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分析

鼓勵學生回內地考察會惹人反感？

教育之聲＞＞＞

（相關單元：今日香港、能源、科技與環境）

學童在家學習的困難

你有跟幾百萬人比拼的志氣嗎？

實時分析＞＞＞

有兩方面的數字跟同學介紹，讓
大家認識國情，同時思考自己的學習與
生活。

先說第一組數字。十月下旬讀了
一則數字，是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的季
度報告，按第三季度、即七至九月全球
貿易數據反映，全球貿易額都縮水了，
唯獨是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逆勢上升。這
數字跟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第
三季公布的情況脗合。同樣是十月下旬
，中國統計局公布了內地第三季GDP
增長為4.9%，低於預期的5.5%，卻高
於第二季的3.2%；呈現第三季比第二
季好的趨勢。而由新冠疫情爆發的第一
季累加至第三季，GDP以 「轉正」 的
走勢，由減退變為增加0.7%。不少人
預計當全球仍然受不明朗因素影響時，
中國第四季經濟有望繼續向好。

上面一堆數字為何會令人鼓舞呢
？總體經濟數據是大數據，跟普通人有
什麼直接關係呢？有的，是就業。直接
受影響的是2020年及2021年的高中畢
業生和大學畢業生。大家對2020年高
校及大學畢業生的人數有何概念呢？答
案是：總共有874萬畢業生投入內地市
場。而這，就是今日要跟大家說的第二
個數字。

十年前，世界不斷為中國的GDP
增長塑造預期。中國GDP由雙位數轉
單位數，再於單位數由破8、破7，變
成維持在6%上下時，世界金融大鱷及
炒家不斷對中國經濟危言聳聽。如果一

個政府沒有定力，會用印銀紙量化寬鬆
的方式來提振GDP。可是，中國政府
沒有被外部輿論帶偏了方向，堅定地做
實業、做實事。而且對外界有一套清晰
的說法，說明當中國的經濟體量大了，
增長的百分比自然不斷變少，一切都是
基數效應。中國政府很清楚她需要的不
是財技上的經濟，是實業上的經濟。中
國需要用發展來解決中國人的就業問題
，以及每個家庭的吃飯問題。

中國的互聯網消費固然搶走了不
少線下消費，卻派生出物流業，造就了
養活無數人的快遞行業。中國春晚，以
及習近平主席在春節前特意送上問候的
行業，包括快遞業。中國政府的GDP
要增多少才 「夠用」 呢？以可以吸納每
年新增就業人口為準。讀就業資料便知
道，疫情剛受控的五及六月，畢業生求
職仍十分困難。但轉入第三季，情況在
嚴峻中向好。

這個中學生專欄，我為何要談上
述這些呢？很明顯，未來幾代年輕人如
果想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必然是要抓住
中國 「十四五」 規劃這大好時機。不管
你是留在香港，還是融入大灣區、融入
整個中國大陸，未來的人生機遇極大可
能跟祖國連上關係。以今年為例，800
多萬人畢業求職是個什麼概念呢？即是
有比香港總人口還要多的人群投入勞動
力市場。如果想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同
學們必須由今天開始認真讀書，並培養
好個人的人品性情。有志氣者，將來可
以在幾百萬人的良性競爭中令自己提升
。你行的。

資深作家、時評人 余 非

通 識

有關報道：
香港疫情反覆，全港中小學及幼

稚園經歷了長時間停課，民建聯早前
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家長
不滿意學校在停課期間提供的網上教
學安排，近七成家長對於子女網上學
習感到壓力，主要擔心孩子未能追上
學習進度，同時要兼顧工作及子女網
上學習，身心俱疲。有接近一成人則
承認面對經濟壓力，情況值得關注。

1.根據資料並就你所知，指出並解
釋學童在家學習會面對的兩項問題。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香港的學校
屢次停課，學童必須在家學習，觀看
教學短片，又或以視訊形式進行實時
學習。雖然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
解決學童未能回校上課的問題，但卻
衍生另外的問題。

首先，低收入家庭的資源不足，
影響電子學習的成效。無論觀看影片
又或進行實時網課，均需要有一定的
配套才能成事，例如寬頻上網、電腦
、平板電腦等。但是，低收入家庭往
往缺乏這些設備，尤其是一般低收入
家庭居住的唐樓或劏房，未必能有齊

安裝；就算能夠安裝，也因為資源缺
乏，導致未能負擔。再者，這些家庭
未必能負擔電腦的開支，導致只能以
手機上課，使電子教學的成效欠佳。

再者，學童在家學習也會使家長
感到憂慮。根據資料，超過兩成家長
認為兼顧子女在家學習會感到壓力。
事實上，不少家長也有工作在身，難
以兼顧子女在家學習。另一方面，因
學童在停課期間未能每天得到老師的
課業支援，導致家長必須每天作指導
老師；但是，未必所有家長都有能力
指導子女所有學業，這種情況會使家
長感到巨大壓力，導致精神緊張，甚
至會衍生心理問題。

2.試建議兩項方法，以解決學童在
家學習的問題。

疫情下的電子學習已經成為新常
態，未來也可能經常會有這種停課的
情況出現，所以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從
不同角度支援，以解決學童在家學習
所出現的問題。首先，政府應該提供
恆常的經濟補貼，以補助低收入家庭

添置電子學習設備。雖然政府現在透
過關愛基金，以援助低收入家庭的子
女購買電腦或平板電腦等設備，但這
種資助並不足夠。事實上，電子設備
會有損耗的一天，一般電腦的周期往
往只得三至四年，所以必須要持續資
助他們更換設備，或提供補助讓他們
可以讓這些設備進行維修。另一方面
，寬頻上網是按月付費，並非一次性
的支出，所以政府也應該持續資助這
些家庭，才能有效地進行網上學習。

再者，政府也應提供心理支援，
以協助家長及子女面對在家學習的困
難。不少家長，尤其是小學生的家長
，既要工作，又要指導子女學業，會
感到十分吃力，可能會出現不少精神
問題。所以政府必須提供心理輔導，
透過電話或視訊的方式紓緩家長的情
緒，並讓他們得到心靈上的安慰。另
一方面，教育局也可建議學校多打陽
光電話，多些關心學生與家長的情況
，讓他們明白就算在疫情期間，他們
並不孤單。

通識科自2009年實施以來，無論是課程設計
、課程實施或課程評估一直都備受批評，惟歷屆
特區政府都無力解決。直至今年11月25日，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發表《2020年施政報告》，提出要
向通識科開刀，翌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進一步闡
述改革方案，有關問題隨即成為社會爭論的焦點
，連《人民日報》11月29日也發表評論文章，指
出香港通識教育不能再淪為 「攬炒」 和 「洗腦」
的工具，應剪掉這支 「毒刺」 ！

根據楊局長的論述，通識科改革措施之一，
就是要鼓勵學生回內地考察，讓學生能夠親身認
識國情和國家發展。惟此舉竟然引起個別教師工
會頭目及多名城中政客帶頭反對，批評政府強迫
學生回內地考察會惹人反感。對於這種歪理，筆
者無法認同！

第一，認識自己的國家是理所當然的事。
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和《中國香港基本

法》第1條規定，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 。再說，教育的第一要務應引導學
生釐清自己的身份；事實上，絕大部分香港居民
的籍貫都在內地。因此，教師應該不忘初心、盡
己所能，透過學校教育，引導學生立足香港、心
繫祖國、放眼世界，認識香港和內地血濃於水、
唇齒相依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方
面的聯繫和現況。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既是法理
要求，也是情感和現實需要。

第二，認識自己的國家乃特區教育政策。
回顧教統會2000年公布的教改方案，提到香

港整體的教育目的是要把學生培養成為能夠為國
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的人。教育局在2017年
檢討課改成效時，再次重申國民及全球公民身份
認同是香港的課程宗旨之一。而2007年制定、

2014年更新的通識科課程指引，也明確指出 「高
中通識教育科旨在幫助學生加深對自身、社會、
國家、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的理解」 。

第三，學生會否反感，關鍵是教師的引導。
身為教師，或許都有類似的經驗，有學生向

你表示過不喜歡上英文課，不喜歡參加學校某項
課外活動，不想被學校編入某一個班級，不想父
母出席學校舉辦的家長會……惟作為教師，我們
細心聆聽學生的聲音後，一定會作出適當的引導
；在沒有特殊理由的情況下，我們往往不會隨意
答允學生。因為身為成年人的教師，我們知道自
己有責任要引導未成年的學生走正確的路，作出
合乎情理或自身長遠利益的選擇。再說，鼓勵高
中學生回內地考察，既可豐富生活經歷且能擴闊
視野，而考察成績又不計算入文憑試，很大可能
還有政府資助，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是一件
美事，應該支持。惟部分教師要是帶着反社會和
反國家的思維，而附和或支持個別學生作出不想
回內地考察的選擇，情況就會變得複雜，學
生容易產生被政府所逼的感覺。換言之，要
求學生回內地考察會否惹人反感，關鍵
在於教師是否真誠地關心學生、熱愛
社會和國家，並且從心出發引導學生
做該做的事。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筆者奉勸
那些帶頭反對通識科課程改革的業界人士和城
中政客多說良心話、多做善良事，出言有
尺、行事有度，別再執迷不悟、胡言
亂語煽動師生反政府，這種言行實
在幼稚無知、惹人反感！

創知中學校長、
曲阜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黃晶榕博士

將軍澳香島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吳壁堅

◀低收入家庭因
資源緊絀，網課
所需配套未必充
足，會影響電子
學習的成效
（2020年9月8
日《大公報》報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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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需兼顧指導
網課配備需充足

疫情嚴峻上學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