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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聲

徵稿啟事

家有老娘
王會亮

老娘今年75歲了，去年
一個早上，我在電腦裏整理文
檔，無意間看到老娘的照片。
頓時有一種思念瀰漫心頭，禁
不住撥通手機對老娘道：「天
氣冷了，你和我爸穿衣服要厚
實點，別凍壞了身子！」老娘
笑着說：「知道！我凌晨四點
就起床了，正在給你兩個孩子
縫棉衣呢！就差幾針了。」一
時間，眼淚從我的臉頰滑過。

有一次，帶娘去醫院看
病，刷卡買了四百多元的藥。
在回程的車上，娘非要留下五
百元給我不可，還說：「你工
資低，拿着貼補家用。我和你
爸還能從事農活，等不能動彈
了，再花你的錢！」我最後把
錢塞進娘的衣兜裏。晚上，我
娘給我打電話：「我把錢放在
你車後面的坐墊下！」那一
刻，鼻子泛起一陣酸楚。

我是在娘的眼裏長大的，
但在娘的心裏，我還沒有長

大。有一次娘說最近有點偏頭
痛，想讓我幫她找個中醫看
病。於是，便帶娘來到一家中
醫門診。本來是給娘抓藥的，
但娘卻非要給我也買幾劑治胃
病的中藥。據老中醫講，我的
胃病至少需服用兩個月的中藥
才好轉。

我患胃病好幾個年頭，這
一直是娘的心病。有一天，我
的手機突顯示一個陌生來電。
一接電話，居然是那位老中
醫。他在電話裏問我：「你的
中藥應該吃完了吧？你過來
吧，我再給你開幾副藥，一定
要連續服藥！」來到中醫門
診，我問老中醫：「你怎麼會
知道我的手機號碼呢？」他
說：「你們抓藥那天，你娘偷
偷把你的手機號碼留下了，囑
咐我督促你吃藥。」

可憐天下父母心！自己都
將是知天命之年，居然還這樣
被老娘愛着、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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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論壇

課堂秩序從何來
香橙老師
課堂井然有序，學與教就

能順利；學生保持學習狀態，
學習便能事半功倍。相反，課
室若常見混亂、分心、插話，
除影響教學節奏，也反映課堂
管理策略需調整。管理課堂從
不靠高聲喝止或嚴苛懲罰，而
是在日常細節中建立，在互信
與理解中成形。

美國教育學者 Harry K.
Wong曾指出，有效的課堂管
理，從第一天便要開始。清楚
的規則，不只是限制，更是一
種預期。老師若能在學期初時
跟學生共同訂立規則，並說清
楚這些規則的意義，學生便不
會覺得「被管」，反認為這是
大家共同維繫的秩序。當學生
知道怎樣的行為會影響別人的
學習，規則便不再只是老師的
要求，而是一種集體的承諾。

當然，規則若無後果，便
是紙上談兵。老師對於學生的
違規行為，若處理標準飄忽不

定，學生便會開始試探底線。
今天嚴、明天鬆，久而久之，
規則變成無人理會的擺設。老
師要冷靜回應學生的錯誤行
為，執行一致，讓學生明白行
為與後果之間的關係。不是為
了處罰，而是讓學生學會選擇
與承擔。

課堂秩序從來不應該是扼
殺學生的工具。真正的秩序，
是為了讓學生能夠安心學習、
自由發言、主動參與。一些小
設計，例如讓學生輪流主持討
論，或負責整理學習材料，既
是實踐責任的機會，也是在秩
序中學習自律的過程。

當學生知道老師有原則、
有界線，但同時願意聆聽與尊
重，課室就建立起一種穩定而
有彈性的氣氛。課堂秩序是在
每天的互動和細節中，一點一
滴累積出來的結果。這些累
積，得靠師生雙方共同付出構
建。

長者知慳識電 入營邊玩邊學

賽馬會撥1.3億元助三千殘疾人士就業

智能電子產品和樂齡科技器材在長者生活中日漸普及，為提升老友記及其
照顧者的用電安全意識，港燈早前舉辦「送暖樂樂街：電力安全智友營」活
動，邀請130名長者「入Camp」，透過一系列遊戲和講座，讓他們知慳識電。

為鼓勵和支援殘疾人士就業，促進傷健
共融，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審批撥捐逾1.3
億元，開展為期3年的「賽馬會共融．知行
計劃」，預計可惠及約3,000名殘疾人士、
照顧者和相關專業人士。計劃日前舉行開幕
禮及共融市集，讓大眾更深入了解共融就業
的理念。
有關計劃由8間院校及社福機構共同參

與，計劃內容包括為不同背景的殘疾人士
提供「以能力為本」的就業職能評估，從
而為僱主和殘疾人士僱員配對相應的服務
和支援，社福機構亦會為求職者提供職業
技能培訓。此外，「賽馬會共融．知行計
劃」與勞福局合作，推展「愛心僱主」獎
章，鼓勵不同界別的僱主在職場推動和達至
傷健共融。

「電力安全智友營」是港燈「送暖樂社
群」計劃本年度頭炮活動，參與日營

人士來自11間港島長者服務中心。當日活

動透過釣魚、拋圈圈及射擊等攤位遊戲，傳
遞用電安全、可再生能源、低碳生活和能源
效益主題，之後再由港燈工程師分享家居電
力安全講座，以輕鬆有趣的手法，轉化為富
趣味的學習體驗。
港燈輸配電科總經理楊廣通表示，不少

長者雖然已經使用智能產品多時，但是對電
力安全的認知可能仍停留在舊式的電器和裝置
上，有需要協助他們與時並進，例如發生停電
時應注意什麼事項等，老友記學懂後亦能與社
區朋友分享，一同打造用電安全文化。
來自明愛香港仔長者中心的袁女士稱讚

日營令她既開心又獲益良多，「活動讓我和
同伴了解到使用電器也有巧妙之處，例如同
時開冷氣和風扇原來比只開冷氣更涼快和節
電；亦教曉我們很多用電安全的知識，例如
怎樣選購符合安全規格的拖板、正確使用各
種家居電器等。」
除了是次同樂日，港燈今年亦將透過家

訪，向逾千名獨居長者派發電力安全福袋，
內附印有用電安全提示和停電應急資訊的餐
墊、手攜電筒連充電器和一系列日常用品。

■透過射擊遊戲介紹如何
選擇慳電產品。 港燈提供

■老友記投入玩遊戲。 港燈提供

■逾130名長者參與「電力
安全智友營」。 港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