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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視角資訊站

基因篩選技術

校長如何應對學校管理組織日趨扁平化？颱風與東北季風疊加 暴雨成災

受熱帶風暴 「獅子山」 影響，香港10月8
日遭遇惡劣天氣。天文台11時許發出黑色暴雨
信號，12時許改發紅色暴雨警告，多個地區每
小時雨量估計可能超過70毫米。全港多區淹
水，許多街道變成 「汪洋大海」 ，地鐵和巴士
車廂進水，水渠井噴，多處道路發生交通事
故，甚至有小型山洪。受到紅色暴雨警告影
響，政府宣布所有學校停課，渡輪服務也暫時
中止。

在颱風吹襲之下，香港跑馬地樂活道一棟
大廈的外牆棚架疑似受到強風襲擊，被吹落時
瞬間倒塌，壓倒經過的汽車。該處倒塌面積約
有100平方米，影響道路交通。事發當時有兩
輛汽車經過，造成連車帶人被壓在廢墟底下。

今次風暴連帶暴雨的原因是颱風與東北季
風的 「疊加效應」 。首先，颱風發源於熱帶海
面，由於溫度高，大量海水被蒸發到空中，形
成一個低氣壓中心。隨着氣壓的變化和地球自
轉的運動，流入的空氣也旋轉起來，在北半球
形成一個逆時針旋轉的空氣漩渦。只要氣溫不
下降，這個熱帶氣旋就會越來越強大，最後形
成颱風。

其次，東北季風是強大的冷高壓，在北半
球的秋冬季節盤據蒙古，順着高壓梯度的流動
空氣。在中國東岸，北緯30度以南地區，東北
風盛行，稱為東北季風。這種季風因為發源於
陸地上，因此帶來的都是較為乾燥寒冷的氣
候，但如果經過海洋，季風便會攜帶水氣，容
易在迎風面地區降雨。今次暴雨正是颱風 「獅
子山」 與東北季風疊加的結果，造成短時間內

連場大雨。

自然災害的威力驚人，美國國家大氣研究
中心的科學家估計一個熱帶氣旋每天釋放2×
10^20（10的20次方）焦耳的能量，比所有人
類的發電機加起來高200倍，或等於每20分鐘
引爆一顆1000萬噸的核彈。由此可見，颱風
的破壞力十分驚人，足以摧毀整個城市。例
如，2017年十號颱風 「天鴿」 與2018年十號
颱風 「山竹」 ，對中國華南沿岸城市造成人命
傷亡與財物損失。

雖然人類不能阻止風暴的出現，但我們可
以減低風暴對社會造成的影響。第一，中國已
發展風雲四號氣象衛星，可實現天氣分析預
報、短期氣候預測。環境和災害監測等應用服
務。第二，香港民政事務處在八號或以上熱帶
氣旋警告等、山泥傾瀉警告或紅／黑暴雨警告
信號生效時，其緊急事故協調中心連同緊急事
故熱線將會24小時運作，解答市民提出的相關
查詢及為市民提供協助，並且為受影響的市民
提供臨時住宿地方。當然，當颱風或暴雨發生
的時候，我們應留在戶內，並到安全地方暫
避，直到警告被除去，從而減少人命傷亡與財
物損失。

香港STEM教育學會理事 林伯強

大多數學校管理組織主要分成三個層
階，發展和規劃（法團校董會）、行政與
管理（校長、副校長及主要科組主任）及
前線教職員。這類管理組織可稱為傳統金
字塔式的層級結構，其核心價值在於強調
對教職員的管理或紀律的維持。然而傳統
金字塔式的管理容易造成教職員被動、消
極和無力感的態度，亦不利於教職員個人
成長和學校發展，也容易失去創造力的培
養。
管理組織模式的轉變

隨着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及學校處理問
題越來越複雜，如處理有特殊學習需要學
生、學生生涯發展、全方位學習活動、課
程改革、學校逐步發展混成教學模式、應
對疫情變化推行線上、線下教學及國家安
全教育等等。就此，學校不斷增加管理層
次，不同層次和不同職位的管理人員，在
學校運行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傳統管理思想更加注重校長和副校長
的角色，因為他／她們承擔着學校絕大部
分的決策權，如實踐學校的願景和信念、
學校發展方向、教師專業發展及學生成長
等等。然而，現今學校強調以人為本，社
會人士對教師的期望及學校快速適應社會
的訴求和變化。

學校近年借助資訊科技設置，持續發
展資訊系統支援管理，並透過分權／分布
式管理領導學校，這情況日趨普遍。在分
布式管理模式下，各層級之間的聯繫相對
減少，各組織之間相對獨立。學校已不自

覺地將層級層次減少而管理幅度擴闊，致
使傳統金字塔的組織形式被轉化成扁平狀
的組織形式。
校長應對學校組織扁平化的策略

那麼何謂組織扁平化？扁平化組織是
管理層級不多，校長和副校長可以直接聽
到教師的意見。組織扁平化後層級減少，
專責小組增加（如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學生生涯發展和國家安全教育等），行政
化繁為簡，節省流程而更具成效管理模式
的轉變使得領導力和決策力更顯重要。

那麼校長如何應對學校組織趨向扁平
化這個問題？以下為應對學校組織扁平化
的七個策略：

1、需要建立更迅速、更符合效益的決
策系統；

2、中階管理人員得到更充分授權，讓
他／她做好決策工作；

3、鼓勵教師團隊隨時分享彼此對學校
目標、價值與問題；

4、尊重學校中的個人期望與價值觀；
5、改變必須要從上到下，決策者和執

行人都必須真正得到授權；
6、前線教職員必須有理解力、責任感

和足夠能力接受新角色；
7、讓教師團隊找到共同目標、想出共

同策略、從事共同行動。
隨着學校組織扁平化，中層管理人

員的角色和責任隨之改變，學校如何提
升他／她們的管理效能，將成為重要的
關注課題。

獅子會中學榮休校長
林日豐

資料A
根據估計：
●香港乳癌患者確診年齡中位數為57歲，相
比美國患者年齡中位數62歲、澳洲的60
歲，香港患者相對年輕。

●每14名婦女中有1人有機會患上乳癌。在
2018年，51%乳癌個案都發生在40至59歲
的女性身上，年齡愈大，風險愈高。

詳見附表：香港乳癌趨勢

帶癌症基因胚胎被銷毀

資料B
目前已有科學研究發現，透過預先篩選胚

胎基因技術，可以產下不具有遺傳性乳癌基因
的嬰兒，為婦女帶來新希望。英國一名婦女，
早前藉着胚胎基因篩選技術，已經成功懷孕
22周。她腹中的胎兒未來罹患乳癌的風險，
也將大為降低。往後，家族中有遺傳性乳癌病
史的婦女，可能不必再擔心遺傳給下一代的問
題。

基因篩選技術是先經由試管受精方法，為
婦女製造數個胚胎，然後進行基因測試，找出

其中沒有乳癌基因的胚胎，再植入子宮中，而
其他帶有乳癌基因的胚胎則會被銷毀。

（a）參考資料A，試指出本地乳癌發展
的兩個特點。（4分）

參考答案：
首先，乳癌由1994年起成為香港女性頭

號癌症。在1993至2018年間，本港女性確診
乳癌的個案增加三倍，由1993年的1152宗增
至2018年的4618宗，平均每天有12名女士確
診。

其次，香港乳癌患者有較年輕化的特
點。香港患者確診年齡中位數為57歲，相比
美國患者的年齡中位數為62歲、澳洲為60
歲。

（b）參考資料B及就你所知，試分析促
使基因篩選技術出現的三個可能原因。（6分）

參考答案：
首先，醫療科技進步。一直以來，科研人

員一直致力發展醫療科技，研發了不少新技
術。基因篩選技術便是突破性發展下的產物，
而科研人員亦會不斷改良有關技術，使之發展
愈趨成熟。資料B中指出，家族中有遺傳性乳
癌病史的婦女，可能不必再擔心遺傳給下一代
的問題。可見，基因篩選技術的完善和普及，
使人類受惠。

再者，生活素質的提升。現今社會物質相
當豐裕，人們的生活素質不斷提升，因此對於
維持健康、延長壽命的要求也就不斷增加。與
此同時，正由於人們的生活素質普遍提升，人
們便更有條件和資源發展醫療科技，研發各種
有效的治療方法，以滿足人類對健康日益提高
的要求。由此可見，生活素質的提升可促使基
因篩選技術的發展。

最後，嚴重疾病威脅人類。即使醫療科技
進步，但嚴重疾病仍然奪去不少人類的生命，
如資料A中指出，每14名婦女中有1人有機會
患上乳癌。在2018年，51%乳癌個案都發生
在40至59歲的女性身上，年齡愈大，風險愈
高。近年，癌症的致死率更有超越心臟病的趨
勢，成為全球頭號殺手。由此可見，嚴重疾病
為人類帶來不少問題，對於更準確、更有效的
診斷、治療方法的需求日增。為此，科學家們
皆致力研發更新、更有效的治療方法，以減少
因疾病而衍生的經濟、社會等問題。

或出現「訂製嬰兒」情況
（c）基因篩選技術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爭

議。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加以解釋。
（8分）

參考答案：
首先，倫理道德上的爭議。透過基因篩選

技術，能幫助夫婦選取不含遺傳病基因的胚

胎。這項技術理論上還可讓夫婦決定嬰兒的其
他特徵，如智商、外表等，因此若被濫用，便
可能出現 「訂製嬰兒」 的情況，有違倫常。社
會上有不少人皆認為生育是自然的事，尤其是
宗教界人士，他們認為生命是由上帝賜予，人
類的外表、體形等均應由神決定，如果人類利
用這技術 「訂製」 嬰兒，便是違反自然，甚至
是倫理道德，故其爭議性相當大。

有意見認為胚胎是生命
其次，生命權利上的爭議。資料B中指

出，基因篩選技術的操作主要是先經由試管受
精方法，為婦女製造數個胚胎，然後進行基因
測試，找出其中沒有基因缺陷的胚胎，再植入
子宮中，而其他帶有缺陷的基因的胚胎則會被
銷毀。這種做法將會使無數胚胎遭到摧毀，扼
殺其生存機會。有人認為胚胎是生命、是人，
摧毀胚胎等同殺人，因此這技術本身已是違反
道德的做法，在社會上引起相當大的爭議。

最後，費用上的爭議。由於篩選技術的操
作費用高昂，未必人人均能負擔，基本上只有
富者才能運用此技術 「設計」 優質、健康的嬰
兒，這只會導致社會貧富、階級懸殊的情況更
加嚴重，加劇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因而受到社
會廣泛關注。

李偉雄老師

香港癌症個案趨勢

（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2020年公布數據）

附表：

基因篩選爭議多

▲本月8日熱帶風暴 「獅子山」 襲港期間，
跑馬地樂活道一棟大廈的外牆棚架疑受強風
及天雨影響倒塌，壓倒經過的汽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