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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今舉行
【大公報訊】每年12月4日是國家憲法日。今

日上午7時40分，保安局將帶領轄下紀律部隊在入
境事務學院舉行國家憲法日升旗儀式，律政司司
長林定國將為升旗儀式主禮。

上午10時30分，特區政府將聯同中央政府駐港
聯絡辦合辦 「國家憲法日」 座談會，並由勵進教育中
心擔任支持機構，以令社會各界加深認識國家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

據特區政府公布，今年的座談會將以 「憲法
與中國式現代化」 為主題，並設主題演講及對談
環節。主題演講部分邀得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
翔發表演講，而對談環節則由勵進教育中心理事
會主席范徐麗泰主持，並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陳曉峰以及張翔教授，探討香港如何
貢獻於國家推進強國建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此外，為配合國家憲法日及明年4月15日的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律政司、保安局、教育局及
香港善德基金會共同舉辦全港學界國家安全常識
挑戰賽，以加強學生對憲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
法的認識，並於昨日在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舉
行啟動禮。

特首籲各界全力支持23條立法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視像致辭時表示，期望同

學通過參與這次比賽，更深入理解香港國安法及
總體國家安全觀，同時學習憲法與基本法的知
識，並將比賽的所學、所感，分享給家人和朋
友，成為國家安全教育的推動者，為維護國家安
全作出積極貢獻。他亦呼籲各界全力支持基本法
第23條的立法工作，以履行特區的憲制責任，以
及維護國家安全的公民責任和義務。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主禮時指出，國家安全是
安邦定國的基石，市民尊重和遵守國安法律，不
單是法律責任，亦是應有之義。同學們在求學時
期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可以及早培
養國民身份認同，以及正確理解我們的公民責
任。

一同主禮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政府一
直在國安教育方面推陳出新，是次比賽是結合律
政司的專業法律知識、教育局的學校和學生網
絡，以及香港善德基金會舉辦校際比賽經驗及其
資源作新嘗試，期望能將國安教育做得更深入，
覆蓋面更廣。

全港學界國家安全常識挑戰賽以問答比賽形
式進行，分為小學組及中學組，設有隊際賽及個
人賽，當中隊際賽有54間中、小學校出線半準決
賽，角逐冠軍寶座。

今屆 「一丹獎」 向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瑪麗
．盧．富爾頓教師學院教授季清華頒發教育研
究獎，表揚她設計的ICAP教學框架，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而教育發展獎則頒予民眾大學創
辦人兼任校長夏．雷謝夫，表彰他創辦了免學
費、非盈利性質的在線學歷教育平台，為更多
學生提供了優質的高等教育機會。每名得獎者
可獲頒獎牌及3000萬港元，其中一半為現金
獎，另一半為專案資金，旨在幫助其擴大獲獎
專案的規模。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頒獎典禮上讚揚季清華
的ICAP框架，可以為各級教育提供強而有力
的結構，促進明辨及創造性思維培育，使教育
工作者有能力為學生創造更有效的教育體驗；
而夏．雷謝夫更通過民眾大學，幫助所有人士
不論其個人、經濟、地理或政治信仰背景，都
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迄今這所免學費、經認
證的線上大學已經為200多個國家約13.7萬名
學生打開了讀書機會之門，其中便包括1.65萬
名難民。

教育是「可改變世界最強大武器」
李家超引述已故南非總統曼德拉形容，教

育是 「可以用來改變世界的最強大武器」 ，認
為兩位得獎者的貢獻，正說明教育能改變社會
和經濟，亦可幫助實現一個更加公平和包容的
世界。他表示，教育亦同樣是香港重視的焦
點，包括最新施政報告在內已推出多項政策措
施，包括增加非本地生名額，提供 「一帶一

路」 獎學金，擴大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
劃，推動專業教育，並提供更多支持給不同背
景和教育需求的學生，又會大力促進教與學，
讓教育能有效普及，及將香港打造成國際教育
樞紐。

典禮上季清華感謝那些在學校中運用
ICAP框架創造出有趣教學模式的教師們，她
表示，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知道在科學、技
術、數學和醫學等領域，更深入的理解對學習
至關重要，然而大學課堂上，80%的時間都
是以被動方式度過，而不是進行建構性的互動
活動， 「我相信ICAP框架可以為大學教師提
供參考，幫助改進他們提供以學生為本的教學
方法，讓學生更好地建立創意思維和批判性思
維。」

創辦人：以教育力量提升人類福祉
夏．雷謝夫則感謝一眾參與民眾大學的志

願者，認為那可能支援各個受到幫助的個體建
立更美好的世界，使他們有能力去改變世界。
他又說會繼續努力擴大學校的影響力，讓更多
全球學生獲得優質的高等教育機會。

「一丹獎」 創辦人陳一丹說，當今世界面
臨包括氣候變化、和平與安全、就業和技術等
挑戰，認為社會需要仰賴教育的力量，讓年輕
人有動力去學習、合作，並將所學應用於解決
現實世界的問題。他期望 「一丹獎」 未來能將
更多優質教育理念落地，以教育力量提升人類
福祉。

全球最大教育單項獎 「一丹獎」 昨日在會展舉行2023年頒獎典禮，邀請了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主禮，向兩名於教育領域為生命、教育體系和社會帶
來正面改變的學者和組織，分別頒發教育研究獎和教育發展獎。

李家超在致辭中指出，教育對於實現一個更公平和包容的世界至關重要，
認為 「一丹獎」 在提高全球教育質量、擴大學習機會以及通過開創性貢獻實現
包容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香港成為獎項的舉辦地點深感高興。他強調特
區政府對教育有全方位投入，包括支持不同背景和需求的學生，並致力推動職
專教育。

一丹獎在港頒授 兩學者獲嘉許
李家超主禮 表揚推動優質教育普及教育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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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注重環保 珊瑚礁整體健康良好
【大公報訊】記者鍾佩欣報道：香港潛水可

以看見海底珊瑚七彩繽紛，漁農自然護理署昨日
公布最新的珊瑚礁普查結果，整體珊瑚健康狀況
良好，物種多樣性維持於高水平，而全港33個地
點中，珊瑚覆蓋範圍最低值較去年微增，東平洲
亞媽灣的覆蓋率最高達74.3%。

漁護署於六月展開為期五個月的珊瑚礁普
查，涵蓋東部水域最多珊瑚生長的地方，由北面
的東平洲一直伸展至南面的果洲群島。今年有
103支義務潛水隊、合共超過1150名潛水隊員參
與普查工作。2023年普查結果發現，33個普查
地點錄得的珊瑚覆蓋範圍由12.8%至
74.3%不等，10個地點錄得超過50%的覆
蓋率，其中五個地點位於海岸公園，亞媽
灣的珊瑚覆蓋率最高達74.3%。義務潛水
隊在10個評估地點進行 「珊瑚檢視」 ，珊
瑚色素平均指數為4.28，較去年的4.06數
值稍佳，遠高於一般平均值3，顯示整體
珊瑚健康狀況良好。

潛水歷險會課程總監區紹堅表示，調
查結果是 「不過不失」 ，他近一、兩年潛
水時發現，水質變得清澈，認為與政府注
重污水排放、大型基建工業污染減少等有
關。他說疫情前平均每10次潛水只有3次

水質清澈，近年有半數機會可看到大面積珊瑚、
海底小生物等美妙畫面。

今年夏季潛水員在六個普查地點錄得珊瑚白
化現象，包括吉澳雞公頭、印洲塘坳魚咀、娥眉
洲烏排、海下灣珊瑚灘及小浪茄。漁護署發言人
表示，白化的影響程度僅屬輕微及只限於局部地
方，可能因夏季水溫上升所致。而在大海內有
「鬼網」 之稱的廢棄漁網，亦會令珊瑚難以生

長。漁農自然護理署昨日公布的珊瑚礁普查2023
結果顯示，八個地點有棄置漁網的情況，影響程
度屬輕微，漁護署將安排承辦商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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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國家憲法日將舉行升旗儀式。圖為紀律部隊去年今
日舉行升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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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丹獎得獎名單 

一丹教育研究獎 一丹教育發展獎

得獎者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瑪麗．盧．

富爾頓教師學院傑出教授、多蘿西
．布雷科學與教學冠名教授季清華
（Michelene Chi）

得獎項目及原因
Michelene Chi在認知科學範疇的研究在全

球享負盛名，其獲廣泛採納的認知互動理論
「ICAP」 ， 把 學 習 方 式 分 為 互 動 學 習
（Interactive）、構建學習（Constructive）、
主動學習（Active）和被動學習（Passive）4個
模式，讓教師能夠更全面地了解學生如何學習，
以及如何在課程設計方面提升學生的參與度

得獎者
民眾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eople）創辦人兼任校長
夏．雷謝夫（Shai Reshef）

得獎項目及原因
Shai Reshef在2009年創辦了首間免學費、

非牟利、受美國認證的網上大學民眾大學，利用
網上學習的靈活及低成本的優勢，幫助學習者兼
顧工作和家庭，按照自己步伐學習，其嶄新的教
學理念吸引了全球超過13.7萬名學生，為學習者
提供可負擔、優質的高等教育機會

家校加強合作
本學年以來，發

生最少20宗學生自殺
案件。政府早前推出
3層應急機制，協助
識別和支援有高風險
的學生，及早對症下
藥。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前主席黃仁龍
昨日表示，近期學童輕生數字只是 「冰
山上的尖角」 ，精神健康高風險的學生
不輕易對人傾訴心聲，隱蔽性高，由教
職員識別難度很大。

為了防止更多學生走上絕路，政府
迅速推出應急機制，值得讚許，然而應
急機制只是被動的防範措施，還須回到
問題原點，避免青少年萌生自殺念頭，
培養正確人生觀及健康精神狀態。要讓
青少年身心健康，家庭是第一關卡，亦
是最重要一關，家長若沒有抽空多陪伴
及教導子女，只懂把責任推卸學校，年
輕人缺乏家庭溫暖，成長路舉步維艱。

教師在教授課程之餘，亦不能忽視
學生身心健康，家長和學校應加強合作
與互動，讓教師了解學生家庭狀況，實
現家校攜手，培育學生良好身心。

蔡樹文
透視鏡



【大公報訊】涉嫌違反國安法的前 「香
港眾志」 成員周庭，今年九月離港到加拿大
升學，原定本月回港向警方報到，她昨日在
社交平台宣布決定棄保潛逃，不會回香港報
到， 「也大概一輩子不會回去（香港）」 。

現年27歲的周庭，於2020年8月涉嫌勾
結外國勢力，被國安處拘捕。她其後因
2019年包圍警察總部案，被判入獄10個
月，2021年6月出獄。

她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稱，今年七月獲
告知可到加拿大升學，並於九月離港，現在
身處多倫多，原定要於本月底回香港向警方
報到。她聲稱自己買了12月回港的機票，但
最後決定不會回香港報到。

她在帖文聲稱於八月在國安處人員陪同
下回到內地，作為取回護照，以便九月到加
拿大升學的條件，並要在大學假期時回港報
到。她在文中透露，自己患有情緒病。

周庭於2016年與羅冠聰、黃之鋒等人
成立 「港獨」 政黨 「香港眾志」 。雖然 「香
港眾志」 在國安法實施前夕聲稱 「解散」 、
周庭等人聲稱 「退出」 ，但該反中亂港組織
當時仍揚言 「化整為零投入抗爭」 。2020
年7月，周庭為多名參加所謂 「反對派立法
會初選」 的反中亂港分子站台宣傳。她並曾
在社交平台上載自己接受日本傳媒的報道，
稱 「感謝眾多日本傳媒昨日前來採訪」 、
「感謝日本手足一直的支持」 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