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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有所緩和，

中小學及幼稚園昨

日起分階段復課，

包括早前有學生確

診的五邑鄒振猷學

校。校方除了進行全校清潔消毒，還實施了多項檢疫措

施及避免人群聚集。不少家長表示對學校的安排有信

心，有人則不想繼續停課影響子女學習，故讓子女返

校。不過，有近四成學生選擇繼續留家學習，校方相

信，部分家長或需時間觀察才放心讓子女回校，故學生

可在家學習至本月28日。

宣

交

通

安

全

確診校近四成學生留家學習
五邑鄒振猷校料家長需時觀察 加強防疫讓父母安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繆健詩、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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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當今醫
療科技發展迅速，疾病診治亦更趨精準
及個人化，而針對癌症病人，負責制訂
放射治療方案的醫學物理學家，更是確
保治療有效安全的「強大後盾」。因應
香港以至周邊地區對相關人才需求，理
工大學今學年開辦全港首個醫學物理碩
士課程，希望能透過結合醫療科技、應
用物理學與數學、生物醫學工程的跨學
科培訓，推動醫學物理學的臨床及科研
專業發展。
癌症一直是香港致命疾病之首，放射
治療為當中重要一環，治療過程中，會
由醫學物理學家負責協助制訂計劃，並
監測輻射醫療設備運作，確保療程操作
精準無誤達到治療目標。
由於過往香港及鄰近地區並無提供針

對醫學物理的高等學位課程，目前香港
逾150名主要服務於衞生署及醫院的醫學
物理學家，約半數是海外就讀，另半則
是物理學或工程學碩士出身，入職後
「邊做邊學」，相關專業培訓需求殷
切。
為此，理大經過兩年時間諮詢業界及

籌劃，今學年開辦首個醫學物理碩士課
程，首屆招收了26名學生，大多為原就
讀物理、工程或放射治療的在職人士。

現職半導體工程師「轉跑道」
其中一名學生李淳恩早年於英國劍橋

大學獲工程學位，現職半導體工程師，
有志投身醫療科技。他表示，醫學物理
學包含醫學理論與物理及工程學，從前
所學也能派上用場，希望畢業後能轉換

事業跑道，以所學回饋社會。
現時香港醫學物理學家入職要求具備

醫學物理、物理或工程等碩士學位，於
醫院出任駐院物理學家期間，可報考共
三部分的專業試，由駐院開始計，一般
約四五年可獲正式認可。
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系主任葉社

平指，以往大眾對醫學物理學了解不
多，本地亦未有專職培訓，期望新課程
能令更多人認識醫學物理學家的角色，
並推動這個範疇的科研發展。

兩地未來數年需額外2500專才
他補充，除了香港，內地對放射治療
需求亦日增，預計未來數年會有11%至
13%增長，需要額外2,500名醫學物理學
家方能應付。

理大首辦跨科醫學物理碩士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年是
著名作家張愛玲誕辰百年，其母校香港
大學即將舉辦「百年愛玲，人文港大」
張愛玲百年誕辰紀念文獻展，下周一起
（28日）透過網上展覽展出多項首次面
世的珍貴文件與圖片，呈現張愛玲的港
大生活及與文學院的因緣，並幫助研究
者重新定義張愛玲在現代中文文學和世
界文學中的位置。
是次展覽由港大比較文學系、文學院

及港大美術博物館合辦，並在28日於博
物館網頁（https://www.umag.hku.hk/
tc/）上線。展出的資料大多是首次面
世，來自港大檔案館和其他公眾及私人
藏品。
張愛玲（1920年至1995年）是港大文

學院知名校友，她於1939年8月港大新
學年開學前夕到達香港，1942年5月離
港回到上海。自 1941 年 12 月戰爭爆
發，港大停擺，接下來五個月的親身經

歷對她有着「切身的、劇烈的影響」
（《燼餘錄》）。
在港大的兩年多，她曾修讀英文、歷
史、中文、邏輯和心理學課程，是不缺
課的學生，考勤幾乎完美。
在港大學籍記錄上的證件照中，她穿
着深色旗袍和深色針織外衣，戴着圓圓
的眼鏡片，含着微笑，是即將從上海聖
瑪利亞女中畢業的高中生模樣。
文獻展策展人、港大比較文學系系主

任黃心村，透過發掘、梳理和融合各項
零散的原始文字和影像資料，呈現張愛
玲與港大的因緣。她表示，作為張愛玲
的母校和其文學創作道路的起步點，港
大及文學院有責任協力保存她的珍貴文
獻，「這個線上展覽只是一個開始，我
們的梳理和研究還將繼續。在外界條件
允許的時候，我們會在馮平山圖書館舉
辦一個更全面的文獻展，以繼續展示張
愛玲為我們留下的寶貴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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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文學院師生1941年秋季在
本部大樓前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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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今學年開辦全港首個醫學物理碩士課程，希望培訓
負責放射治療的醫學物理學專才。 理大供圖

■醫學物理
學培訓涉及
不同的醫療
設備及軟件
的 操 作 運
用。
理大供圖

屯門五邑鄒振猷學校日前因一
名曾經回校的10歲學生確

診，故於昨日復課前加強防疫工
作，並安排曾返校的師生進行病
毒檢測。該校校長沈耀光表示，
該批 69 名教職員及 37 名學生
中，除了兩名教師因樣本流失而
需要重測、三名學生選擇自我隔
離外，其餘師生的檢測結果均為
陰性，故在政府建議下如期復
課。

網課持續 方便跨境生
該校在本周初向家長發信，了
解學生的回校意願，約67%家長
表示會安排子女回校，而復課首
日的出席率約61%（192人）。
沈耀光表示，首日有逾百名學
生未有回校，對比上學年復課時
的數字明顯增加，估計原因在於
「家長本身已擔心疫情，在確診
出現後就更加擔心」，故容許學
生繼續在家學習至下周一。
另外，由於該校有小量跨境學

生，故網課會持續至通關為止。

課室加膠板 停「有接觸」課堂
為確保師生的健康，校方縮短
了上課時間。由本月23日至10
月4日期間，該校每天只會有四
節課，讓學生提早於11點半之前
放學；學生在小息時留在所屬樓
層，如要進食須留在座位內，及
加派當值老師提醒學生不可聚
集。同時，各間課室亦於上周緊
急加設U形透明膠板分隔學生，
有身體接觸的課堂活動將會暫
停。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晨到該校觀
察，見到學校為避免人群聚集，
利用前後門分流學生，學生均有
做足防疫措施，部分人更戴上面
罩或眼罩，且大多數學生都有家
長陪同上學。家長劉先生表示，

孩子在家始終難以專注學習，
「既然學校已做足清潔同消毒，
擔心唔到咁多，只可以做好自己
本分。」

家長：孩子困家好耐想返學
家長葉太曾想讓小一的女兒暫

留家學習，但「孩子已經困咗喺
屋企好耐，好想返學」，加上學
校有通告向家長報告情況，令她
稍為放心，最終決定讓女兒上
學，但已提醒她要多注重個人衞
生。
在該校就讀小五的周同學昨日

表現雀躍，「可以與同學見面，
唔使喺屋企咁悶」，他準備了3
個口罩、乾濕紙巾及消毒噴霧，
「我會與同學保持距離，傾吓偈
就算。」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昨日於7時

15分已出現返校人流，同學興高
采烈地排隊探測體溫及使用酒精
搓手液。有一年級學生興奮到看
錯上課時間，一大清早已返抵學
校等待，老師帶同學入課室等
候。

學生喜復課：可和同學玩
該校六年級生任思衡表示，已

經多月未見同學，很開心可以見
到同學和老師，她笑說：「面授
比Zoom好，用Zoom上堂得5分
鐘可以同同學傾偈。」被問及在
家學習時，她表示，在家時要幫
手照顧三年級的妹妹和讀K1的
弟弟，故生活很充實，家人關係
更和睦。
同為六年生的劉逸康坦言不喜

歡網課，「每日睇片半個鐘，導
修半個鐘，眼睛有時矇矇哋睇唔
清。」而且老師拍片素質亦不能
保證，故他期待復課已久，特別
是小息時可以和同學一起玩「狼
人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根據教育局指
引，本港學校繼本月16日率先安排六分之一學生試
行復課後，昨日各學校可自行安排三個級別學生恢
復面授課程，至本月29日各級學生全面復課。有校
長表示，對學校的防疫措施很有信心，不過，他擔
心全面復課後，全港數以十萬計學生同時出動上
學，加上大批家長接送孩子，公共交通的環境不可
控制，染疫風險或會倍增。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校長張勇邦表示，校方為提升

防疫水平，已斥資逾十萬元為學生建設安心、安全
的校園環境，如購置圖書消毒機、體溫探測儀等。
該校在本月16日試行復課之前，已聘請納米消毒塗
層公司在學校全方位進行殺菌消毒工作，為同學返

學作好準備。「我們希望做到滴水不漏，保障師
生。」他認為學校對抗疫謹慎的態度，也可以加強
學生的防疫意識。
未來本港的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將全面復課，張

勇邦認為，最擔心的是學生往返學校時乘搭交通工
具，才是最不能控制的因素，「29日正式復課時，
將有逾百萬家長與學生在街上走動，途中的風險和
人流的增加，更令人擔憂。」

有學校斥逾十萬元購抗疫設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高鈺）
昨日第一階段中小學幼稚園共七個年級學
生復課，教育局向各區學校及校長會了
解，確認整體復課情況大致順利，交通也
大致暢順。
教育局於本月初向學校發出「學校健

康指引」，列明恢復面授後學校應採取的
防疫措施及注意事項，並說明一旦出現確
診者全校需停課14天及進行病毒測試，
若有密切接觸者亦會按衞生防護中心建議
作檢測及隔離安排。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
示，是次指引較5月、6月時的內容更具
體清晰，可幫助學校有所依循，學校亦可
按實際情況，考慮變為網課，讓教職員及
學生居家學習與辦公。
教育局發言人強調，疫情仍然反覆，要使

校園成為安全衞生的地方，需要學校、學生
和家長的全面配合，嚴格遵守各項防疫措
施，並提醒家長和學校毋須急於追求學習進

度，應發揮家校合作精神向學生提供情緒支
援，幫助他們逐步適應面授課堂。
發言人並感謝學校在恢復面授課堂

前，已妥善準備各項防疫措施，提醒師生
家長必須繼續嚴格遵守各項防疫措施，讓
同學們能享受校園生活，愉快學習，並為
下周二（29日）其餘年級恢復面授課堂
作好準備。

私隱署籲校做好資料保安
另外，因應復課防疫措施，或涉及收

集教職員及學生的健康資料，個人資料私
隱專員公署昨日發出指引，提醒學校應在
保障公眾健康與妥善保障個人資料私隱間
採取合理平衡，尤其學生多數為未成年，
需要較多保護。指引內容包括建議學校只
收集必要、適當資料的與目的相稱的資
料，只限用於保障健康或直接有關的目
的，以及做好資料保安等。

首批復課順利 交通大致暢順 為 配 合
學校分階段
復課，新界
北總區交通
部昨日聯同
新界北各區
人員，進行
學童道路安
全推廣行動
同時加強執
法，包括針

對違例泊車及停車
等阻礙學童安全地
上落校車的不良駕
駛行為；在各校區
向校巴及保姆車司
機宣傳學童道路安全的信息；提醒行人在過馬路時要善
用過路設施，切勿「捐車罅」。行動中，警方共發出
645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圖：香港警察fb圖片

■學生家長進校要先量度體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曾有人確診的屯門五邑鄒振猷學校昨日如期復課，惟有近四成學生仍選擇繼
續留家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屯門五邑
鄒振猷學校
的學生除戴
面 罩 上 課
外，座位均
有透明膠板
分隔。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校工不時清潔校內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課室安排
學 生 單 行
坐，保持座
位距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在聖公會聖雅各小學，師生昨晨進校前，
都要先量度體溫及消毒雙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疊內容：教育新聞 文匯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