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月20日，大公報頭版報道了
「尖沙咀小販」 張杰的故事。

▼

張杰孫女張欣璐眼含熱淚，
上台分享爺爺的故事。

大公報記者俞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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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增加未來就業選項
教育部近日

啟動第二批 「國
優計劃」 試點。記者了解到，修完規定
學分的 「國優計劃」 研究生，可參照教
育類研究生免試認定相關規定，按程序
申領中小學教師資格證書。在內地求學
的香港學生，如符合條件亦可加入該計
劃。在暨南大學就讀漢語言文學師範專
業的港生顏舒琪告訴大公報，之前港生
如想在內地執教，需要考取教師資格證
以及普通話資格試題。 「我們即便讀了
相關學科，也需要自己備考教師資格
證，與內地學生競爭，比較激烈。」 她
認為，該計劃可以免去香港師範研究生
傳統教師資格證考試的繁瑣備考，十分
便利。

該計劃鼓勵內地在香港參與 「國
優計劃」 的研究生留在香港任教，支持
香港試點高校的 「國優計劃」 研究生免
試認定並到內地任教。顏舒琪表示，自
己亦有打算本科畢業後回香港繼續就讀
研究生。 「如果參加計劃就可以直接到
內地任教，增加了我們未來就業機會的

選項。」
另一位港生毛煒彤正在華南師範

大學就讀。該校正是此次公布的第二批
「國優計劃」 試點高校。然而，毛煒彤
注意到，該計劃主要面向研究生群體，
因此其影響力相對有限。她指出： 「對
於許多師範專業的學生而言，在本科階
段就已經獲得了教師資格證。」 她進一
步解釋說，儘管 「國優計劃」 對本科生
的直接影響有限，但它對於那些在研究
生階段才考慮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來說，
無疑是一個有益的補充。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機遇多多

▲深圳某小學的香港教師正在給學生上
英語課。 新華社

從2023年起，

國家支持 「雙一流」
建設高校為代表的高水平高校選拔專業
成績優秀且樂教適教的學生作為 「國優
計劃」 研究生，在強化學科專業課程學
習的同時，系統學習教師教育模塊課程
（含參加教育實踐），為中小學輸送一
批教育情懷深厚、專業素養卓越、教學
基本功扎實的優秀教師。

「國優計劃」 有兩種選拔方式：一
是推免選拔，二是在讀研究生二次遴
選。 「國優計劃」 培養高校通過自主培
養或與師範院校聯合培養的方式，為
「國優計劃」 研究生系統開設教師教育
模塊課程，包括不少於18學分的教育
學、心理學、中小學課程教學、科學技
術史等內容，以及不少於8學分的教育
實踐，強化師範生專業素養培養與教學
基本功訓練。

話你知

國優計劃

鼓勵內地在香港參與
「國優計劃」 的研究生
留在香港任教，支持香
港試點高校的 「國優計
劃」 研究生免試認定並
到內地任教。

11所 「雙一流」 建設高
校和2所香港地區高校為
中小學培養研究生層次
高素質科學類課程教師

各省份須推薦不少於5所
省域內優質中小學作為
「國優計劃」 教育實踐
學校。

支持 「國優計劃」
跨校培養探索，鼓
勵內地與香港 「國
優計劃」 研究生跨
校學習、交流。

構建 「國優計劃」
特色課程體系，優
化培養過程管理。

嚴格規範 「國優計劃」
相關學位授予。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製表

《通知》部分要點
第二批國優計劃試點名單

山東大學江南大學

四川大學湖南大學

西北工業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

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

華南師範大學湖南師範大學

香港大學南方科技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

香港高校首次加入 「國優計劃」 試點。教育部20日發布《關於深
入推進實施國家優秀中小學教師培養計劃的通知》（以下簡稱

《通知》），公布第二批 「國優計劃」 試點高校名單，重點為中小學
培養高素質科學類課程教師。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2所香港地區
高校入選。教育部鼓勵內地與香港 「國優計劃」 研究生跨校學習、交
流，重點支持內地 「國優計劃」 研究生赴香港學習教師教育課程，在
香港進行教育實踐。鼓勵內地在香港學習教師教育課程的 「國優計
劃」 研究生留在香港任教，支持香港試點高校的 「國優計劃」 研究生
免試認定並到內地任教。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
學系主任尹弘飆日前參加 「國優計
劃」 工作交流會時表示，香港中文大
學將充分利用大灣區的優質教育資
源，打造符合國際一流標準、立足大
灣區教育實踐、厚植家國情懷的高水
平高標準的教師培養課程體系。同
時，將利用好大灣區的優質教育實
踐，為學生在本港中學中提供見習、
參訪、交流等活動。另外，也會在內
地，尤其是在大灣區的學校中，開展
教學技能展示和培訓。

超九成學生攻讀理工科
據悉， 「國優計劃」 是教育部於

2023年啟動的國家優秀中小學教師培
養計劃，該計劃支持 「雙一流」 建設
高校為中小學培養研究生層次優秀教
師，首批試點支持北京大學、清華大
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以及6所
部屬師範大學等共30所 「雙一流」 建
設高校承擔培養任務。據統計，共有
6292名優秀學生報名，錄取1636人，
其中，94.13%的學生攻讀理學、工學
門類研究生。

今次《通知》明確，從2024年
起，第二批試點高校通過推免等接收
優秀理工科應屆本科畢業生攻讀理
學、工學門類有關學科碩士、博士學
位，或攻讀教育碩士專業學位，也可
面向在讀理學、工學門類的研究生進
行二次遴選，重點為中小學培養一批
研究生層次高素質科學類課程教師。

教育部要求，省級教育行政部門
積極支持 「國優計劃」 研究生培養工
作，每省份推薦不少於5所省域內優質

中小學作為 「國優計劃」 教育實踐學
校。要求試點高校加強 「國優計劃」
統籌領導，完善招錄考核流程，切實
遴選有志從教且適合從教的學生攻
讀，並構建特色課程體系，強化理想信
念教育與教育家精神引領，重視人工智
能、交叉學科、STEM（科學、技術、
工程、數學）教育相關課程建設。

教育部還鼓勵試點高校整合優質
資源，推動理工科高校與高水平師範
大學聯合培養科學類課程教師。《通
知》特別提出鼓勵內地與香港 「國優
計劃」 研究生跨校學習、交流，重點
支持內地 「國優計劃」 研究生赴香港
學習教師教育課程，在香港進行教育
實踐。同時明確了跨校聯合培養和雙
研究生學位授予的具體要求。

免試取得教師資格證
「國優計劃」 研究生享受免國家

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認定取得中小學
教師資格（簡稱免試認定）改革政
策。教育部要求，各地要根據 「國優
計劃」 研究生取得的中小學教師資格
學段與學科，開闢從教服務 「綠色通
道」 ，精心組織專場招聘會，積極推
動 「國優計劃」 研究生到中小學任
教。鼓勵各地探索試點高校與優質中
小學建立 「訂單」 培養合作關係。支
持各地通過到崗退費等方式吸引 「國
優計劃」 研究生從教，納入公費師範
生管理。鼓勵內地在香港學習教師教
育課程的 「國優計劃」 研究生留在香
港任教，支持香港試點高校的 「國優
計劃」 研究生免試認定並到內地任
教。

教育部：支持港試點大學研究生免試到內地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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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中大首次加入國優計劃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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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小販張杰榮獲年度中華慈孝人物稱號

孫女：感恩爺爺善舉被記得

2024年2月18日，張杰於
香港逝世，享年95歲。40餘年
為家鄉浙江紹興上虞捐資1500
萬元，張杰一輩子省吃儉用，
終日以6平方米的小生意舖子
為伴，嚴於律己，寬以待人，
奉獻慈善事業，終其一生。

2024第十屆中
華慈孝文化節20日上
午在浙江杭州舉行，
四十多年錙積銖累、
在家鄉紹興興學的
「尖沙咀小販」 張杰

榮獲2024年度中華慈孝人物／團體稱
號，孫女張欣璐眼含熱淚登上舞台，替已
逝的爺爺領獎。活動間隙，張欣璐接受了
大公報的專訪，她告訴記者，沒想到大公
報會用頭版來報道爺爺的故事。 「爺爺只
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善事，我們以他為榮，
今後會盡力延續爺爺的善舉。」

時隔半年，張欣璐依然記得第一眼
看到報紙時的心情。 「雖然爺爺的家鄉為
他頒發過很多榮譽，但他一直以 『普普通
通的愛國小商販』自居。」張欣璐坦言，家
裏除了表哥曾在一篇學校作文裏提過爺爺
的事跡，其他人都不會去 「主動宣傳」 。
「爺爺的故事登上頭版後，我們都覺得挺

震驚的，沒想到一位老人家的善舉能感動
兩座城市，引起那麼多人的關注。」

「記得有同事看到報道，還來跟我
說，之前以為你家肯定很有錢，才會多年

持續不斷地捐資助學，沒想到竟是靠一隻
隻螃蟹、一顆顆茶葉蛋這樣賣出來的。」
張欣璐說，同事用 「肅然起敬」 來表達他
對爺爺的敬佩，自己也感到與有榮焉。
「爺爺一共有五個子女，平時大家都是默
默地支持爺爺的善舉，尤其是奶奶，即使
在家裏最困難的時候，也從未阻止爺爺往
家鄉匯款助學。」

暖心爺爺 為孫女備好米奇床單
張欣璐是張杰小兒子的女兒，她出

生時爺爺已經六十多歲了，卻依然每天在
店舖裏搬上抬下，不捨得請工人。 「爺爺
常說，錢要花在正道上，而他 『正道』 就
是為家鄉的孩子們造學校。」 從1979年
捐給上虞中學一台3000多元的彩電開
始，此後的四十多年裏，張杰共捐資
1500萬元，建造了18幢張杰教學樓，32
間教室和宿舍樓、圖書館，並設立200多
萬元的教育基金資助困難學生。

為了 「正道」 ，張杰對自己有多
「摳」 ？ 「爺爺的衣服幾乎都是子女買
的，要不然他哪怕穿破了都不捨得丟，還
會寬慰我們說 『有洞的衣服更涼快』 。」

張欣璐回憶道，此前香港的公交車分兩
種，有空調的票價貴些，沒有空調的票價
便宜些，爺爺哪怕等得滿頭大汗，也要等
沒有空調的車來，就是為了省一點車錢。
「像這樣的事例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不過，在張欣璐的眼中，爺爺只會
「委屈」 自己，對家人十分上心。 「記得
小時候爸媽工作忙，把我送到爺爺家住。
爺爺擔心我戀床睡不踏實，特意早早買了
米奇床單，洗得香噴噴的，鋪在小小的床
上，讓我覺得特別溫暖。還有一次，我打
嗝打得很難受，又因為年幼形容不出來，
就一直哭一直哭，爺爺偷偷去隔壁蛋糕舖
買那種裝飾的牙籤小雨傘，給我表演打開
收攏，哄我開心。」

「爺爺去世後，我作為家人代表，
替爺爺領過幾次獎，每次領完我都會默默
反思，怎樣才能像爺爺那樣，幫助更多有
需要的人。」 張欣璐坦言，自己常常需要
在香港與內地兩頭奔波，而爺爺的家鄉上
虞則成為了她時常到訪的地方。 「對於我
們整個家庭而言，都會盡力延續爺爺的善
舉，將他那無私奉獻、愛國愛鄉的精神傳
承下去。」 大公報記者俞晝

▲張杰生前在尖沙咀一個樓梯舖賣糉謀生。

張 杰 小資料

新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