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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協世博紀錄片

協和女生奪金獎

資訊站資訊站美德你得美德你得

特稿特稿

逢周一、周四刊出

心同此理心同此理

互聯網發達造就資訊爆炸，很多年輕人喜歡拿着手機
或攝錄機，把身邊事物拍下來放上網。可惜這些短片未經
剪接，徒具外觀而無內涵。為了令新一代年輕人學識拍短
片，香港青年協會本年初成立青年院線，為他們提供器材

設備及專業指導，從而鼓勵他們透過影像拍攝、多媒體創
作及欣賞，表達對時事及生活的觀察和感受，啟發思考。

「青年院線」放映室設放映機放菲林片，平均一個月
辦兩次電影會，負責此項目的青協青年空間單位主任蔡裕
星表示， 「我們的放映分兩個系列，一是長片，如曾映
《建國大業》、《音樂人生》及賈樟柯的電影等；另外放
映年輕人所拍的短片，至今已公演 35 套獨立製作的作
品。」

早前 「星火製作」團隊就透過計劃，為歌手洪卓立拍
攝《蘋果樹》MV，整個MV的故事內容、拍攝過程至後期
製作，均由 「星火製作」的一群青年人主理。蔡裕星表
示，這個平台讓他們實踐及發揮自己，拍攝完成後，這班
年輕人很有滿足感， 「這對他們是夢，像是夢想成真，青
協助他們踏出一步，希望日後可行更大步。」

為了鼓勵更多青少年利用攝影機創作，青協於6月舉
行 「青年專列走進上海世博」的大型青年交流活動，邀請
20名來自20間中學的學生連同600名青年及義工，乘坐火
車到上海世博，其間他們以《美好城市、青年共創》為主

題，拍攝各個國家展
館以及訪問不同國籍
的人士，並剪輯 15 分
鐘的短片，競逐各項
大獎。

參加者須於6日內
分組拍攝短片，看似時間充裕，但由擬定題目、選景、訪
問及剪接等工作，都要親力親為，原來也一點不簡單。榮
獲金獎的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的中五學生張佩雯及謝倩
婷說，短片可謂近年的大趨勢， 「一向都很喜歡電影，近
幾年多了好多媒介，好多人拍片放上網，全世界都可以看
到，可以說是一個好的平台讓大家互相交流。」在她們眼
中，短片最好在10分鐘內才合乎其名。未參加比賽前，她
們對短片概念較簡單，認為只要有新穎主題和表達方式便
可以，但實踐過後才發現短片最重要有內容。 「拍片前要
有認知及要有信息帶出來，若只得好看而說不出內容主
題，最後都未必吸引人。」

冠軍的紀錄片以環保為主題，採訪不同人士對環保的

見解，同時亦走訪世博多個展館，探討如何節約
能源，而紀錄片亦寄望青年能珍惜資源。謝倩婷
指出，香港的環保步伐落後其他地方，如堆填區
問題，社會上還是停留在最低層垃圾處理的討
論，而不是由源頭去思考怎樣減少製造垃圾。

她續指，上海世博的電動車符合環保標準，
只要在停車的地方用電線充電，便可繼續行駛，
耗電量低，又不會排出廢氣。此外，他們又將廢
置的東西循環再用，如將牛奶盒製成紙巾，既吸
水又耐用。

對於拍攝過程遇到的困難，張佩雯說， 「這
是我們首部自編自導的短片，事前要做足準備工

夫，上網找資料、看書，因為在世博只有兩天的時間，必
須趕緊拍下我們想好的鏡頭，所以在時間掌握上較辛苦，
直到剪片時才選擇較好的鏡頭。」她們之前在青協提供的
訓練班上，學習過拍攝和剪接技巧，如攝影的黃金比例、
九宮格等，這些在實際拍攝中也有應有出來。她稱，希望
可繼續做短片創作， 「我們也報名參加了另一個短片創作
比賽，繼續從這個方向發揮影響力，令更多人關注環境，
以及民生時事。」而來自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的中七
學生盧偉聰及陳德鴻則榮獲銀獎，他們的紀錄片主題是
90 後青年參觀世博後的反思，同時亦帶出兩地文化的差
異。

撰文：鍾燕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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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感官認知
發展階梯

人總有天性
希望能夠預知未
來，人總愛求神
問卜，希望早識
先機，能夠趨吉
避凶。風水、占
卜等都是導人迷
信，很不科學，
可是時至今天，
資訊科技發達的
全球化年代，人
還是人，還有希
望預知未來的情
意結。今屆世界
杯期間就炒作了
一 條 「預 知 未
來」的八爪魚保
羅，牠可謂紅極一時，譽滿全球。這條神 「魚」是德國
伯豪森海洋生命中心水族館的住客，前陣子剛 「逝
世」，令全球的保羅迷甚為傷心。保羅一生傳奇，在世
界杯期間 「8 猜 8 中」，牠的突然仙遊，令世人 「無不
惋惜」。

人自古以來，都想有此神力。中國遠古的商朝已崇
尚鬼神，事無大小，如戰爭、搬遷、結婚等都要占卜，
看看龜甲上所出現的兆是凶兆還是吉兆，然後把結果寫
在旁邊，這便是我們最古老的文字 「甲骨文」，現代人
看來是非常愚昧無知的。及後，我們的祖先仍對 「紋」
有濃厚的興趣，現代還有人深信不疑的掌紋看運，仍然
大行其道。另外， 「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
武」， 「坐北向南、藏風聚水」的風水學問仍影響深
遠，不論是科學園、金融管理局，還是地產界的女強人
都篤信風水學。另外還有紫微斗數、鐵板神算等。不但
中國如是，世界不同的民族都有他們占卜問神的方法。
最近，毫無根據的八爪魚也成仙上位，受萬眾的膜拜，
不可笑乎？

人總抱着僥倖之心，或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的心態將決定和責任交給上天、上帝或命運。楚漢相爭
的時代，西楚霸王項羽為一代英雄，但最後不選擇忍辱
返回江東，反省自己，待他日捲土重來，反而慨嘆 「力
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這樣的 「智慧」真
的難以稱帝，成與敗只差一線。幸好，中國自周朝時周
公制禮作樂，把人從迷信裡拯救過來，不信神力，信人
力，信自己。孔子繼承周公，強調人的積極性， 「君子
自強不息，不怨天，不尤人，不語亂神怪力」。但當一
個時代的人都只花時間求神問卜，也表示這個時代地區
的人缺乏方向，不敢相信自己， 「謀事在人」為最基本
的，命運在我手，不在虛無縹緲的 「保羅」、龜甲、掌
紋和風水。 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陳家偉

門

張佩雯（左）及謝倩婷，拍攝以環保
為題的紀錄片並獲得冠軍 （本報攝）

20名來自20間中學的學生，早前到上海世博參觀及
拍攝紀錄片

人類感官系統中
的 5 個感覺（視、聽、味、嗅、
觸），自胎兒期及出生已開始運
作。一般的新生嬰兒有着開放的眼
睛、探索的耳朵、靈敏的鼻子、敏
感的舌頭和警覺的皮膚。研究顯
示，人類大腦的發展與他們在嬰兒
期的感知體驗和活動有莫大關係。

察覺孩子的感官認知能力發展
是否正常，家長可早於嬰兒期便留
意 他 們 的 感 知 活 動 發 展 階 梯
（sensory motor development
stages）：
●1至2個月

新 生 嬰 兒 以 反 射 能 力
（reflexes）移動身體；例如把腳趾
捲曲，把手指抓緊和把面孔扭擰
等。由於潛在的基礎大腦機制已啟
動，因此 14 周的嬰兒已可利用雙目
共視能力（binocular vision）來觀
看物件。他們的頭可轉向發出聲音
的來源，又能迅速地適應那些聯繫
了視野和聲音的反應。他們能揮出
手臂和展開手指來回應響亮的聲
音；也能有味覺、嗅覺和觸覺。

●3至5個月
嬰兒已可控制頭部活動。他們

開始控制及平衡頭、頸及身軀。4個
月 的 嬰 兒 小 肌 肉 活 動 （fine
motor skills）已可以把玩和抓住自
己的手指，又可用一隻手把物件轉
到口中。由於他們大腦內的聽覺皮

層（auditory cortex）正在快速增長
樹枝狀突觸（dendrites），因此可以
理解和感覺到別人的注意和發出的
聲音。5個月時，嬰兒展開了大肌肉
活動（gross motor skills）。這時
期他們能夠用手臂、腿及腹部緩慢
地向前移動身體。

●6至9個月
隨着神經系統的建立，嬰兒更

能控制肌肉。他們已可把物件從一
隻手交到另一隻手中，亦擁有如成
人一般的視力。他們更可獨自坐
着，用雙手和雙腳爬行。有些甚至
能把自己拉起作一陣子的站立姿
勢。

●9至12個月
此時期的嬰兒利用所有的感官

來探索世界。他們喜歡把任何東西
都放進口中，又能協調雙手去圍抱
一件不能以單手拿着的東西。他們
此時已可爬行及站立，又能扶着家
具或其他物件來練習走路。他們也
能在不需支援下坐着。

●12至17個月
由於脊柱的改變，令大部分嬰

兒可於 13 個月大時開始走路。走路
標誌着多方面的發展，如肌肉力度
及在運動皮層（motor cortex）鍛
煉下漸趨成熟的大腦。

集仁琛

「李老師，門外有學生要見你。」王主任走出教員室前告訴我。我心裡不
由得一沉，我知道站在門外的是誰。

我一邊走向門口，一邊把長髮束起，並整理了一下裙子上的皺摺。右手觸
碰到門把手的一剎那，我不禁打了個寒戰。

一切與十年前的場景驚人地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十年前站在門外的人是
我，推門而出的是文老師。

十年前，同樣是在下午四點十五分，同樣是在教員室外的走廊上──那時
這條走廊還沒有鋪上地磚，只有淺灰色的水泥地，同樣是這般地心驚膽戰，我
伸手敲了敲這扇無比熟悉的棕紅色木門。還沒等我鼓起勇氣喊 「請問文老師在
嗎？」，文老師已經邁着姍姍的步子從門後向我走來，用她溫柔的手輕輕拍了
拍我的肩頭。

「孩子，我原諒你，但請你告訴我：你為什麼要作弊？」簡潔而有力的句
子從文老師口中飄出，如同天籟之音。

我喜歡文老師親暱地稱呼我 「孩子」，她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這樣稱呼
我的人，我媽總愛叫我 「死丫頭」，後面跟着一串責罵；我爸直接大喝 「你過
來！」我從他兇惡的語氣裡就能辨別出他是在叫我；弟弟妹妹從來不尊敬我，
沒叫過我一聲 「大姐」，動不動就來一句 「壞女孩給我倒杯水！」其他老師都
對我直呼其名，唸 「李皓佳」三個字時總是眉頭緊蹙，像在唸咒語。所以我喜
歡文老師叫我 「孩子」，可素來傲慢的個性不允許我流露半點兒欣喜之情。我
冷冰冰地說： 「我有名字，我叫李皓佳。」（三之一）（下周四續）

聖保羅男女中學 高二 康棣

有人說：學習粵劇（圖）已經是過時的活
動了！但我卻認為粵劇是永遠不會過時的，重
點僅僅在於你懂不懂欣賞這一門藝術而已。

粵劇，作為一種藝術，它有着本身的獨一
無二特質、一份引人入勝的魅力。它結集了優
雅的做手、優美的曲詞和富有氣氛的音樂於一
身，彷彿是中華人民智慧凝聚的成果。到了今
天，無庸置疑，西方音樂以及國語流行曲的確
對粵劇的發展造成了很大打擊，更動搖了粵劇
這門藝術在人們心中獨當一面的地位，令其失
去了往日的光輝，不復流行。但其實，從我學
了粵劇的體會看來，粵劇那所謂的 「式微」，
其實主要是因為人們缺乏機會接觸；粵劇縱有魅力，人們亦難以感受。

時至今日，不論是政府、學校還是梨園的新星都正在為粵劇漸漸式微的事
實作出努力。政府計劃建成西九文化區，以提供場地給粵劇發展。很多學校致
力推廣粵劇，藉此讓同學對此產生興趣。梨園新星努力地學習粵劇，務求令它
可以重新發光發熱。如此看來，我倒認為粵劇重新流行，實在是一件指日可待
的事！

不知不覺間，我學習粵劇已五六年了。當中，我體會了很多，亦學懂了很
多……

粵劇的曲詞文筆筆觸細膩，用字豐富。長久學習的確使我學懂了更多詞
彙，提升了我的中文水平。老實說，我的中文成績在學習粵劇後的確比以往優
越。你說，學習一樣課餘活動即能多學一門手藝，又能提升學業成績，豈不是
一箭雙鵰？（上） 聖保祿中學 中三 李軍彥

命運在我手

初學粵劇初學粵劇

粵劇——過時的藝術？

八爪魚保羅

香港知專設計
學院（HKDI）學生
利 用 電 器 包 裝 紙
盒，設計出獨特燈
飾，奪第 4 屆香港
燈飾設計比賽學生
組冠軍，更擊敗公
開組其他參賽者，
獲綠色設計大獎。

冠軍作品 「環
保 之 光 」 由 HKDI
展覽設計高級文憑
學生陳嘉芮創作，她在朋友家中發現電視機的包裝紙盒，覺得白白丟棄會很浪
費，靈機一觸想到利用瓦通紙透光的特性，設計成為燈飾並配以慳電膽照明，
一件垃圾即時化身成實用家居用品。

學生組的亞軍及季軍分別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及 HKDI 學生奪
得。亞軍得主是IVE產品設計工程學高級文憑畢業生蔡忠銀，他的作品 「發光
體」結合了設計及科技的元素，在設計上參考珊瑚的形態，希望帶出減少污染
保護海洋的信息；在科技上他採用較慳電及耐用的無線開關系統，減低耗電
量。季軍作品 「冰．風．暴」由HKDI展覽設計高級文憑學生張均泰設計，他
以純白色外形像破冰般的燈罩，表達全球氣候暖化令冰川融化，希望喚起人類
對氣候暖化的關注。

香港燈飾設計比賽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今屆主題為 「光照未來」，分
公開組及學生組。

東華三院日前（10月28日）假沙田運動場舉行聯校運動會，邀得香港
傑出運動員洪松蔭蒞臨主禮及頒獎，當日各項田徑項目共有538名健兒參
加。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梁定宇表示東華提倡 「全人教育」，為學生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讓同學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發
展。為培養同學對課外活動的興趣，董事局本年度撥款550萬元資助屬校
發展體育和文化活動。賽果如下：
男子甲組冠軍：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男子乙組冠軍：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男子丙組冠軍：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女子甲組冠軍：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女子乙組冠軍：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女子丙組冠軍：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上周五（5日）
假小西灣運動場舉行聯校運
動會，邀得前中國女排主力
副攻手、奧運金牌得主張萍
主禮。當日各項田徑項目共
有1320名健兒參加。

張萍在退役後通過 「優
才計劃」來港定居，並獲香
港中文大學頒發 「運動員獎
學金」，於中大攻讀 「體育
及運動科學」學位課程，積
極 參 與 香 港 的 排 球 訓 練 工
作，協助港隊和學界培養排
球運動員。

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梁定宇表示東華提倡 「全人教育」，體育運動
不但可增強同學的體質，還可培養同學的意志，他希望同學們能將體育精神
貫徹於日常的學習和生活之中，不斷超越自我，拓展豐盛而有意義的人生。

東華聯校運動會賽果如下：
男子團體冠軍：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男子團體亞軍：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男子團體季軍：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女子團體冠軍：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女子團體亞軍：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女子團體季軍：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HKDI IVE
囊括燈飾設計賽冠亞季

陳嘉芮奪得香港燈飾設計比賽學生組冠軍及綠色
設計大獎，右為得獎作品 「環保之光」

東華小學聯校運動會538人競逐

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梁定宇（左）及香港傑出運動員洪松蔭與
獲獎學生合照

學生比賽花絮學生比賽花絮

東華中學聯校運動會
黃笏南稱帝 伍若瑜封后

前中國女排主力副攻手、奧運金牌得主張萍
（前排右）任主禮嘉賓

1.觀察與寫作講座
講者：中文大學教授何萬貫
時間：11月13日上午
地點：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
查詢：2976 6628（林小姐）

2.創新科技嘉年華2010
時間：11月6日至14日
地點：香港科學園
內容：環保照明、智能家居、醫學電子、可再生能源、電子學習、準第四代

流動通訊技術
查詢：3406 2993（梁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