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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天團訪港中國航天團訪港 分享攬月探火之路分享攬月探火之路

由香港中聯辦、香港特區政府、中國科學技
術協會、紫荊文化集團將聯合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主辦，香港理工大學承辦 「航
天科學家團隊進校園暨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
講座」 活動，目前，理大官網上已公布兩場講座
信息，分別在周三和周四（23日和24日）上午進
行。活動除了在現場進行，理大亦會透過大學的
YouTube頻道作即時直播，對講座有興趣的公眾
人士可以在YouTube收看活動直播。

講座歡迎12歲以上報名
本周三（23日）上午率先與受眾見面的是中

國工程院院士、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軔，
其講座主題為《中國航天與航天精神》。本周四
（24日）上午，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工程副總設計

師、北斗三號衛星首席總設計師謝軍，及嫦娥四
號探測器項目執行總監張熇，將分別分享題為
《仰望星空 北斗璀璨》和《築夢月球舒廣袖》
的講座。

另外，香港大學在本周亦會舉行 「航天科學
家團隊進校園暨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
兩場活動。根據其網頁公開資料顯示，首場於周
三（23日）下午由國家探月工程三期總設計師胡
浩主講 「九天攬月」 ；第二場則在周四（24日）
上午，由中國工程院院士、長征系列火箭總設計
師龍樂豪，及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總設計師孫澤
洲，分別主講 「長征火箭與中國航天」 、 「 『天
問一號』 的探 『火』 之路」 。

講座接受12歲或以上人士報名，詳情請參閱
mainlandaffairs.hku.hk/zh-hant/20210615。

國家航天事業在2021年中
取得多項重大突破，從 「天問
一號」 、 「天和核心艙」 再到
近日成功發射和入住天宮空間
站的 「神舟十二號」 ，多次成
功實踐見證中國航天發展。為
讓青年學子更深入了解中國航
天發展及科學家精神，香港理
工大學與香港大學在本星期將
舉辦多場講座，邀請航天科學
家團隊到校園分享。

大公報記者 葉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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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港大周三起辦多場講座

▲2020年12月2日，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拍攝的落月後的
嫦娥五號探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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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上載公民科教材 客觀專業
【大公報訊】記者殷向善、王麗

報道：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
將於九月份在中四級逐步推行，代替
通識教育科。教育局日前上載首批有
關科目的電子簡報教材，涉及 「一國
兩制」 的內涵和實踐課題，涵蓋香港
問題的由來、國家與特區的憲制關
係、香港國安法三個學習主題。

電子簡報教材提到，香港國安法
的實施能有效地止暴制亂，令香港恢
復平靜，並首次在教材中釐清中央對
港擁有全面管治權，而非只限國防及
外交事務。有資深通識科教師表示，
簡報教材全面客觀闡述了 「一國兩
制」 的課題，有助教師從知識層面熟
悉課程內容，令學生更加鞏固基礎知
識。

涵蓋三個學習重點
新學年推行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尚未有教科書，教育局日前在網上資
源平台上載三份學習主題的電子簡
報，供教師下載教學，三份教材簡報
涵蓋 「香港問題的由來」 、 「國家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 及 「維
護國家安全的意義」 主題，均屬於公
民科的首個課題 「 『一國兩制』 的內
涵和實踐」 的學習重點。

三份教材簡報內容詳實，每份篇

幅均長達數十頁。在 「香港問題的由
來（三條不平等條約及其背景）和回
歸歷程概略」 簡報中，局方引述基本
法序言裏 「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
部分」 ，闡述 「即使香港在鴉片戰爭
後為英國所佔領，但它仍是中國的領
土」 的第二層含義。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
關係」 簡報則從了解香港與國家的憲
制關係，以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來源
於中央的授權，培養學生自覺維護
「一國兩制」 的價值觀和愛國心。其

中提到，提到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
權，形容有人主張中央權力只限國防
及外交事務屬錯誤觀點，亦指出 「一
國兩制」 是完整概念，不能相互割裂
或對立， 「一國」 是 「兩制」 的前提
和基礎， 「兩制」 從屬於並統一於
「一國」 之內。

在涉及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
的學習主題簡報中，提及總體國家安
全觀，並詳細列明16個涉及國家安全
的重點領域，以多方面的論述印證香
港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有效地止暴制
亂，香港社會生活恢復平靜，既健全
完善了香港的法治，又促進了香港的
人權保障。

資深通識科教師、將軍澳香島中
學校長鄧飛表示，簡報內容較以往通

識科用書的資料更全面、客觀及
專業。

他指出，舊通識科無標準的教材
和明確的授課範圍，有教師授課時容
易斷章取義，而教育局上載電子簡報
教材內容全面扎實，有助教師從知識
層面熟悉課程內容， 「老師無需另花
時間搜集網上資料，估估下咁教無效
嘅知識。」

讓學生多角度思考
鄧飛舉例指，電子簡報以時間軸

形式講述基本法的起草過程，破解以
往 「基本法由中英共同制定」 的歪
論，令師生充分認識香港的問題，打
好知識基礎。他認為，中學教育應打
破強調 「多角度思考」 的迷思，令學
生學習鞏固的基礎知識，以扎實穩固
的知識為前提進行有效的討論才是最
有價值的。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認為，學校應
該利用教育局提供的課題簡報來教導
學生，以往的通識教育學習內容無邊
無際，沒有針對性，幸現在改為公民
與社會發展科，可先讓學生掌握基本
事實，如教育局課題簡報中提到的三
條不平等條約，認為這樣的學習才是
按部就班、合情合理，適合中四的程
度。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決心將
香港發展成為創新科技中心。

教育線上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葉心弦報道：中國
月球探測器嫦娥五號去年12月成功將重達2公
斤的月球土壤帶返地球。據了解，部分月球土
壤已在昨日隨國家科學家訪問團到港，並擬於

周日（27日）至下月初在灣仔會展公開展覽，
屆時香港市民將有機會親眼目睹來自月球的原
產物，以及縮小版的嫦娥五號模型。

前蘇聯月球探測器 「月球24號」 在1976
年8月帶回170克月表土壤樣本，時隔44年，
中國月球探測器嫦娥五號去年12月17日帶回2
公斤月球土壤。至此，中國成為繼美國和前蘇
聯後的第三個取得月球樣本的國家。

同場展出「嫦五」模型
嫦娥五號帶返的月球土壤已於今年2月在

內地國家博物館展出，進行科普教育用途。科
學家及航天專家亦已於昨日攜帶部分月球土壤
到港。據悉，這部分月球土壤將會在灣仔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航天展上展出，與其同時展出的
還有嫦娥五號模型及其他展品，屆時市民可以
「大飽眼福」 。公開展覽將由6月27日至7月9

日結束，詳情及取票安排將於日內公布。

月壤首到港 灣仔會展展出

25大學生獲創新科技獎學金
林鄭表揚對本港貢獻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鍾怡報
道：創新科技獎學金頒獎典禮昨日在
香港會展中心舉行，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頒發獎狀予2020及2021年得獎者
以鼓勵他們為香港創新發展作出的貢
獻。2021年的25位得獎大學生研發的
科技項目涵蓋多個領域，包括醫學、
電腦科學、金融科技學等，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表示，相信得獎的學生將來
無論在哪一方面努力，他們在事業和
人生的發展路上，必定有所收穫，幫
助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推動本港物聯網技術發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續表示，香港

政府決心利用本地人才庫，將香港發
展成為創新科技中心。目前，政府已
投入約1100億港元用於廣泛的物聯網
計劃，包括設施發展、研發資金、風
險投資等。此外，香港將目標瞄準技
術數據分析、機器學習和醫療建設等
領域，設立研發中心，並聯合國際知
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共同合作。研發中
心現在正在為一系列創新研發項目招
募研究生和專家，以此來推動本港的
物聯網挑戰。

2021年創新科技獎學金部分得獎
學生亦分享了他們正在研究的項目。
香港城市大學理學士吳銘軒同學主修
電腦科學，他計劃利用AI技術設計一
對一的AI導師，幫助小學生解決學習
困難的問題，讓他們能自行發現數學
方面的弱點並透過人工智能解決問
題。

香港理工大學職業治療學理學士
張彥芝同學希望改善香港獨居長者的
生活，建立一套完善的智能家居系
統，具體落實到包括提醒長者按時服
藥、預防跌傷、跟進康復治療等功
能，從而幫助他們提高生活質量。

迄今共275名大學生獲獎
創新科技獎學金自2011年成立至

今，致力為創新及科技產業培育青年
人才，每年甄選25名對創新科技滿懷
熱忱之心的本地大學生。該獎項是由
創新科技署和滙豐共同支持及贊助、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得獎者最高可獲
得15萬元獎學金以及其他支援，包括
精英培訓、海內外暫讀計劃、本地實
習計劃等。到目前為止，共有275名
本港大學生獲得該獎學金。

◀部分得獎大學生發表獲獎感
言。

1. 香港問題的由來

•香港有很悠久的歷史，而且自遠
古以來與內地便有很密切的關
係。

•即使香港在鴉片戰爭後為英國所
佔領，但它仍是中國的領土。

•《南京條約》、《北京條約》、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三條不平
等條約及其背景

2.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
制關係、 「一國兩制」 及《基本
法》的法律依據

•中央與地方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
係，地方的權力來源於中央的授權

•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
管治權

• 「一國兩制」 是完整概念，不能相
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對立

3.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香港
國安法》與促進香港長遠發展，
以及平衡法治和人權的關係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發展歷程、涉及16
個重點領域

•香港國安法的制定背景和過程，彌補
了國家安全的制度漏洞

•香港國安法不損害香港居民的基本權
利和自由，有效地止暴治亂

資料來源：教育局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電子簡報

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課題三個重點

▲嫦娥五號帶回的月球樣品，曾在中國國家
博物館公開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