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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 「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出
後，略致薄酬，細則如下：

第二版 「觸景立畫」 徵求照片、畫作和漫畫，須附圖
說，講主題談心得，200 字為限；

第三版 「通識平台」 ， 「我學通識」 、 「通識教
室」 ，歡迎教師、學生自述或推廣通識課的教學法、選材
法，以資交流，1000字為限；

「茶水站」 、 「師生談通識」 歡迎師生暢談通識教
學、教書育人的經歷感受，500字為限；

「走出校園」 、 「交流動態」 讓師生講述考察、參
觀學習的見聞，500 字為限。

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即任教或就讀的學校、居所、
電話及電郵，寄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座3樓
大公報 「通識新世代」 ，或電郵至ed@takungpa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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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紀念郵票
三地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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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出 校 園

應試最難之處

運用 「樹狀圖」答題事半功倍

飢餓地圖2011

葡萄牙花籃節
花花世界花花世界 宛如童話宛如童話

近月，東非幾個國家如索馬里、肯尼亞、埃塞俄比
亞和烏干達等均先後爆發旱災。聯合國7月20日宣布索
馬里南部兩省進入饑荒狀態。東非地區饑荒問題嚴重，
由此可見一斑。

據聯合國人道救援協助處估算，目前共有1300萬人
急需人道救援，其中超過200萬為兒童。若他們得不到
適時的援助，恐有50萬名兒童將因飢餓而死亡。

2011年8月13日 大公報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11/08/13/images_
0702-1395583.htm

新 聞 摘 要

辛亥革命100周年，為隆重其事，中國內地、香港和澳
門都發行了紀念郵票；除各自發行郵票和小型張外，三地更
共同發行聯合套摺，以突顯辛亥革命為普國同慶的大事。三
地雖以同一事件為郵票主題，但觀乎方寸間的取材和內容，
可見三地的觀點和社會面貌。

三地設計的郵票小型張上都在重要位置突顯 「天下為
公」四個大字，這不但表明辛亥革命的目的和意義，更反映
這仍是國人在 21 世紀追求的理想。內地的小型張由身穿西
服的孫中山先生佔據全票畫面，只見他手執《建國方略》一
書，還列出書中部分文句。如此取材實在符合當前國情，國
家的郵票當然要突出 「國」的重要，國內近十年許多大型建
設如三峽水利工程、青藏鐵路等項目都師法自《建國方略》
中的 「實業計劃」，可見郵票要突顯中山先生對當代中國建
設的影響，辛亥革命的色彩反而不太濃烈。

香港發行的郵票頗能緊扣辛亥革命的脈搏，全面反映有
關革命的人與事。4 枚郵票分別介紹 「黃花崗七十二烈
士」、 「武昌起義」、 「革命重要人物」和 「孫中山先生就
任臨時大總統」，圖文並茂，在三地郵票中最具教育意義。
小型張含兩枚郵票，其中一枚介紹中山先生在香港接受教育
而孕育革命思想，突顯香港的歷史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面額
3 元的 「革命重要人物」郵票中有章太炎（1869-1936 年）
肖像，章氏是中山先生的反對者，郵票讓他與其他革命者並
列，反映了香港社會的兼容並包精神。

澳門郵票也具體反映辛亥革命的人物和史事，4枚郵票
分別題為 「籌組革命」、 「浩氣長存」（黃花崗七十二烈
士）、 「武昌起義」和 「民國成立」，後3枚的主題和香港
的其中 3 枚相同。首枚有同盟會澳門分會創辦者高劍父
（1879-1951年）的肖像，小型張有豎立於澳門國父紀念館
的孫中山先生銅像，都反映了澳門對革命的貢獻。

圖文：嶺大社區學院高級講師 梁勇

滿街張燈結綵，鋪滿色彩鮮艷的花朵，驟眼看
還以為置身於童話中的花花世界……說的並不是什

麼主題公園裡的新景區，而是每年 7 月初在葡萄牙
中部古城托馬爾（Tomar）舉行的花籃節。

除了擁有建於中世紀、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
基督修道院之外，托馬爾的花籃節每年也吸引逾40
萬遊人來到這個人口只有數萬的古城，觀看這個壯
觀的民間傳統節日。

花籃節已有百年歷史，每 4 年舉行一次，為期
10 天，節日期間古城裡的居民會在大街小巷的燈
柱、電線杆、樹梢、門柱、窗台和陽台上紮滿一束
束五彩繽紛的紙花，營造出 「花海」的美景。到了
節日尾聲還有大型花籃巡遊活動，數千男女組成花
籃樂隊，巡遊於下午展開，逾 700 名身穿傳統服飾
的女士，每人都頭頂一個高達 1.5 米、重 15 公斤且
插滿杜鵑花、牡丹花、康乃馨或玫瑰的大花籃，列
隊穿梭於老城的街道；男士則穿白襯衫、黑褲、紅
領帶，在女士旁協助扶持大花籃；其餘的人奏起長
笛、短笛、手風琴和風笛。遊行大隊長達千米，還
有黃牛拉花車，街道兩旁人山人海，為遊行隊伍歡
呼鼓掌，令古城洋溢墟熱鬧的節日氣氛。（環球
嘉年華．八） 祁 文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當一個地區20%的家庭極
度缺糧，急性營養不良率超過30%，同時每1萬人
中每天有超過 2 人死亡時，該地區便進入饑荒狀
態。

饑荒，是人類自遠古以來的老敵人，但在 20
世紀最後 25 年間，人類在解決飢餓的問題上有了

很 大 的 進
步 ： 從
1970 年 到
1997 年 ，
飢 餓 人 口
從 9.59 億
減 至 7.91
億 ， 這 主
要 歸 功 於
中 國 和 印
度 在 減 少
飢 餓 方 面
作 出 了 巨

大貢獻。
然而，20 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以來，發展中國

家的長期飢餓人口開始以每年近400萬的速度大幅
增加，到 2001 至 2003 年，全球飢餓人口增至 8.54
億。目前，這個數字已經達到9.25億之多，意味
世界上每7個人中，就有1個人得不到足夠食物。

聯合國糧農組織指出，在這 9.25 億飢餓人口
中，98%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具體分布如下：5.78
億生活在亞太地區；2.65億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地區；5300萬生活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4200
萬生活在近東和北非地區。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製作了 「飢餓地圖
2011」，把全球各國的營養不足程度分為5級，在
最嚴重的第5級（代表營養不足的人口等於或超過
該國或地區總人口的35%）中，除了中美洲的海地
之外，其餘全部位於非洲。

引起饑荒的原因包括：自然災害、戰爭、貧
窮、不完善的農業基礎設施以及自然環境的過度開
發。 宋元明

▲在巡遊大隊中，身穿傳統服飾的女士每人
頭頂一個重達 15 公斤的大花籃，步行近 5 公
里的路程，侍候在旁的男士間中會用肩膀扛
起花籃，讓女士稍作休息

▲花籃節舉行期間，托馬爾古城裡的大街小
巷搖身變成向日葵一條街、紫羅蘭一條街，
或杜鵑花、常春藤、石榴花一條街，非常壯
觀

◀索馬里數以十萬計的兒童
因饑荒導致營養不良，處於
垂死邊緣 美聯社

▶難民在索馬里首都摩
加迪沙自建營地暫居

美聯社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再過5個月，就是
首屆中學文憑試開考，連月來各區中學合縱連
橫，圍繞通識、中文、數學以至英文（相信其
他學科將陸續加入），舉行聯校跨區模擬試，
藉以掌握擬題動向，特別是給學生臨場經驗，
加深了解本身的強弱機危，為緊隨而來的實戰
作好準備。

難怪學界如此緊張，試想若按考評局備考
安排，明年1月才有 「練習」試題，其時已是
年關在即，轉個頭過了正月，常規課堂在聖誕
節已上完了，學生也要考離校試（或稱校內模
擬試）了。別忘記除了這 8 萬首屆新高中學
生，還有3萬餘末屆中七生，同樣要迎接離校
試。這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喋喋不休的 「重疊
年」，大學明年同時迎接兩批學生入學，全港
中學的校舍現已同時容納兩批高考生了。

同樣是考生，一批是末屆，一批是首屆，
在同一年，香港的同一天空下應考，大家都在
為2012年爭入大學而搏殺。新學制新考試，在
香港似乎無前例，中學校長、教師都嚴陣以
待，生怕教不完書，恐防準備不周，通識科模

擬試更是一場連一場。繼暑假前香港通識教育會與出版社
合辦吸引近 2000 人後，即將到來的 11 月 5 日模擬試又有
1400多人報名。其他如學友社、青年協會等機構舉辦的同
是人山人海。考評局和教育局專家，也成了各模擬試賽後
檢討大會的主講嘉賓。本報同樣關注事態，將及時跟進報
道，貫徹給教與學切實支援的信念，本周五（11月4日）
刊出的通識專題報告得獎學校專訪就是例證。

呂少群

筆者早前提及溫習（知識的沉澱）對學習極為
重要，兩者存有唇亡齒寒的關係；可惜依筆者觀
察，大部分學生從未檢視一直沿用的溫習方式，只
「死記爛背」、運用短期記憶，以為 「一招打遍天

下無敵手」。這對要求靈活變通的通識科，當然是
「有付出，無收穫」。

從不少心理測驗的分析所得，人的學習形態可
簡單分為視覺、動覺、聽覺，即 「V」、 「A」、
「K」。既然人與人之間存有差異，即意味同學必

須掌握屬於自己的學習方法，而非人云亦云。由本
文起，筆者將會一連數篇介紹幾種常用的工具，以
及其適用在通識科的情景，供同學參考，這次將先
重點介紹樹狀圖。

要了解樹狀圖的適用之處，我們可先來個小練
習（由於版權所限，未能剪貼新聞時事為例）：

資料：請先閱讀下文，然後回答各題，限時為
1分鐘。

「國芬的爸爸叫國強，國強與瑞芬育有三子

女，大兒子叫國光，老二叫國華。國光剛與美玲結
婚，育有一對雙胞胎，叫沛然及沛璇。國華與芷玲
新婚不久，暫未有任何兒女……」

問題：
1. 瑞芳擔心自己最年幼的孩子，他是誰？
2. 沛璇與國華是什麼關係？
3. 國芬一家共有多少家庭成員？
時間已到，同學們能答對多少題？筆者相信雖

有同學只動動腦筋就能把答案一一列出，但這肯定
並非多數。若我們先以樹狀圖的方式整理資料，效
果又會不同嗎？

製作圖表（右），所耗時間不足 1 分鐘，但答
案已很明顯。這個小練習雖然簡單，但卻說明了樹
狀圖的最大功用──釐清概念或資料間的關係。對
溫習通識科而言，更有一拍即合之效。何出此言？
因為社會議題或事件的發生，絕不可能由單一因素
造成，當中必涉及錯綜複雜的關係，而各因素更可
能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若只流於背誦，連基本因

果關係也弄不清時，何談靈活運用？
古代聖賢早已明言 「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溫習通識
科，何嘗不是？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鄭重謙

沛然

國強 瑞芳

國光 美玲 國華 芷玲 國芬

沛璇

◀澳門

▶內地

◀香港

應試最難之處，不在技巧，仍在內容。
考試越發逼近，師生越發緊張。雖然筆者在許

多場合都提過應試答題技巧，也經常強調不同的題
型分類，但老實說，應試最難之處不在形式，而在
內容。學生熟悉各類題型，充其量只能避免犯答非
所問的錯誤，並不能保證有高質量的答題；最多只
可保合格，但不能保高分。

知識不足 不明所問
現在同學最常見的問題，不僅僅是審題有誤，

更重要的是因課外知識不足而根本不明題目問些什
麼。就算學生明白題目所問，也缺乏足夠的知識量
去深入闡述作答。

以考評局通識考評網的其中兩條卷二題目為
例：

第一題關於內地建迪士尼公園。表面看似乎不

難，因為同學畢竟不會不認識何謂迪士尼。問題
是，有多少香港中學生對內地社會文化會有清晰概
念？從考評局網頁提供的答案指引看，原來考評局
命題者把內地看成對迪士尼無甚認識、同時又熟悉
傳統文化的地方。連命題者都如此想當然地看待內
地，遑論十來歲的中學生。首先內地在80年代初就
大量引進包括迪士尼在內的歐美日卡通片，對於80
後、90後來說，迪士尼文化絕不陌生。其次，什麼
是傳統文化呢？自改革開放以來，不，甚至自1949
年以來，所謂傳統文化，早就在各種西來風潮中被
稀釋。有多少學生會明白這種實況？如果學生只是
誤以為內地仍舊是傳統主導，誤以為仍舊是對迪士
尼一無所知，那麼不但不能有效回答這條問題，而
且甚至可以說是會答錯內容！答錯一堆與事實不符
的內容。

第二題是漫畫題，是關於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導

致國人的觀念從政治主導，變成經濟主導。由於是
漫畫題，因此所謂 「政治主導」觀念和 「經濟主
導」觀念，基本上都是用漫畫形象來象徵。對於改
革後國人的 「經濟主導」觀念的象徵，學生比較容
易理解，因為漫畫中的中國人個個穿西裝、拿信
用卡；但 「政治主導」卻未必容易理解，因為漫畫
中的中國人個個穿綠色軍裝、手拿紅簿——代表
毛主席語錄。但問題是有多少香港學生會明白紅色
小書是代表毛主席語錄？什麼叫毛主席語錄？綠軍
裝、紅本子的穿代表什麼？別說香港學生一無所
知，就算今天的內地學生恐怕也一無所知。沒有這
些背景知識，這條題目就肯定什麼都答不成。

應試之難，絕對不僅僅在於答題技巧，最難的
是同學並不掌握那麼多的背景知識，沒有足夠的內
容去既深入，又廣泛地回答題目。

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 鄧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