修讀期間受薪協助教研

理大西南交大合設中心研軌道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公開大
學日前頒授榮譽院士學位予維多利亞教育機
構總校長孔美琪、放射診斷專家林柏年、城
大化學系講座教授譚鳳儀、權智有限公司創
辦人譚偉豪。

黃玉山感謝無私挺大學
頒授典禮於上周五（3日）舉行，公大校董

會主席黃奕鑑致辭時表示，4位院士皆為其相
關領域的先驅者，他們不僅啟迪和領導其專
業範疇的發展，更致力於教育和啟發年輕一
代。公大校長黃玉山感謝他們過往對大學的
無私支持和幫助。
孔美琪是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總校長，亦出

任公大教育及語文學院學術顧問小組成員，
以及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榮譽顧問；林柏年
是放射診斷專家，曾率先把無片數碼放射技
術引進加拿大，創醫學界的先河；譚鳳儀現
為香港城市大學化學系講座教授，亦為公大
科技學院多個環境學課程的校外課程顧問，
並自2014年起出任公大課程檢討及評審委員
會校外委員；譚偉豪是權智有限公司創辦
人，曾出任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別議員，亦曾
任公大校董、財務委員會成員，以及學生貸
款管理委員會主席。

仁大發言人表示，大學致力發展學術研
究，期望教學相長，並為有志循研究

發展的年輕學者提供多一個渠道，日後將增
設更多哲學碩士及博士課程。教育局昨日向
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指出，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局已於今年9月通過仁大擬開辦的12個課
程評審，包括6個哲學博士及6個哲學碩士
課程，涵蓋中文、英文、心理學、經濟學、
歷史學及社會學。
另外，評審局亦在7月通過恒管開辦創意

管理理學碩士課程的評審。
文件指出，在行政會議的建議、行政長官

指令批准下，通過兩院校頒授相關學位，認
為此舉對經濟並無重大影響， 對財政、公
務員、生產力、環境、家庭及性別議題也沒

影響，卻可擴闊學生的課程選擇及有機會培
養更多人才，對可持續發展有正面影響，但
由於涉及的新增學額不多，影響並不顯著。

研究院學生可獲安排宿位
仁大發言人表示，開辦6個範疇的哲學碩

士及博士課程，預計開辦5年後，合共取錄
不多於20名學生，而合資格的學生在修讀
期間會獲安排任研究員或教學助理，協助相
關教授的教研工作，每月可獲得1.5萬元的
獎學金津貼。當中，哲學碩士以2個學年
計，博士以3個學年計。大學亦會替有需要
的研究院學生安排宿舍宿位。

全日制學費 6.9萬元一年

學費方面，哲學碩士及博士課程的全日制
學費為6.9萬元一年，兼讀制學費則為4.6萬
元一年。碩士課程要在最少24個月完成課
程，博士課程則要在最少36個月完成課
程。
發言人續指，仁大是一間教學型大學，同
時要發展學術研究，期望能為有志循研究方
向發展的年輕學者提供多一個渠道。長遠而
言，亦將在校內其他學系增設哲學碩士及博
士課程，但暫時未有時間表。

採英美混合模式 須交論文
仁大研究生院總監王建元今年年初接受

《樹仁簡訊》訪問時曾指出，計劃開辦的哲
學碩士及博士課程均屬研究學位（research

degree），採用英國與美國混合模式，並要
提交論文以完成課程。
他又指，在開辦初期，每個學系錄取的研

究生將不會超過2人，整個研究生院也不會
超過20名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前日通過

樹仁大學及恒生管理學院的申

請，批准兩校頒授合共13個碩士

及博士課程學位，兩校計劃在

2018/19學年開辦課程。換言之，

在2006年升格為大學的仁大將成

為本港首間可頒授博士學位的私

立大學，校方擬開辦中文、英文

及心理學等6個哲學博士課程，意

味着其發展將踏入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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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譚偉豪、譚鳳儀、孔美琪及林柏年。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與內地教育交流愈
見頻繁，本月初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香港荃灣商會學
校及學與教專業學會的代表到訪廣東省雲浮市探訪考
察，並與相關教育部門和學校簽訂了教育合作意向書。
其中荃灣商會學校與郁南縣連灘鎮中心小學成功締結姊
妹學校，又與新興縣實驗小學就姊妹學校安排進行磋商
並達成共識，深化兩地教育交流。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荃灣商會學校校長

周劍豪、香港學與教專業學會會長黃伯壎等人在11月4
日至6日到雲浮市多個地方進行教育考察，又與當地教
育官員交流，及參觀中小學及其他教育設施。
其中在郁南縣，荃灣商會學校與連灘鎮中心小學就締

結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兩校會建立合作關係，共同
交流教育教學管理經驗，提高治校水平。
周劍豪指，期望有關合作能促進兩校發展，從而推進

香港與內地學校的文化交融。至於在新興縣，一行人又
與當地代表舉行了「新興香港兩地教育交流合作座談
會」，就促進兩地教育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分享意見，
雙方亦簽署了《兩地教育交流合作意向書》，其中新興
縣實驗小學與荃灣商會學校也就締結姊妹學校展開磋
商，並達成了共識。

港校雲浮考察
締姊妹校深化交流

■香港教育界人士到訪雲浮市新興縣交流座談。
新興縣教育局微信圖片

■仁大將成為本港首間可頒授博士學位的私
立大學。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人
一直對自己的英文水平非常重視，一項
國際調查報告顯示，以自行到網上進行
測試的網民計，港人有關英語閱讀及聆
聽能力今年排名全球第二十九位，較去
年微升一位，位居亞洲第五，屬全球中
等水平。而新加坡則排名全球第五、亞
洲首位，成為歐洲以外首個躋身全球前
五位的國家。
私人英語教育機構EF英孚教育昨日
發佈第七版「全球英語能力指標」，收
集全球80個國家及地區、超過100萬名
自行到該機構網站應試者的英語測試數
據，調查只考核英語閱讀及聆聽能力，
統計出各地的英語水平及排名。
其中香港排第二十九位，評分較去年
微升1.52分至55.81分，英語熟練程度
屬中級水平。而荷蘭再度位列榜首，得
分71.45分，其次為瑞典得分70.4，及
丹麥得分69.93。
調查亦顯示，常被拿來與香港比較
的新加坡則較去年提升8分，排名位列
亞洲第一，全球第五。而以亞洲區
計，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亦保持全球15
名之內，印度則排第二十七位，都較

香港高。

調查機構：港缺英文環境
英孚教育指，雖然港人英語能力排名

微升，但分數只多1分，進步遠不及新
加坡。
機構認為香港需要繼續加強兩文三

語，改善在職人士英語培訓、增加英語
老師培訓投資，並充分利用科技和網上
學習工具、增加日常生活對英語的接觸
等，以幫助香港市民提高英語水平。
機構又指，目前本港缺乏英文環境，

生活中英語較不常用，以致缺乏提升英
語水平的動機。而教育系統亦強調學習
詞彙及文法，忽略英語溝通交流能力的
培訓，令學生難以做到活用英語。

「良師香港」倡助基層學英語
推動非牟利教育支援的「良師香港」

行政總裁陳君洋指，香港基層學生因教
學資源所限，缺乏應用英語的機會和習
慣，妨礙其升學和脫貧的機會，又表
示，很多港生對英語的概念只有背書和
默書，國際視野狹窄，看不到學習英文
的需要。

他建議香港政府和企業可以考慮提供
針對草根階層的英語體驗資助，加強其
與世界的聯繫，同時亦需增強「失敗文
化」，在語言學習上要不怕出錯。
前大律師、現為英文補習教師的林作

則表示，不可以只等待政府做事，「能
者自救，最終的動力來源是我們自

己。」
他分享自己曾自學英文，加強會話能

力，令自己在海外讀書時跟外國人「一樣
吹得」。他建議學生看英語影片時不要只
留意內容，更要注重角色對話方式，例如
政治家的訪談節目或與演員間的對答，都
可以幫助同學提升英文能力。

校園內，不時聽到有
男 生 叫 喚 「 婷 婷
BB」，相信不少女生
都非常羨慕有如女神般
的外號。婷婷，今年已

經是中六生了，她長得高大，留着長長
的頭髮，樣貌真的有幾分像某女明星。
若不是我一早認識她，真的很難想像到
婷婷是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
女孩。
還記得她剛剛升中不久，已有很多老
師注意到和談論她，只因她在任何課堂
都不能安坐，不停地說話，動作很大，
行為舉止如同男孩，行事又衝動，沒有
考慮後果。結果，她和男同學發生肢體
衝突，於是她很快被轉介來見社工。
在第一次的面談中，她已坦白地告訴

我，她自小學開始已定期看精神科醫生
和服藥，因為自己實在太「百厭」，總
不能定下來，常常亂碰亂撞，令自己一
身傷痕，同學們亦害怕與她交朋友。
踏入中學後，她很想重新開始，既要

避免媽媽再收到學校投訴，又要結識多
一點朋友，單靠藥物來支撐，她也心知
不足，所以常常虛心地求教於筆者和輔
導老師，學習如何去控制自己的衝動和
與同學和諧地相處之道。

強化「行為抑制」助過度活躍生
筆者便參考了羅素．巴克教授提出以

「執行功能混合模式」來幫助患有專注力
不足或過度活躍症的孩子，目標是要強化
他們的「行為抑制」和「執行功能」。
每當婷婷準備出現衝動的行為時，筆

者總會引導她去暫緩她未經深思熟慮的
反應，即「行為抑制」；然後再協助她
運用有關的執行技巧來處理。我常常吩
咐她「停一停、諗一諗、三思而後
行」。
當她日漸長大，在複雜的人際關係

上，已能迎難而上，還當起社長、校隊主
要球員和運動員等，過程雖然有起有落，
堅毅的婷婷還去看很多心理學和人際關係
的書籍，來改善自己。其執行技巧「後設
認知」和「靈活變通」也愈加成熟。
另一方面，婷婷一直都依從醫生的

話，直到現在仍在服藥。曾經被同學取
笑的一句話：「你今天是否未吃藥？」
令她放棄吃藥，這時她在運動場上有用
之不盡的精力，跑出更快和更好的成
績。反之，吃藥時會心悸到怕衝跨不過
欄，影響表現。

慢慢試出「服藥的藝術」

不過，停藥的時間並不長，因為她根
本不能專心上課和學習。「服藥的藝
術」就是這幾年間，她與精神科醫生慢
慢試出來的。今天她也不怕告訴別人自
己有服藥，而且會說藥物是有效的。
最近，我問這剛滿 18歲的少女：

「是什麼讓你克服專注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是藥物或輔導或心理治療？她充
滿信心地告訴我：「是一個從沒有埋怨
過半句、對我不離不棄的好媽媽！」她
的答案正好反映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孩子之良方妙藥──別人的接納和關
心。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蘇善梨
查詢電話：2527 317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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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推
進中國高速鐵路技術發展，香港理工大
學與西南交通大學進一步加強策略協作
夥伴關係，成立「軌道交通安全監測技

術創新中心」。校方指創新中心的研究
方向包括研究及開發相關技術，兩校將
進一步善用各自優勢深化產學研合作，
希望長遠有助國家軌道交通發展。

是次協議由理大產學研基地（深
圳）有限公司與四川西南交大鐵路發
展股份有限公司（交大鐵發）於10月
27日簽訂。西南交大北京研究院院

長、交大鐵發董事長王鵬翔帶領專家
代表團來港出席在理大校園舉行的簽
約儀式，與理大副校長（科研發展）
衛炳江簽訂合作協議書。

王鵬翔：挺「帶路」大灣區
王鵬翔指，理大與交大鐵發先後在

2012年和2014年，就京滬高鐵、蘭新
高鐵等重大國家工程進行科研合作，此
次藉着創新中心作為合作平台，兩校將
進一步以各自優勢深化合作，支援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
理大發言人指，創新中心的研究方向

包括研究及開發，包括「鐵路軌道和路
基的結構健康監測系統」、「針對高鐵
列車及列車部件的結構健康監測系
統」、「輪軌損傷診斷和預測方法，以
綜合評估車軌健康狀態」及「建立實驗
室，在線監測與監控實時反饋數據」。
交大鐵發和理大代表將會共同領導創

新中心，理大團隊由國家軌道交通電氣
化與自動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
中心）總監、理大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
倪一清帶領。

■私人英語教育機構EF昨日發佈第七版《全球英語能力指標》。 受訪者供圖

■理大與交大鐵發團隊攝於理大深圳產學研基地的軌道交通安全監測技術創新中心。 理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