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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今學年起
將香港與內地「姊
妹學校計劃」恒常
化，每校可獲得

15萬元經常津貼及專業支援，截
至今年3月，已有600多所香港中
小學及特殊校申領津貼。受訪香
港校長指，推動姊妹校交流現時
仍面對一些挑戰與局限，認為教
育局可提高津貼運用的彈性，兩
地學校亦應因應教育制度的差異
做好協調工作，提升交流成效。
翁祐中學校長紀思輝指，財政支

持是推動學生交流的關鍵之一，過
往學生到訪順德多有賴當地的翁祐
姊妹校招待「包吃包住」，現時則

可利用教育局的津貼支付各項所需
開支，讓交流更順暢。
不過他亦提到，姊妹校津貼應

用範圍「彈性較低」，包括只限
於內地使用、不能補貼內地夥伴
的學生到港參與活動等，「若兩
地學校想要一起組隊去外國比
賽，更不能動用這筆錢，只能從
其他資金裡面撥款。」他認為，
若津貼的使用方式可以更靈活，
可以減少行政安排的阻礙，進一
步促進與大灣區學校的交流。

雙向互動交流尚未成熟
伯裘書院校長黃頴東則提到，

現時香港師生到內地姊妹校確是

很方便，但如要安排內地學生到
港，在申辦證件上似較為繁複，
未完全做好雙向互動交流。他續
指，兩地學校的教育制度及學校
假期不一樣，舉辦交流活動時需
要花較長時間協調，「每年最多
舉辦三四次聯校活動，否則就會
影響雙方的日常運作。」
黃頴東又認為，姊妹校交流的

「質」往往比「量」重要，他坦
言，該校的內地姊妹校夥伴數目不
少，但經過一段時間，「可能因為
校長更替或其他原因，個別學校結
盟後也不一定常有聯繫，過多對
『姊妹』可能讓學校難以兼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增用津貼彈性 減兩地交流阻礙

■■廣州增城一中教師到伯裘書院進廣州增城一中教師到伯裘書院進
行教學交流活動行教學交流活動。。 伯裘書院供圖伯裘書院供圖

■■粵港學生共同參與穗港青少年粵港學生共同參與穗港青少年
探究營探究營。。 伯裘書院供圖伯裘書院供圖

一小時生活圈 利港校教與學
在地理環境相鄰下，香港與大灣區內
其他城市的交流日益頻繁，對於中小學
來說，與灣區學校「結姊妹」，無論是
學生交流，還是教師專業發展，港校能
受惠於交通的便利，有利進一步活用兩

地優勢及空間資源，讓教與學有所得益。
伯裘書院校長黃頴東表示，隨《規劃綱要》出台，香

港作為國家科技人才的基地，更有需要與內地學校合作
交流，為培育新一代學生的科研能力出一分力。
「大灣區各城市所構成的一小時生活圈，對香港學校

來說非常方便。」該校曾經舉辦過大灣區學校的校長行
政探訪活動、全體教師到深圳參與培訓等不同活動，
「去哪所學校都非常方便。」
黃頴東續指，該校曾與其他內地省份的中學合作，透

過網絡作兩地學校觀課活動，「不過大灣區學校不需要
了，因為他們都很近，直接過去就可以了」，他笑說。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校長紀思輝表示，內地學校有

豐富的「空間資源」，對港校而言非常有吸引力。
他指出，香港一般學校的空間較小，大型集體活動需要在
外面預訂不同的場地。他指出，「內地姊妹學校有屬於自己
的體育館，十多個籃球場，佔地至少是我們的五倍以上。」
他笑言，校園內還有個湖，風景比大部分的香港校舍都美。

內地資源豐 港校盼利用
紀思輝又提到，內地的物流、交通及運輸發展快，將

來兩校會在STEM教育合作，可以進一步善用內地物流
系統，在買電子儀器、化學用品方面，「由『想要』到
『擁有』需時甚短，但在香港想要訂購一些材料，就可
能要到海外訂購；所以我們可以好好利用內地學校在這
方面的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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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裘書院

學生分享

翁祐中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通過參加在廣州當地
舉辦的「粵港姊妹學校
經典美文朗誦比賽」，
我在內地學生身上學到
不少東西。他們的思維
模式靈活，舞台設計變
化多端，讓我大開眼
界。我也認識了不少內
地朋友，對內地教育制

度認識多了，未來考大學的時候也會考慮內地
院校。

我參加了伯裘與廣州市
增城區第一中學舉辦的
「小創客 大夢想」穗港
青少年探究營，透過動手
製造滑翔機，可以將理論
融入現時，有很大的成就
感！在與內地學生交流的
時候，能夠跳出香港，拓
寬自己視野。

內地學校校園大，隨
時都能夠去運動場練
習，在訓練期間也可以
看到內地同學堅毅的一
面。我們將香港儀器帶
上去分享，內地師生都
覺得非常新奇，我們會
依照數據調節翌日的訓
練量，提升大家的訓練效
率。

在集訓期間教練用平板
電腦拍下兩地學生跳遠情
況，除了可以慢動作呈現
大家的動作，亦能在影片
中加上不同線條等標記，
做到互相提點與學習的效
果。

■■侯悅

■■楊家銘

■■黃栢然

■■謝宏軒

伯裘VR行街寫故事 翁祐用科技學運動原理

伯裘書院20多年前已開始積極推動
內地交流，該校至今已與大灣區內

11所學校結成姊妹校，遍及廣州、深
圳、佛山、江門等城市，校方每年會舉
辦三四次相關活動，為兩地師生交流提
供一個重要平台。在STEM教育層面，
該校曾舉辦「小創客大夢想」穗港青少
年探究營，兩地學生先於課堂學習飛機
物理、電子與力學等理論，又一同運用
簡單的材料製作滑翔機，「動手」深化
所學的數理科學知識。

兩地師生藉交流取長補短
伯裘書院校長黃頴東表示，各地學

校均有不同優點，「比如內地教師的
教學研究能力強，香港 教師則偏

向通才，視
野廣闊，學

習模式也較靈活。」而藉姊妹校的交
流，師生均能取長補短，走出「舒適
圈」互相學習，「無論經驗是好是
壞，都有值得反思和學習的地方。」
而為讓兩地教師互相切磋，提升教

學能力，伯裘書院亦曾將STEM結合
文學，舉辦一次200名教師參與的大型
公開課，邀請內地教師來港就「香港
文學散步微寫作電子教學課堂研究活
動」進行教學交流，該校副校長馮順
寧形容，當時反應非常熱烈，「不少
教師都來自大灣區的姊妹學校。」
該活動以VR（虛擬實境）技術融入
中文寫作教學為主題，透過VR眼鏡讓
學生如臨實地暢遊花墟、廟街等，並
就眼前所見景物進行短文寫作。馮順
寧提到，參與的姊妹校教師都有就該
教學法進行討論、研究，透過專業交

流探討提升學生寫作能力的新方式。

科技融體育 學生士氣增
以STEM應用作為姊妹校交流焦點
的亦包括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該
校2008年起與大灣區內的順德倫教鎮
翁祐中學結成「姊妹」，近年兩所翁
祐中學又開始合辦籃球、田徑等運動
校隊集訓營，並於體育項目引入科技
應用監測身體反應。
香港翁祐中學校長紀思輝表示，在

交流集訓時不單香港師生可以借用內
地學校的空間資源，他們亦會將量度
心跳的心跳帶、平板電腦等不同儀器
帶到順德，讓兩地學生通過STEM及
科技應用，自我監測訓練進度。
香港翁祐中學體育科主任黃見能表

示，「自己上一代的教練會循固有模

式去訓練學生，卻忽視了背後的運動
科學原理。」他介紹指，訓練心肺耐
力需要達到最大心跳率的 60%至
85%，運動時將心跳維持在這個區域，
便能有效提升心肺功能。
從電子儀器中「彈跳」的數據，可

以看到學生是否在偷懶，或運動負荷
是否過重。
黃見能續指，「內地師生對這套系統

很感興趣，訓練後更與我們分享，看着
平板電腦的數據就能看到自己的心跳等
不同情況，就像自己督促着自己一
樣。」他表示，體育項目需要長時間訓
練才能看到成績的進步，透過將STEM
元素引入體育教育，並將其帶到大灣區
姊妹學校，學生士氣及歸屬感的提升卻
是立竿見影，「學生會更在意自己的隊
伍，心態的改變值得稱讚！」

促進區內

學校交流

加強師生了解

內地教育
豐富教師經驗擴大學校網絡 擴闊學生視野促進文化交流

灣區交流好處多

▲▲平板電腦顯示了心率平板電腦顯示了心率、、卡路里卡路里

消耗消耗、、運動時間等不同數據運動時間等不同數據。。

翁祐中學供圖翁祐中學供圖
■■教練可從平板電腦中教練可從平板電腦中，，監測同學的心跳監測同學的心跳
率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攝

■■學生正參與學生正參與「「香港文學散步微寫作電香港文學散步微寫作電
子教學子教學」」公開課公開課。。 伯裘書院供圖伯裘書院供圖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在基礎教

育上特別提到加強粵港澳三地交流合作，鼓勵中小

學締結姊妹學校。根據教育局最新資料，現時香港

與大灣區內地九市結成的姊妹校已增至750對，學

校藉深化交流及合辦活動，於教師專業及學生學習

層面均大有裨益。因應當今創科熱潮，不少姊妹校

正透過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結合語

文、數理、體育等學習，營造多元教育環境，為將

大灣區打造成教育人才

高地及國際創科中心的

目標踏出重要一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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