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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荷專家報名者 研失重下水產生態

▲▲郝小添目前研究以人工智能及機械臂養蟹郝小添目前研究以人工智能及機械臂養蟹，，不單處理量大不單處理量大
增增，，蟹的存活率亦上升至蟹的存活率亦上升至99成多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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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首次在港澳選拔載荷專家國家首次在港澳選拔載荷專家，，報名者之一的郝小添報名者之一的郝小添（（右右））及及
推薦他的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推薦他的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左左））接受記者訪問接受記者訪問。。

六教師獲頒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大公報訊】記者張凱晴報道：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日出席並主禮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2021/2022）頒獎典禮，頒授卓越教學獎
予六位教師，另有13位教師獲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博士頒發嘉許狀。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督導委員會主席
徐聯安致辭，對獲獎教師的表現予以讚揚，
並強調培育教師人才的重要性，認為優秀教

師是培育人才的成功關鍵，而教學獎則提供
了一個發掘教師人才的平台。

13教師獲頒嘉許狀
教學獎共收到102份提名，經評審後有

三份提名（共六位教師）獲頒卓越教學獎，
另有五份提名（共13位教師）獲頒嘉許狀，
分別來自 「體育學習領域」 、 「科學教育學

習領域」 和 「課程領導」 範疇。主要審視教
師在 「專業能力」 、 「培育學生」 、 「專業
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 及 「學校發展」 四個
範疇的表現。

據悉，來年教學獎會涵蓋 「科技教育學
習領域」 、 「常識科」 和 「訓育及輔導（包
括升學就業輔導）」 三個範疇，相關評審工
作已於十月開始。

◀特首李家超在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頒獎典禮
上，向6位教師頒發卓越教學獎。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向獲獎教師頒發嘉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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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張凱晴報道：教育局銳意發展優質教育，
照顧學生不同階段的學習需要，培養他們成為德才兼備、有世界
視野、愛國愛家的終身學習者。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在立法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表示，學校應避免 「機械式操練」 和 「重量
不重質」 。她強調，學校安排功課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學習，並
非要折騰學生， 「並不是功課多就是好」 。

三方面為港教育增能
蔡若蓮先說明各項主要措施，表示會全力在三方面為香港教

育增能──啟發學生潛能、提升教學效能、貢獻發展動能。她以
「科、教、興、國」 這四字重點歸納。未來局方會以香港整體發
展藍圖和方向為本，持續優化教育。

會議上有議員提出設立功課時間的指標，蔡若蓮回應，未必
有效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她表示，政府早年有實行劃一的功課
時間指標，但其後發現學生做功課時間有參差，最重要是學校有
全面的功課規劃，學校各科組應加強協調，留意功課的質量。

籲家長勿向學校施壓
蔡若蓮表示，學生做功課的痛苦，很多時是因為追求滿分，

要學生出錯時，要 「擦完又擦」 ，令功課時間變長。她重申局方
由幼稚園階段開始，展開家長教育，亦希望家長不要向學校施壓
出現 「鬥多功課」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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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習非折騰學生
蔡若蓮：功課不是多就好

人工智能養蟹 產量存活率皆升

香港120位載荷專家報名者之一郝小添，
今年31歲，生於青島。他表示，自己從小就
夢想成為航天員及發明家，有朋友介紹並鼓
勵他去參與載荷專家選拔，當他在知道自己
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就立馬去報名。他在香
港科技大學完成本科及博士學位後，到一間
初創公司任首席技術官，從事一個人工智能
養蟹項目，同時亦兼任吳傑莊議員的兼職技
術助理。

母語普通話 溝通有優勢
郝博士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想將

螃蟹帶上太空飼養，因他對在失重狀態下的
異變深感興趣，想探究相關課題。他又表
示，在太空的話，水產品應該只可以在獨立
環境中與人類隔開養殖。 「不過所有上太空
的東西都要認真選擇，好大機會螃蟹是難以
上太空」 。他續說，除了太空蟹，他亦希望

在太空多做一些機械臂方面的工作，因為香
港這方面的研究較成熟，而他作為這方面的
研究者，他冀令香港這方面能在太空上發揚
光大。

關於現時的準備工作，郝博士就表示
「是保持健康」 ，包括繼續運動，在平日游

泳上加強訓練。他認為他的優勢在於年輕，
在身體質數比年長的前輩有優勢；以及在大
學時學習的科目很多都是與航天相關的；此
外，他的母語是普通話，在溝通上也有優
勢。不過相對在科研成績上就較前輩多年累
積比較遜色。他本人的信心就不是很高，但
是他認為要盡力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中央力挺香港創科發展
郝博士推薦人、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表

示，中央首次給香港這個可以推薦申請載荷
專家的機會，反映中央非常支持香港的創科

發展。吳傑莊形容，這個機會會影響有志之
士的擇科和就職方向，不但可以影響到他們
繼續進修，亦可以為香港未來發展創科中心
去儲備人才。他透露，有很多內地和海外學
生來港科研，但本地生去進行科研的數目偏
少，而本地生大多在本科學位畢業後就直接
去工作，而這次的契機會令一些人才選擇就
讀STEM類科目，或繼續進行科研，是給港
人多開一條出路。希望隨着未來發展，會開
放更多與航天有關的職位供港人參加。

吳傑莊憶述在理大求學時，師承理大深
空探測研究中心主任容啟亮教授，容教授曾
多次參與國家航天工程項目。十年前在文昌
見證天舟任務升空情況，並由太空辣椒種子
啟發他在太空有更多可能性。而他近期得知
國家在香港開放申請載荷專家的消息，他自
知 「超齡」 和 「超高」 ，因此對比申請條件
後，就介紹已認識很多年的郝博士參加。

郝小添本身亦從事一個人
工智能養蟹項目，身為首席技
術官的郝小添與人工智能農業
科技（香港）有限公司首席執

行官廖偉文一同合作用人工智能及機械臂養
蟹。

據目前的研究結果，用人工智能及機械
臂養蟹，比傳統方法養蟹的存活率由3%至
5%，上升至95%。廖偉文形容，是技術一大

突破。

機械臂處理能力增10倍
身為首席技術官的郝小添表示，目前用

人工智能及機械臂養蟹，可以由人手1日只能
處理1000隻，到機械可處理1萬隻。而有關
機械臂能做到 「捉蟹」 ，為蟹拍照並配合人
工智能分析蟹的狀態，以得知牠何時出現褪
殼及重皮的情況，以按時 「收穫」 。同時換

上另一個吸水的 「工作頭」 亦可以為牠們進
行清潔等，加上有養殖系統進行水質及水中
菌種的監察。

廖偉文表示，現時他們這種技術，可以
將目前罕見的軟殼蟹及重皮蟹成功做到量
產，而且每隻成本都可有效降低，以前在池
塘養蟹受天氣影響，大多2至3年才有一次好
收成。而目前我們的技術可以做到一個月或
45日就有一次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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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小添向記者講解其養蟹場的運作郝小添向記者講解其養蟹場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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