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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自2019年啟動，首階段為期三年。
中大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與六間
本地中學合作，共同編撰了全港首套《香港人
工智能教育初中課程——教學資源套》，三年
內惠及63間中學，1.2萬學生。其中，中大特
別研製AI智能車CUHK-JC iCar，內置人臉識
別、物件追蹤等6個AI功能，讓學生在組裝智能
車的過程中學習AI技術，並探討AI道德問題，
例如AI自動駕駛車輛失控時，責任屬誰。

動手組裝智能車 新穎有趣
英皇書院中三學生陸思齊參與了該計劃的

第一階段。他說，自己動手組裝iCar，對他來
說是一個新穎的體驗。 「以前總是聽到AI這個
詞彙，但對它很陌生，通過玩iCar，讓我對AI

有更深的認識，愈學愈有趣。」
陸思齊說，他和同學平時也會一起討論課

上學到的程式是否適用於iCar、應該如何改
進， 「我們會一直在iCar上試，這個解難的過
程很有意思。」

提供技術支援 備課更輕鬆
此外，他閒暇時也會和學校一起去社區中

心教小學生玩iCar，推廣AI科技的同時，鞏固
所學知識。

該資源套亦包括學生版和老師版課堂教
材，有12個章節、逾55個模塊，涉及人工智能
基礎、仿真技術等內容。英皇書院老師李浩然
坦言，任教逾20年資訊及通訊科技科，AI技術
對他來說很新，備課時常需花大量時間摸索，

這本書涵蓋理論和實踐指導，幫助他教得更輕
鬆。 「若教學遇到困難，中大教授也會及時提
供技術支援。」

孔聖堂中學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老師吳達銘
亦表示，學校會根據學生的程度挑選合適內容
教學，目前主要針對中三、中四學生。在學習
資源套的過程中，師生都互相進步。

為了讓學生和大眾體驗更多元的AI應用，
中大設置人工智能教育及探索實驗室，包括智
能油畫機、AI猜拳大師、氣墊球機械人等近20
個科技展品。計劃首席負責人任揚表示，第一
階段效果很好，於是中大計劃於今年繼續邁進
為期四年的第二階段。現正招募更多參與學
校，團隊亦期望能擴展至238間學校，讓更多
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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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套《香港人工智能教育初中課程─教學資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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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寧有意來港發展 惜與一大學未談攏



故宮館交流計劃 京港大學生互動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為

促進京港兩地文化交流，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推出 「雙城青年文化人才交
流計劃」 ，並於昨日舉行啟動禮。該
計劃將安排京港兩地各約四十位大學
生，以探索博物館及城市創新為主題，
開展為期兩年的藝術文化交流活動。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在啟動禮致
辭時表示，該計劃安排京港兩地的大
學生，開展為期兩年的藝術文化交流
活動。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的發展， 「天時」 和 「地利」 都有
了，未來需要的是 「人和」 。殷切期
待，有更多立足香港、心繫祖國、放
眼世界的青年人，共同參與香港文化
藝術發展的事業。

計劃獲來自京港兩地的大學和大
專院校學生踴躍報名，甄選出京港兩
地各約四十位學生參與首年項目，涵
蓋虛擬考察、設計小型創意數位項目
等活動。而翌年則涵蓋為期兩個月的

暑期學習計劃，以及有機會於香港領
先的藝術文化機構或公司進行實習。

參加學生躍躍欲試
正在修讀香港大學歷史專業的大

四生沈在悠參與了該計劃，沈同學表
示，很期待接下來的研討會，因為不
僅能請教中國歷史文化領域的專家，
亦能和內地學生一起分享想法、心
得。 「我畢業後會去博物館工作或持

續進修，相信這段經歷很有幫助。」
另一參與者、清華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經濟學雙學位大一新生溫一然
說，她最感興趣的內容是探討元宇宙
將如何融入城市建設。 「元宇宙作為
新科技，能打破現實生活的桎梏，讓
藝術達到新的高度。我覺得二者的結
合是未來趨勢。」

該計劃獲太古地產首席贊助。計
劃的支持單位包括國家文化和旅遊部
港澳台辦公室、故宮博物院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昨日啟
動禮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董事局
主席譚允芝、太古地產行政總裁彭國
邦、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程
淑儀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
華亦出席現場。而故宮博物院院長王
旭東、國家文化和旅遊部港澳台辦公
室巡視員孔倫及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
處主任梁志仁，則於北京以線上形式
參與。

【大公報訊】記者郭如佳報道：
著名結構生物學家顏寧近日表示將辭
去普林斯頓大學教職，到深圳創立醫

學科學院，引起強烈反響。不過，有
消息指，其實顏寧原本是與香港一間
大學聯絡，有意來港發展，但最後沒
有談攏，十分可惜。

據了解，比深圳更早與顏寧接觸
的是香港一間以科技出名的大學，至
於未能成事的原因或許與競爭條件不
及深圳有關。據說深圳給予顏寧的條
件十分優越，包括巨額資金的保證、
自主權的保障和其他配套服務。消息
指，香港如果僅憑一間大學的實力，
難以具備這些競爭力。《大公報》記
者昨天向沒有搶到顏寧的香港這間大
學查詢，該校回覆 「不清楚這件

事」 。
11月1日，在2022深圳全球創新

人才論壇上，著名結構生物學家、美
國科學院院士顏寧宣布，即將辭去普
林斯頓大學教職，在深圳創立深圳醫
學科學院。

根據深圳市政府公報印發的《深
圳醫學科學院建設方案》，深圳醫學
科學院計劃選址坪山區，按照全新機
制的要求，主要建設 「四平台一智
庫」 ，粵港澳大灣區醫學科技協同創
新體更加成熟定型，重點領域研究取
得重大進展，力爭到本世紀中葉成為
全球著名醫學研究機構。

首年和第二年計劃內容
計劃階段

首年計劃

第二年
計劃

時間

2022年11
月至2023
年2月

2023年中

內容

第一部分為線上研討會、虛擬考察及對談分享，內容包
括博物館文化、社區營造及重塑、藝術與元宇宙的融和
等。第二部分將由學生兩人一組，完成線下任務，比如
創建數位化身、設計一個小型創意數位項目等。
挑選最多16位京港大學生（每個城市8位），參與為期
兩個月的暑期學習計劃，參加者將在北京和香港參加實
地考察、講座和工作坊。項目亦包括於香港領先的藝術
文化機構或公司進行暑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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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蘇薇報道：隨着
科技發展，便攜式即時護理超聲波掃描
器誕生，打破醫生此前受傳統超聲波診
斷儀器需在固定房間的限制，令醫護可
以隨時隨地即場為患者進行超聲波檢
查，分析超聲波影像結果。香港大學李
嘉誠醫學院於今年新添置450部僅手掌
大小的便攜式超聲波掃描器，每位修讀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的學生均可於第五
及第六年課程時配備一部，以供個人學
習，幫助學生結合理論多加應用。

以往教授超聲波課題時，學生只能
通過理論和放射科醫生在傳統超聲波掃
描儀器上做示範來增加了解。但便攜式
即時護理超聲波掃描器只需接入平板電
腦，在探測頭上加上啫喱，就可以跟平
常一樣為病人檢查，超聲波影像也能即
時投射在平板電腦上。香港大學醫學院
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許
長峯醫生指，此前使用傳統超聲波掃描
儀器時，通常要五至六個學生共用同一
台機器，但現在每位同學均配備一部在

上課時使用，亦可帶回家練習，使
用完後歸還學校即可。

便攜超聲波掃描器 港大醫科生隨身

精英運動員 理大彈性安排修讀期
【大公報訊】為優化精英運動員的

彈性大學學習安排，香港理工大學和香
港體育學院昨日簽署精英運動員學習計
劃合作備忘錄。體院將每年向理大推薦
精英運動員修讀全日制課程；理大會彈
性為他們延長修讀年期，並安排個別導
師支援服務。提名上限亦由每學年20人
增至30人，而提名期亦增至每年兩次。
有透過相關計劃入讀理大的精英運動員
表示，計劃的彈性學習安排使她能夠專

心投入訓練。
透過今次的合作，體院將每年向理

大推薦合資格的精英運動員修讀全日制
學士學位課程；理大會因應運動員投入
密集訓練的情況，彈性為他們延長修讀
年期，並安排個別導師支援服務，為他
們由學術至大學校園生活各方面提供適
切的輔助。在優化的合作框架下，提名
上限亦由每學年20人增至30人，而提名
期亦增至每年兩次。

提升大學聲望 不能靠改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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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人員
演示便攜式
超聲波掃描
器用法。
大公報記者
蘇薇攝

香港中文大學上
月宣布為迎接60周年
校慶更新校徽，惟僅
僅使用了一星期，便

在一片爭議聲中下架，轉回舊版本。
備受抨擊的中大校長段崇智，在剛

發布的校內刊物中撰文稱， 「初心是渴
望讓中大在競爭激烈的全球高等教育舞
台上展現更鮮明、更富代表性的形象，
成為家喻戶曉的學術殿堂」 。

段崇智關於中大新校徽事件的解
釋，未能自圓其說。改校徽是大事，雖
然有個別校董參與，但個別校董不代表

校董會。何況持續兩年的更新校徽設計
過程，到決定推出新校徽，校董會竟然
不知情。為何忽略如此重要的程序？段
崇智沒有詳細解釋，這也是不少人反對
更新校徽的重要理由。

更令人費解的，是新校徽忽略原校
徽包含的內容，只求視覺上簡約，失去
了原校徽代表的中大創校精神。

亞洲高等學府迅速冒起，不在於校
徽設計有多 「現代化」 、 「數碼感」 或
者 「摩登」 ，在於大學的學術水平、研
究水平、畢業生水平。僱主不會看了校
徽是否漂亮，而決定聘請中大畢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