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新冠肺炎肆虐致百業蕭條，但網
上學習平台卻急速發展。有網絡
供應商上月免費開放旗下直播教
育平台，每日活躍用戶數達兩萬
人，較疫情前激增3倍；而香港教
育城網站於延後復課期間日均用
戶逾10萬人，使用量更為去年同
期的4倍。疫情下更多學校教師
「走出框框」，願意投入拍片及
直播，成功加快網上學習的普及
度和認受性。
中國移動香港2月10日宣佈與多
個教學機構合作，推出涵蓋小一至
小六的中、英、數、常免費直播教
室及影片，讓學生、家長或老師於
其「UTV」平台觀看，又開放
「同步課室」予全港小學，免費取
得課本、試卷、題庫等學習資源。

UTV每日兩萬人使用
該公司新業務部產品經理李向榮
表示，以2月10日作界線，UTV
總用戶數上升10%，由大約30萬

增至33萬，經數據分析反映增長
是歸功於教育內容，「只計教育部
分，至今累積瀏覽數達16萬；日
活躍量方面，更由疫情前大約5千
人，現在是平均兩萬人，增長近3
倍。」
他指，疫情下大大加快網上學習

的普及和認受程度。「之前我哋做
推廣時，學校多少會感到遲疑，擔
心難以兼顧傳統和線上教學，令教
師工作量增加。」
他特別提到，以往要說服一名學
校教師出鏡授課絕非易事，「除非
對方是非常有名望的專家，很有信
心自己的教學內容不會被 chal-
lenged（質疑）。」

正評增教師信心
而「停課不停學」也成為教師

「粉墨登場」的推動力，「愈來愈
多網上教學獲得正評，也讓更多教
師增添信心，願意拍片甚至直播教
學。」李向榮並透露，平台早前公
開招募教師，反應非常熱烈，錄製

時間表已排至月尾，反映教師對網
上教學的接受程度明顯上升。
另一網上學習平台vLearn，則於

1月底宣佈向全港學校提供免費線
上教學服務，包括即時音視頻線上
課室。
負責平台的思銳控股集團業務發

展總監胡靜敏指，約一個月已有數
十名教師使用平台，增長比預期中
快。

教師留家難推廣
她坦言，香港網上學習在疫情前
其實不算普及，如今卻一下子成了
「必需品」，「（疫情）算是一個

契機，令更多師生體驗網上教學，
對發展肯定有幫助。」惟她亦補
充，始終現時大多數教師都毋須返
校，要聯繫他們進行推廣，反而是
目前一大難題。
至於由特區政府全資擁有、一站

式提供多元電子學與教資源的香港
教育城，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
指，在教育局延後復課期間，網上
服務使用量為去年同期的4倍，平
均每日用戶逾10萬人。當中以教育
電視eTV、STAR網上評估平台、e
悅讀學校計劃及「停課不停學多元
資源助學生持續學習」專頁最受用
戶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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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S（Quacquarelli Symonds）2020年世界大學學科

排名今日出爐，香港各所大學合共有76個學科位列全球五十強，惟整體

表現較過去兩年明顯遜色，五十強的學科數目連續兩年下降，累計減少

11個；而單以港大計今年便有21個學科排名下滑。QS直言港大「正在開

始退步」，又指排名下降並非該校孤立現象，包括中大及理大同樣跌多升

少，香港高教面臨「區域發展停滯」困境。本港專家則指，當前世界各地

銳意發展高等教育，讓香港表現此消彼長，加上去年黑暴衝擊大學，對學

術科研或有深遠影響（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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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襲大學 學科排名跌
高教面臨「區域發展停滯」QS：港大正在退步

在家學習欠專注 幼童沉迷電子產品

是次排名榜就全球1,368所大學1.3萬個
課程項目作比較分析，涵蓋5大範疇

共48個學科類別，透過全球性的學術聲譽
調查、僱主意見數據及研究論文資料等作綜
合編制。

港76學科打入五十強
今年的QS學科排行顯示，香港各大學共

有76個學科打入五十強，於亞洲地區僅次
內地的100個，較日本、韓國及新加坡都要
多；不過與過往相比，卻較2018年的87個
及去年的77個明顯下降。至於名列世界十
佳的學科則有4個，分別為港大牙科（第
四）與教育學（第七）、理大酒店及休閒管
理（第七）及演藝學院的表演藝術（第
七），但只有最後者排名較去年上升。
按大學計，港大有30個學科打入全球五
十強，為亞洲第五，排於新加坡國立大學、
首爾國立大學、東京大學及北京大學後。

中大理大齊下跌
QS報告特別提到，港大「正在開始退
步」，其上榜學科中有21個排名下滑，只7
個有提升；而排名下降於香港亦非孤立現
象，中大有12個學科下跌，理大亦有6個，
明顯多於上升的學科。整體來說，香港各大
學共51個學科排名下滑，提升的則為30

個。
該機構的研究部主任 Ben Sowter 則表

示，今年香港的頂尖大學排名沒有進步，仍
然於地區以至全球具領先地位，以人口規模
比例計，香港的頂級學科仍屬亞洲最佳，認
為排名下滑應該歸因於廣泛的「區域發展停
滯（regional stagnation）」。
就去年開始反修例示威引致社會動盪對

香港各大學排名的影響，QS發言人進一步
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指，香港於今年排名中
的學術聲譽調查表現確有下跌，但因調查未
有問及原因，加上排名榜中的學術聲譽及論
文引用資料，是以5年期數據綜合，現階段
難以確認排名下滑是由示威所引致。

破壞持續或有反響
針對多所大學校園去年底被霸佔及破

壞，QS認為，如果各校能快速修復讓大學
運作回復正常，相信可讓科研及學術聲譽的
長遠影響減到最低；但若有關干擾持續，衝
擊大學招攬人才、撥款甚至學術自由，國際
學術界便可能有相應反響。
就是次排名結果，港大發言人回覆指，

大學一直致力提供優質教育，在教學、研究
及知識交流等多方面力求卓越，校方會透過
實踐未來願景藍圖，致力成為亞洲的世界級
大學，及更提升國際間的聲譽。

QS部分學科排名變動
港大
◆21學科排名下滑，7學科上升
◆統計與運籌學研究50位（↓16）
◆政治與國際研究31位（↓15）
◆商業與管理研究41位（↓14）

中大
◆12學科排名下滑，8學科上升
◆酒店及休閒管理 48位（↓10）
◆神學與宗教研究32位（↓9）

理大
◆6學科排名下滑，3學科上升
◆土木與結構工程學 19位（↓4）
◆酒店及休閒管理7位（↓2）

資料來源：QS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科大
◆4學科排名下滑，7學科上升
◆化學29位（↓7 ）
◆統計與運籌學研究35位（↓6）

城大（只包括打入50強學科）

◆2學科排名下滑
◆傳播及媒體研究38位（↓9）

教大（只包括打入50強學科）

◆1學科排名上升

演藝（只包括打入50強學科）

◆1學科排名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
香港多所大學於最新的QS學科排
名下滑，有本地學者認為，排名
升跌涉及多種因素，難以一概而
論，也有機會是鄰近地區及國家
進步，此消彼長下影響香港表
現。教育界人士則感嘆，多所大
學於早前社會事件受衝擊，個別
校園更被佔領破壞，學術科研因
而停滯，恐怕排名跌幅還陸續有
來。
專研高等教育發展的嶺大副校

長莫家豪表示，類似的排名往往
涉及不同參數及數據分析方法，
稍有變化即令結果大變，難以直
接評論是次香港表現。惟他亦強
調，雖然香港高等教育表現不算
差，但亦應盡早醒覺，「我想今
次的學科排名下滑可視作警惕，
鼓勵大學繼續努力，專心做好學
科和研究。」
他又分享個人觀察所得，近年
鄰近地區及國家均銳意增加研究
及學科發展，「有時可能係此消
彼長，並非香港跌得好緊要，而

係人家進步得快。始終（香港）作為成熟體
系，進步空間少，好難一下子跳升起來。」

張民炳：校園政治化惡果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是

次排名下跌是個警號，尤其是被QS點名提
及的港大、中大及理大，過去均曾捲入不同
政治風波，或某程度反映了校園政治化的惡
果。他表示，在去年底反修例風波期間，多
所大學的學術及科研發展更幾乎完全停滯，
動盪環境亦令大學難以吸納國際尖子與人
才，學術水平自然受影響。
事實上，立法會文件早前引述研資局資
料，截至今年1月底，共有58個研究項目以
近期社會事件為由，申請將項目期限延長。
張民炳感嘆，個別大學校園在被佔領後一片
滿目瘡痍，長遠影響甚或未及反映在是次排
名，擔心日後的跌幅將更加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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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全
港中小學及幼稚園繼續因疫情停
課，學生紛紛在家網上學習。一項
大型調查發現，停課令年幼學生更
沉迷用電子產品，日用4小時的小
學生比率高達近四成；同時有七成
家長指子女在家學習欠缺專注及興

趣；半數家長指學校相關支援不
足，「停課不停學」成效存疑。學
者建議學校要為學生設計適當的教
材及教學活動，才能提升孩子的學
習效能。
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在上月19

日至22日期間，成功透過社交平
台收集6,702名幼稚園及小
學家長意見，了解學生在
停課期間的學習情況及挑
戰。整體而言，逾94%幼
稚園家長及99%小學家長
表示，學校在停課期間有
提供學習任務，但學校間
的家課習作量參差。
在幼稚園方面，每日提

供 5 份家課或以上的佔
3%，完全沒有的佔6%。
小學方面，15%家長反映
學校每日提供5份任務或以

上；每日提供兩份至 4 份的佔
32%；另有近一成人沒有學習任務
或只得每星期一兩份。

家中缺配套 校方欠支援
對子女在家學習，分別67%幼稚

園家長及85%小學家長反映有低至
高程度的困難，最常見為「子女欠
缺專注、興趣」，超過七成家長有
此問題，其他困難包括「其他家庭
成員的打擾」、「欠缺物資或配套
（如：打印機）」等。
網上教學是停課期間普遍學習方

式，約八成家長指，其子女所屬學
校有安排相關活動，主要為教師錄
製教學及提供其他平台的教育資
源。不過，不少家長對此感不滿，
幼稚園及小學分別有36%及47%。
其中，近半家長認為學校支援不

足；32%幼稚園家長認為網上學習

種類太少，44%小學家長則嫌學習
種類太多。同時，91%幼稚園家長
及86%小學家長坦言子女不能自行
完成網上學習，需要由家長介入輔
助。
在使用電子屏幕時間方面，若學

習及娛樂時間合計，每日使用電子
產品多於4小時的幼稚園學生佔
17%，而小學生更高達38%。
負責調查的教大幼兒教育學系副

教授兼副系主任劉怡虹表示，面對
長時間停課，對師生及家長均是大
挑戰，故建議學校在停課期間因應
校本情況設計適切的教學活動及教
材，不應假設所有家長都懂得如何
指導學生學習，並應向家長提供文
字、短片等多種指引。
她並提醒，學界應跟隨世界衛生

組織標準，將兩歲至5歲學童使用
電子產品的時間限制在1小時內。

避疫上網上堂 師生用戶激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曾連續4屆擔任
全國政協委員的李國強3
月2日病逝，享年73歲。
李國強縱橫文化界多年，
曾策劃及參與舉辦多個回
顧歷史、反映國家發展進
程、文化藝術的大型展
覽，亦曾見證鄧小平1984
年會見香港國慶觀禮團發
表重要講話的歷史時刻。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積
極參政議政，亦勇於評論
時政，就人大釋法、政
改、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等向香港社會作出講
解。有團體昨日發唁函對
李國強離世深感悲痛。
李國強出生於1946年11月，畢業於浸會學院，曾任政論雜

誌《廣角鏡》總編輯，後來擔任香港宏知發展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1996年起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委員，獲香港
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勳銜。

整理史料編撰著作
李國強是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擔任全國政
協委員達20年。其間，他還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
香港組副組長，推動香港文史資料的徵集和編輯工作，為香港

回歸祖國、國家抗日歷史等重大議題整理史料，曾參與編撰出版反映香港
百年歷史的大型圖書《香江歷程》，而香港組亦主編了《香港與共和國同
行》大型文史著作。
李國強曾在2013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中回顧自己20年的全國政協委

員生涯。20載寒暑，李國強體會到國家及香港雖然歷經1998年金融風
暴、2003年沙士、2008年金融危機，以至不少重大疫病災難，但國家依
然騰飛發展，香港也背靠祖國掌握先機。他慶幸有機會參與其中，尤其在
推動國家文史事業方面出一分力。
數算難忘事，他在專訪中娓娓道出1999年佛牙舍利和2004年佛指舍利

迎奉至香港供善信膜拜的盛事。原來他在1996年提出相關建議提案，並
獲得當時不少政協聯署支持，希望藉此團結香港與內地佛教界，促進互動
交流。及後，在香港佛教聯合會及內地佛教界致力落實下，終於成就了本
港開埠以來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佛事盛典。

資料館記「一國兩制」歷史
另一個他最「上心」的政協提案是建議設立「一國兩制」資料館，冀建

立一個記載這段珍貴歷史的資料館。
在香港經歷大大小小的爭議、「一國兩制」實踐遇上實際問題時，李國

強亦勇於評論，向香港社會作出講解，例如解釋釋法概念、強調政改須按
基本法落實、支持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等，有助社會更準確理解不同議
題。
李國強還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的創會理事長，曾推動有關回歸、抗戰

歷史、少林文化、歷史偉人等不同展覽。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昨日發表唁
函對李國強離世表示深感悲痛，唁函說：「文促會創立以來，得蒙李國強
先生大力支持，他歷任本會理事長、永遠榮譽會長，對文促會工作時賜南
針，並熱心支持各項活動，為本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深受會友擁戴及
各方敬重。在此，謹向李國強先生家人致以最深切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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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困難。 教大圖片

■ UTV日
活躍量增
3 倍。圖
為網上課
堂直播情
況。
直播截圖

■■張民炳張民炳

■專家指去年黑暴衝擊大學，對學術科研或有深遠影響。 資料圖片

■■曾連續曾連續44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
李國強於李國強於33月月22日病逝日病逝，，享年享年7373
歲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