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識

專題分析

B1
責任編輯：安十六 美術編輯：神志英 2021年6月23日 星期三

投資全方位 大公園 小公園

教育

教育之聲時事評論

三孩政策

學校和家長應如何為同學做好復課準備幸福感反映在最切身的生活上

新學年在疫情緩和及師生完成接種疫苗的情況
下，同學們可望能一起回校見老師，回復正常校園
生活。經過一年多網課為主的學習，學校和家長如
何協助同學重新投入校園學習生活？值得關注。大
家可善用暑假，籌辦多元活動給同學參與，好讓他
們為新學年開課做好心理和其他方面的準備。
學校方面

打破過往主要做暑期習作的思維，善用機遇和
資源，為同學創造一個不一樣的假期：

（1）今屆東京奧運受到疫情影響延至今年7月
23日揭幕，至8月8日完結。香港特區政府成功購入
東京奧運的轉播權，並交與本港五間免費電視台播
放。香港跟東京時差只有一小時，故大部分賽事可
於日間收看。學校可透過全方位津貼聘請臨時導師
（最好是體育／運動教練）協助籌辦在校一起觀看
東京奧運賽事，為參與賽事運動員打氣。同時可透
過導師教導學生多做一點舒展運動，增強體魄；分
享運動員堅毅練習和失敗中成長等故事；講解奧林
匹克運動精神（如誠信、守規），讓同學透過參
與，注入精神健康正能量，精神奕奕回校上課。

（2）為照顧部分靜態同學，學校可辦讀書會
（實體書）並安排多元活動讓同學參與，如分享閱
讀心得、圖書封面設計、故事演講、故事創作等
等，藉此強化同學溝通能力、合作精神。

（3）選購適切而又多元的慕課（MOOC），
讓同學在暑假期間按其能力和興趣修讀，既可擴寬
學生視野、豐富學科以外知識，也可增強他們的自
信心和自學能力，為將來可能仍須在線和實體混合
模式學習做好進一步的裝備，提升學習成效。

當然，學校仍可按着校情、文化和資源等為同

學籌辦具富意義的活動，讓他們在疫情下仍有一個
多姿多彩的暑期生活，為新學年做好準備和注入正
能量。
家長方面

由2020年2月初至今，在線和實體課不時交
替，家長和學生都面對着不同程度的壓力。新學
年，學校能否回復實體課，關鍵之一是師生能否在
暑假結束前完成接種疫苗。故此，家長應考慮醫護
界專家意見和建議，在安全的情況下，家長和學生
（當然包括老師）齊接種疫苗，達至集體免疫，讓
同學可在新學年能回復正常的校園生活。

同學經過一年多的在線學習，其生活和學習模
式已養成另一個習慣，可能需要時間調整重新適應
實體課。故此，家長在暑假期間除配合學校安排活
動外，也需要逐步調節對子女的期望，如要求子女
作息有序，準時回校；課本、學習工具和校服等的
準備；多提點子女與同學相處應持正面態度，如包
容、接納、守規；做好防疫工作，保護自己和愛護
他人等等。

近年，不少學術機構或非牟利組織透過調查或
研究，了解新學年學童情緒狀況，當中有不少學生
（中學）指新學年壓力指數屬偏高；亦有不少同學
表示 「不想父母知道自己唔開心，怕他們擔心」 ，
甚少向家傾訴；而學生擔憂也有 「要應付測驗／考
試」 、 「成績未如理想」 及 「休息時間減少」 等。
在疫情影響下，情況可能更嚴重，故學校和家長不
容忽視同學的情緒健康問題。學校、家長發揮合作
精神，在暑假籌辦多元活動讓同學參與，從中了
解他們身心狀況，在有需要時，老師、家長、社
工及教育心理學家等應迅速給予支援，及早做好
預防。在眾志成城下，希望能為同學創造一個具
富意義和安全的新學年。

獅子會中學榮休校長 林日豐

西方某些媒體不斷炒作新疆存在種
族滅絕，並用上謊言說一百遍便成真話
的骯髒手法。新疆非但沒有種族滅絕，
新疆人的生活保障，他們自己最清楚。
以下是四月份的事，但知道細節的人不
算多，在此一說。

今年4月30日晚上八時，新疆和田
一名七歲維吾爾族小男孩，手臂被拖拉
機帶輪整條絞斷了，要緊急轉移烏魯木
齊做手臂接駁的大手術。和田醫院與烏
魯木齊相隔1400公里，能否在八小時黃
金接駁時間內將小男孩送往新疆烏魯木
齊醫院做手術是關鍵。

當天晚上最後一班飛烏魯木齊的航
班已準備起飛，和田機場指揮中心接報
後立即作出決定，令準備起飛的飛機滑
回廊橋，接收了小男孩和醫護設備後重
新起飛，全過程只用了18分鐘。這18分
鐘成為一時佳話。

以上是一般新聞概要，以下是一些
未被廣泛報道的細節。由空姐趙燕的描
述得知，她們的主要任務是令小男孩不
要睡覺，也要為小男孩的斷臂不斷更換
冰塊。而當中最感人的是機組人員將身
上現金湊集起來，交給小男孩隨行家屬
舅父伊敏。伊敏舅父最初是拒絕的，但
無法推卻機組人員的盛情，只好收下。
機組人員湊合的是個小數目，旨在令他
們在未來幾天不用太擔心日常開支。此

外，空姐趙燕說，他們多

謝旅客不介意行程被延誤，但旅客落機
經過他們面前時，都對機組人員豎起了
大拇指表示稱讚。不只的，停機後機上
沒有乘客立即就起來拿行李，是醫護人
員和行李都下了飛機，他們才動身。

此外，小男孩一到達烏魯木齊新疆
醫科大學附屬中醫醫院便立即可以做手
術，原因是和田地區人民醫院雖然沒有
設備條件為男孩做手術，決定轉去烏魯
木齊後，不是就可以閒下來。

就在小男孩隊伍為緊急運送而奔馳
千里之際，和田醫院立即跟烏魯木齊那
邊接手的骨科主任黎立醫生緊密聯絡，
提供一切資料，例如傷口照片，令黎醫
生即時預估到接駁的難度，並即時安排
做大手術的人手和設備配置。結果在小
男孩到達之前，已編配了一個20多人的
團隊備戰。人員來自包括：骨科、急診
科、檢驗科、放射科、麻醉科、輸血科
等相關部門。這便是為何小男孩一到達
便可立即做手術的原因。

西方國家及媒體有深入報道新疆七
歲小男孩這件事嗎？少之又少。因為如
果廣泛報道， 「種族滅絕」 的謊言便穿
了。為一名七歲新疆小孩的家居意外，
且看整個社會不同方面付出了多大的努
力！當中涉及的人群又投入多大的愛
心！哪有 「種族滅絕」 是這樣進行的
呢？近年新疆人生活上幸福感的變化，
大概只有他們才最清楚。而最近的國際
新聞反映，真正的種族滅絕發生在加拿
大。西方世界有關注過加拿大原住民的
困境嗎？

資深作家、時評人 余非

資料一
近年，中國不斷放寬生育政策。2011年，

實施 「雙獨」 二孩政策；2013年，實施單獨二
孩政策；2015年，推出全面二孩政策。今年5
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進一步優化生育
政策，將實行三孩政策。這政策宣布後，立刻
引起大眾關注。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陸傑華教
授估計三孩政策實施後，不太可能引發新一次
生育潮。他認為除養育成本過高外，年輕人婚
戀和生育觀念已發生變化。作為生育主體的80
後、90後受到新思想文化影響，婚戀和生育觀
念已有變化。生育不再是人生必定的選項。

（資料取材自報章 2021年6月1日）
5月31日《北京青年報》微信公眾號 「政

知見」 刊出中央政治局對三孩政策的配套措
施，包括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
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整
治；發展普惠託育服務，改進教育資源供給，
降低家庭教育開支；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
制度，加強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
就業權益；建立健全計劃生育幫扶保障制度
等。以上措施希望有助推動三孩政策，令年輕
一代願意生育，改變人口老化現象。

資料二
根據2021年5月公布的全國人口普查數

據，過去十年間年均增長率是0.53%，較上一
個10年下降了0.04個百分點。一直以來，政府
大力改變生育政策，卻沒法改變人口增速放緩
的情況。大多年輕一代不願意生育，有着複雜

的原因。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昔日 「重男
輕女」 和 「養兒防老」 等觀念已產生變化。教
育、醫療、住房等 「三座大山」 帶來的沉重壓
力，增加生育成本，讓下一代不敢生，不願
生。其中80後、90後正是獨生子女一代，若一
對夫妻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三個孩子，養家壓
力實在很大。

（資料取材自報章 2021年6月1日）

教育醫療育兒成本高
（a）解釋社會學專家估計三孩政策推行後，年
輕一代也未必支持，仍不太願意生育的原因。
（8分）

傳統概念改變：現時，全球化下西方思想
傳入影響傳統養兒防老的概念。一直以來，中
國家庭重視多子多孫，三代同堂是大眾期望，
若能五世其昌更是最理想。女性結婚後便要生
兒育女，不生育視為不孝。在現今社會，中國
女性地位不斷提升，她們可自主決定本身的生
育計劃。另外，一些年輕人受到單身主義影
響，選擇不婚。即使選擇結婚，亦選擇不生
育。因此，年輕一代未必支持三孩政策，仍不
太願意生育。

生育成本高昂：現時，中國育兒成本比過
去高，年輕一代若要生育，負擔不輕。自1978
年改革開放後，市民大眾生活素質提高，一些
夫婦渴望有優質生活而選擇不生育或少生育。
現時，丁克家庭（編按：DINK，是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的縮寫）更佔全國家庭總
數一成多，正反映不少不生育之夫妻心態。現
時，中國育兒成本高昂，教育、醫療支出，以
及自身家庭經濟狀況不理想，出現 「被動丁
克」 家庭產生。因此，年輕一代未必支持三孩
政策，仍不太願意生育。

專注工作事業：現時，中國青年普遍擁有

較佳的教育及工作機會，對於結婚和生育享有
更大自主權。一些青年人希望趁年輕時專注事
業，故延遲結婚生育，或渴望享有更多個人空
間而選擇不生育。其次，忙碌繁忙的工作社會
令一些青年人難以親自履行育兒工作，需要家
中長者協助，若長者不幸離世，或令他們卻步
生育。因此，年輕一代未必支持三孩政策，仍
不太願意生育。
（b）你認為 「三孩政策」 在多大程度上能紓緩
中國人口老化問題？論證你的答案。（12分）

「三孩政策」 在大程度上能紓緩中國人口
老化問題

打破政策限制：昔日政府兩孩政策規定生
育人數上限為兩人，一些家庭希望多生也不
可，現時新政策打破這個困局。中國傳統重視
大家庭大家族，希望多兒多女。一些家庭一直
以來重視傳統，渴望大家庭大家族。可惜，政
府限制生育，超生會有罰款及其他懲罰。因
此，政府放寬政策，實行三孩政策，正好符合
他們的訴求。因此， 「三孩政策」 在大程度上
能紓緩中國人口老化問題。

社會福利配合：政府推行三孩政策，有相
關政策配合，鼓勵市民大眾多生育。這些配套
包括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
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整治；
發展普惠託育服務，改進教育資源供給，降低
家庭教育開支；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
度，加強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
業權益；建立健全計劃生育幫扶保障制度
等。有了這些配套，年輕人會願意多生育。因
此， 「三孩政策」 在大程度上能紓緩中國人口
老化問題。

政府宣傳成效：政府大力宣傳，讓下一代
改變其觀念，支持三孩政策。政府為了讓三孩
政策成功落實，進行全方位宣傳，除了採用昔

日的宣傳途徑如電視、報章、海報等外，更透
過互聯網大力宣傳，如通過《北京青年報》微
信公眾號 「政知見」 簡介三孩政策的相關措
施。青年人經常接觸互聯網，以這些途徑宣傳
有較大成功機會。因此， 「三孩政策」 在大程
度上能紓緩中國人口老化問題。

青年較重視生活素質
「三孩政策」 在小程度上能紓緩中國人口

老化問題
青年心態未變：中國青年一代重視生活素

質，擔心生育代價太大，影響原有的優質生
活。政府推出三孩政策，也難改變年輕一代的
想法。一些青年人的價值觀較重視本身的生活
質素，不太希望生兒育女後，要減少本身享受
生活的支出。三孩政策雖有相關措施支援，但
青年人或覺得仍是太少，生育意欲仍低。因
此， 「三孩政策」 只能小程度上能紓緩中國人
口老化問題。

相關配套不足：中國推出三孩政策，推出
相關輔助配套，但吸引力不足，或難改變青年
人的生育看法。如發展普惠託育服務體系，推
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完善生育休
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加強稅收、住房支持政策
等，一些措施仍未見具體內容，難令年輕一代
改變其生育觀。

外來文化影響：中國政府推行三孩政策，
希望改變年輕人的生育看法，但年輕一代受外
來文化影響，主張獨身主義或丁克家庭，不受
新政策所影響。他們從不同途徑如電影、電視
劇、漫畫等認識外來文化，或長期接觸後接受
了外來的文化，如獨身主義或丁克家庭等。他
們或不願意生兒育女，改變了原有的生活模
式。因此， 「三孩政策」 只能小程度上能紓緩
中國人口老化問題。

陳志華老師

備註：紅字為主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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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生育 教育引導 政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