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談起電競，只會想到坐在電腦旁的

桌面遊戲(桌遊)？其實現時手機遊戲(手遊)競賽的發展快速，覆蓋面更

由13歲至40歲也有！九龍電競館與台灣電競公司Garena合作，昨日

在本港舉行手遊《傳說對決》城市賽香港站，共有128隊、逾800人

參與。有中二女學生們組隊參賽，期望吸取實戰經驗，更有熱愛打機

的餐廳打工仔一起組隊參賽，認為是最好的減壓方法。九龍電競館負

責人鄺君賢說，手遊電競發展迅速，相信未來5歲至18歲的年輕人會

對此更感興趣，或期望以此作為職業。

打工仔學生妹決戰《傳說》
手遊電競賽港站吸逾800人參戰 不分年齡性別齊齊玩

《傳說對決》城市賽首站為香港
站，昨日早上於九龍灣國際

展貿的九龍電競館，已齊集眾多年輕參
賽者準備對戰，賽事先以一戰論輸贏方
式淘汰隊伍，及後決賽以三盤兩勝方式
決定名次。排首名的隊伍將會代表香港
區，到台灣Garena內湖電競館參加城市
總冠軍賽，最終勝出隊伍將為職業電競
隊的種子隊伍。

全女班組隊 學團體合作
昨日手遊競賽戰況激烈，其中以全女
班姿態參賽的13歲至14歲中二學生，
她們都是抱着學習的心態參賽，隊員之
一的Tweety表示，大家都是就讀同一
班，也很喜歡手遊所以組隊參加，事前
沒有什麼訓練，「都係膽粗粗就參
加」。同為隊員的Elaine說，雖然在首
階段被淘汰，但是在當中學到團體合
作。被問到打機對她們來說是什麼，她
們均認為，學生也有一定壓力，打機是
放鬆及娛樂，不會過分沉迷。
除了中學生參與，更有職場上的「好
戰友」一起組隊參賽。太興集團旗下的
餐廳品牌組成兩隊共10人一起參賽，年
齡由24歲至32歲不等，領隊為餐廳區
域經理陳智豪。他表示，半年前成立電
競隊，因為「做餐飲好辛苦，我哋有機
會休息下都會打機，慢慢就搵到班志同

道合的朋友」。他們在放工及放假時也
會集合一起練習。他續指，為了今次比
賽加緊練習，一星期練足3晚，準備時
間長達1個月，認為大家工作合拍，在
網上世界亦分工清晰，很有默契。

年紀大不應玩？「只是忠於自己」
年齡不是限制尋找夢想的理由，場內
有一隊叫「TEAM Q」的隊伍，年齡由
18歲至 40歲不等，40歲的Walker 表
示，由小到大都很喜歡電子遊戲，雖然
曾有人說他年齡大，質疑他不應玩手
遊，但他認為只是忠於自己，做自己喜
歡的事。
隊內唯一女將MO說，以平常心參

賽，主要為感受氣氛，又認為手遊現時
有很多女孩子一齊玩，大家志在輕鬆一
下。
九龍電競館負責人鄺君賢指，《傳說對

決》去年都有來港宣傳，但昨日賽事看
到參賽人數增加，相信都有4倍增長，
認為是手遊方便大眾令參與率普及。
他指，「手機個個人都有，但是桌遊
的裝備都需要一定的費用，唔係人人負
擔得到。」他又認為電競影響很多人的
生活模式，「而且呢班人數目唔細」，
並說以前看球賽的人或會轉看電競賽，
相信將來電競行業在5歲至18歲的年齡
層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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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產業發展蓬勃，就連財
政預算案都撥款1億元予數碼
港發展電競業。不過本港電競
業正慢慢轉型，除了組隊參與
大型國際賽事外，更與不同商
家合作，為電競賽事增添特
色。九龍電競館負責人鄺君賢
說，電競業現在有無限發展的

可能性，發展出新一套的商業模
式，直言「不只是玩遊戲咁簡
單」。他舉例說，今次手遊賽事與
氣味公司合作，刺激參賽者五感，
未來更打算與食肆合作力推另外一
個手遊，但承認營運上有一定壓
力，期望當局在職業配套及發展等
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鄺君賢表示，社會對電競行業看法不錯，
亦很樂意政府撥款1億元予電競業，但他認
為要長遠發展電競業不但是場地的支援，更
重要的是培訓職業隊出外對戰，「每場比賽
只有1隊勝出，但不代表輸了的就是差。」
他認為，營運一個電競團體除了需要時間，
對選手的津貼及投放資源也很重要，承認有
一定的營運壓力。
他續指，早前組隊的「電兔88」現時有9

名成員，均是來自港澳地區，部分成員在電
競品牌取得一定知名度，未來打算到內地招
人。鄺君賢說，7月打算在澳門發展電競
館，而內地則在下年，形容「太多活動要
搞，做唔切」。
台灣電競公司Garena負責人林文彥說，

香港很有潛力發展電競，公司未來亦會增多
資源於港澳地區的投資。他續指，台灣政府
已視電競為體育項目，在法律上亦對選手提
供一定的福利及保障，期望香港政府都可以
在政策方面支援電競行業，先踏出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發
展
可
能
性
無
限

政
府
支
援
非
無
限

業
－
界
－
點
－
睇

曾於 2015
年參選東區
佳曉選區的

民建聯「小花」、社區幹事植潔鈴
（Elaine），一直堅持服務社區，
在臉書（facebook）不難發現她在
區內服務市民的蹤影。「貼地」的
Elaine近日拍片，和網民分享小西
灣邨的問題。原來，邨內有一條長
達百多級的樓梯，不少街坊每天亦
要經歷「漫漫回家路」。Elaine希
望，可以爭取興建升降機，改善人
人暢道通行計劃。
區區有問題，民建聯亦「區區有

幹事」。Elaine在影片中說，自己
是小西灣邨居民，由上邨走到下邨
只有兩個途徑，可以選擇走百多級
的樓梯，或經過商場「兜大圈」。
她說，不少街坊反映拿着手推

車、抱着小朋友，甚或長者走樓梯
亦有很多不便，她便拿了一架手推
車進行實測，結果十分狼狽。

Elaine坦言：「咁多年以來每日
上上落落，都要被迫兜入商場，但
商場設計又三尖八角，樓梯多多，
相信大家都有同感。」她建議特區
政府研究興建升降機，用「新思
維」改善人人暢道通行計劃 ，方
便區內街坊「上落山」。
她在影片還訪問了多名街坊的意

見，大家紛紛對出入表達不滿。何
太分享了自己的「慘痛經歷」：
「有一次我抱住孫子，因為下雨梯
級濕滑，我整個人跌倒了。」羅婆
婆也說，要最少半小時才可以到達
下邨，倘能興建升降機，將會方便
長者及行動不便的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植潔鈴倡建𨋢 免街坊「兜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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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本港學界近年積極發展STEM（科
學、技術、工程、數學）教育，有
位於九龍城啟德的小學受舊機場歷
史啟發，在校裝置模擬飛行駕駛艙
及近30套模擬飛行電腦軟件，透過
不同飛行任務培養學生認識飛行原
理。校方指計劃結合英語、常識、
地理等跨學科元素，有小學生認為
飛行遊戲有助理解常識課上提及的
不同知識，也學會於地圖找尋座
標，寓學習於娛樂。
「今日我們的目的地是『倫敦

眼』摩天輪，大家不用
飛得太高，看到高樓大
廈 就 可 以 助 識 別 位
置。」聖公會聖十架小
學課程主任莫昭文在午
膳後帶領同學到電腦室
進行模擬飛行訓練，約
30名高小學生手握飛行
操控搖桿，控制熒幕中
的飛機穿州過省前往指
定目的地。
六年級學生劉嚴一邊

控制着飛機，一邊跟記
者解釋熒幕上各個錶碼

的用途。

理解常識知識 增看地圖能力
原來他是這項飛行遊戲的常客，

一有時間便會練習，除了覺得好玩
以外，劉嚴認為遊戲過程有助他理
解「作用力或反作用力」、「白努
利定論」等常識課知識，看地圖的
能力也因此突飛猛進，「以前看着
地圖只留意地名，現在則會着意方
位與坐標」，他非常享受飛行樂
趣，未來希望成為飛機師。
莫昭文指，透過飛行任務，學生

可以認識不同的飛行英文術語，了
解世界地理環境，在操作飛機之中
可學習風向、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
不同原理，令學生學習事半功倍。
校長陳頌康分享指，該校坐落啟

德舊機場遺址，受此啟發再配合
STEM教學發展，遂打造飛行專題
學習項目，該校亦有安排學生參觀
機場或訪問機師，並與內地姐妹學
校合作，讓學生到西安航空飛行學
院交流。
同日該校小五常識課安排學生製

作太陽能車，伍逸朗跟同組同學所
設計的車子出了故障，摩打不時脫
落，他們連忙用膠帶將其固定，其
他組別也積極透過試車觀察問題，
思考如何改進。伍逸朗表示，製作
太陽能車本是要學習常識課上提及
的閉合電路，但經過數堂努力砌
車，成功令車子愈走愈快，很有滿
足感。
教育局近年積極向學校提供

STEM教育學習支援，教育局首席
教育主任（課程發展）鄭銘強表
示，推動STEM是局方重點項目，
會定期檢視對學校與教師的需要，
適時優化措施。

學童試「揸飛機」邊玩邊學STEM

■鄺君賢認為要長遠發展電競業更
重要的是培訓職業隊出外對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植潔鈴拿手推車挑戰「長命梯」。 片段截圖

■■學生透過模擬飛行任務學習飛行原理學生透過模擬飛行任務學習飛行原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攝

■幾名中二女學生們組隊參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MO(左二)指現時有很多女孩子玩手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九龍電競館舉辦《Garena傳說對決》城市賽香港站，優勝的選手將會代表香港出戰台
灣的國際性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太興集團旗下的餐廳品牌組成兩隊共10人
一起參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有選手蓋着頭打遊戲，難道這是可以提高
注意力的辦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