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大開新課程 聚焦掌握跨學科知識

名校舊生拒移民 盼兒學好中文
家長贊同推國安教育：學生有需要知道

2022年 9月入學的小一自行

分配學位結果昨日公布，在學生

人數減少下，今年申請成功率創

逾十年新高，不過，對家長來

說，心儀名校的學額仍然「僧多粥

少」。在傳統名校喇沙小學，有兒

子成功獲取錄的家長指，儘管有

指今年移民的人增加，但學位競

爭激烈未見減少，亦有家長希望

孩子學好中文，不會考慮移民。

而就今年起學校課程更有系統推

動國家安全教育，多名家長認為

是正確的事，是香港教育的重要

元素，強調「香港是國家的一部

分，學生需要認識（國家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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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在 30 歲
時為了做生意而
隻身來香港打
拚，爸爸和他的

兄弟姐妹在老家東莞讀完小學後，為了獲
得更好的教育條件，也去了香港。爸爸讀
完大學後，選擇回到東莞生活。我在香港
出生長大後，也回到內地讀書，親人還生
活在香港。我身上既保留着香港的「痕
跡」，也融入了內地的人情。香港對我而
言，是「故鄉」一樣的存在，我覺得自己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鄉」港青年。
在香港，無論走到哪兒都能感受到這座
城市的熱情和親和—酒樓的阿姨平易近
人，屋邨的保安每天都會熱情地和我們打
招呼。每天早上我會去茶餐廳吃早餐，老

闆會自動端上一份我最喜歡的火腿蛋通
粉。我深深地愛着這樣平和而充滿人情味
的香港。
這個極具包容性的地方，卻被2014年

和2019年的風波打破了平靜，陷入了漫
長的灰暗期，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隔閡加
深。2019年暑假，有天我在旺角逛街遇見
遊行隊伍，我下意識躲避，隨後被一個阿
姨叫住，質問我為什麼不去遊行，又指責
我「不為香港年輕人出一份力」。她聲稱，
如果不去遊行，未來我們就會「被政府剝
奪發展機會」。這令我很不解：昔日香港
熱情親和的人們，何時變成了這樣？之
後，我又被健身室職員攔下，除了推銷之
外，他問起我對於當時局勢有什麼看法，
我只回答：「我不關心政治。」 他的態

度立刻改變，質問我為什麼不為香港的未
來着想。
香港反對勢力和激進勢力總是借和平遊

行集會之名，進行各種激進對抗行動，其
中夾雜着「逢中必反」的聲音。香港人對
於內地存在誤解，尤其是年輕人，日漸對
祖國失去了情感。另一方面，香港的風波
也引起了內地民眾對港人的負面印象。澳
門同鄉會的叔叔說，有次他開車在中山加
油，職員看到車上的粵港車牌時，拒絕加
油。當他出示了澳門身份證後，工作人員
便同意了給他加油。這些生活中的事情，
提醒着我，有責任主動去修補這道裂痕，
這也是我眼裏「鄉」港青年重大使命。

作為兩地「橋樑」修復裂痕

作為對香港和內地懷有同樣深刻情感的
年輕人，我認為我自身便是連接香港與內
地的一座小小的橋樑，而單方面對香港年
輕人進行理念傳播並不能打動他們，我們
需要找出兩地裂痕出現的原因。在我看
來，香港有以下幾點主要問題：
1.觀念問題：自回歸以來，香港缺乏國

民教育。老一輩港人，是英國眼中的「二
等公民」，他們有着較深的屈辱感，深知
國家和民族的意義；但年輕人享受着老一
輩奮鬥的成果，對政治現實的理解經常是
偏激和錯誤的。伴隨着社交媒體的發展，
這些極端化的情緒被快速傳播，催生了
2014年和2019年的兩場鬧劇。
2.經濟結構問題：我曾經覺得香港人的

收入高，但實際上，在香港的生活成本也
高，樓價高企，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提升
相對不明顯。隨着疫情和政治事件的衝
擊，經濟持續低迷，也造成民怨。
3.年輕人上升空間有限：他們老是歸因

於特區政府「不作為」，很多人卻只會
「發洩式抗議」，單純為了反對而反對，
對於解決現實問題並無益處。

盼港青多看祖國變化
作為年輕人，我們能夠做些什麼？我希

望憑着在內地成長的經歷，幫助身邊人以
更長遠的眼光來考量香港的未來，從更加
建設性的視角出發，在國家發展的大前提
下，尋找適合個人和香港未來發展的道
路。作為香港與內地連接的橋樑，我也十
分樂意參與同鄉會的工作。不僅是為了帶
給老年人更多的「故鄉」回憶，還要將同
鄉會的工作延伸到香港年輕人當中，讓他
們多看看祖國的變化，告訴他們祖國是如
何建立起來、人們是如何奮鬥，而我們今
天的發展成果又是如何得來的。
希望在我們這些「鄉」港青年努力下，內

地與香港民間的裂痕得以修復，共同為國
家的未來發展探尋建設性的路徑。內地人
與香港人本是一體，擁有共同的中華民族
精神和文化傳統，我相信香港終究會更好
地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民眾的隔閡會消
除。我更加希望，這段歷史由我們年輕人
書寫，我們就是香港和祖國的未來。

（小題為編者所加）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中聯辦深圳聯絡部、深圳大學、深圳市青聯、深圳市學聯共同組織了「國家記憶：港
澳青年學生看百年港澳發展與國家變遷」徵文比賽，主辦方共選取了40多篇作品入圍並頒獎表揚。香港文匯報特別節錄選登當中多篇
優秀作品，向讀者展示港青筆下的兩地故事，為香港青年的國家記憶保留珍貴記錄。

「鄉」港青年的使命（節錄） 作者：張耀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博）為悼念南
京大屠殺及抗日戰爭死難者，國家從
2014年開始，將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
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特區政府教育
局昨日向全港學校發通告，建議學校在當
天進行有關「銘記歷史．珍愛和平」—
南京大屠殺84周年的活動，並為學校提
供悼念活動程序、簡報、專題講座等，讓
師生體會及傳承中國軍民在堅苦困厄中，
所展示的共赴國難、守土衛國的堅毅及承
擔精神。
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並

屠殺數十萬名中國軍民，為中華民族帶來
了不能磨滅的傷痕。為了在「南京大屠殺
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引導學生反思南京大
屠殺帶來的影響，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昨日向全港中小學
發信，建議學校進行「銘記歷史．珍愛和
平」—南京大屠殺84周年的活動，並提
供悼念程序、「共赴國難，南京大屠殺」
等影片、學校代表致辭要點等，以支援學
校及教師在當天籌辦悼念活動。
教育局表示，學校可參考悼念活動建

議，並於周會、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等時段
舉辦有關活動；學校亦可因應校情，獨立
採用教育局已上載的相關歷史專題簡報，
向學生簡述歷史，分享正面價值觀。
此外，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在12月13日

於九龍工業學校舉辦「『銘記歷史．珍愛
和平』—中日視角下的南京大屠殺」教
師專題講座，並同時以網上直播形式進
行，教師可透過培訓行事曆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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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為令
課程更多元化，香港中文大學將於
2022/23學年推出全新的學位課程，
包括學習設計與科技理學士及地球與
環境科學理學士，兩個新課程均強調
要讓學生掌握跨學科知識，以回應社
會發展的需要。
中大課程主任趙建豐表示，因應創
新科技正為教育帶來翻天覆地變化，
培養新一代教育和科學知識兼備的專
才刻不容緩，故中大的教育、工程和
理學院會共同開設全新的學習設計與
科技理學士學位課程，旨在為學生提
供知識、技能和領袖能力的培養，同
時也重視個人在常規教育環境內外的

學習和發展。
趙建豐表示，學習設計與科技理學

士課程會將學習理論化、科學化，並
以學生學習為本，課程設計能綜合和
突顯教育、工程和理學院三個學院的
特色，重視研究創新和實習，以及通
過教學和社區參與，提升學生服務學
習的能力。
至於全球氣候變化、環境污染、自

然災害、生物多樣性喪失，及當前的
能源和糧食危機等都是公眾關注的課
題。中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李成業形
容，地球與環境科學是一個應勢而生
兼「對症下藥」的新綜合課程，將地
球系統科學和環境科學結合，包括生

態學、環境化學、地質學、氣象學和
海洋學的嶄新課程，取代分別開辦了
近30年的環境科學和10年的地球系統
科學。
課程的科目分為大氣科學、地球物

理和環境科學與技術三組，當中新增
設了「地球生物化學」。
課程有實地考察、採樣、實驗、交
換和實習，實行多元教學，從而對地
球環境問題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法。

根據教育局資料，本年度有48,080名學
童申請官立及資助小學的小一自行分

配學位，比上年度少近 1,700 人，當中
47.6%，即22,892人獲派學位。
獲錄取的學童當中，屬於有兄/姊在讀或
父/母在職的「世襲生」類別共有13,048
人，餘下9,844人則屬按「計分辦法準則」
分配類別。
昨日小一自行分配學位放榜，多所學校
都有透過網頁發布結果，但亦有家長親自

前往申請學校查閱，其中提供94個學額的
喇沙小學，昨晨9時起陸續有家長到校，
不少人均因父親是該校舊生而取得較高分
數，大多順利獲取錄。
其中舊生家長岑先生指，之前有為孩子

報讀面試班和興趣班，花費數千元「並不
過分」，對孩子成功獲得學位，他表示會
以「平常心」面對結果，不會特意和孩子
慶祝。被問及部分家長因子女升學問題而
移民，他強調自己不會考慮，主要是希望

兒子留港學好中文，「想小朋友年幼階段
學好中文，學中文最重要，學英文反而較
容易。」而就現時小學已開始加強國安教
育，岑先生認為這是香港教育的一部分，
孩子們需要知道，作為家長亦會接受。

家長：不覺得競爭有減少
家長葉太的丈夫亦為喇沙舊生，對兒子

獲取錄感興奮和開心。她指出，即使聽聞今
年多了人移民，但喇沙的小一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人數反而較以往更多，不覺得競爭有減
少，自己也有花費過萬元為孩子報讀運動和
語文等興趣班，亦有申請其他直資和私立學
校。她表示，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學生需
要認識國家安全相關事宜，認為教育局在中
小學落實國安教育的決定很正確。
梁太從網上查閱結果後，亦特意到校

「雙重確認」結果，得知兒子獲錄取後在
前往學校途中興奮落淚，心情十分開心。
她表示，儘管今年升小人數較去年少，但

名校競爭仍相當激烈，其他家長的選校策
略亦十分進取，自己亦有申請直資及私立
小學作兩手準備。

舊生留港不返加陪仔讀書
喇沙舊生家長伍先生則提到，基於對母

校的特殊「情意結」，只為孩子報讀了該
校，「非喇沙不讀」。本身為加拿大人的
他，原計劃當兒子未能入讀喇沙便返回當
地，現決定留港陪兒子讀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能仁專上學院日前舉行第四屆畢
業典禮及兩項特聘儀式，包括向香
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榮休會長、香港
佛教聯合會副會長紹根長老頒發學
院院士榮銜，以表揚他對教育及學
院的貢獻；而單周堯教授則獲頒發
「漢字學特聘教授」榮銜，以表彰
他於漢字學教育及研究之成就。

紹根長老於2011年至2021年5月
期間擔任能仁專上學院校董會主席，
學校順利升格為專上學院；另外他數
十年來在內地助學從未間斷，至今已
助建希望中小學校舍超過200間，遍
布全國各省市。他於致辭時感謝學院
頒贈學院院士榮銜，認為這是對他一
生弘揚佛法、利樂人群的肯定。
至於單周堯獲頒「漢字學特聘教

授」榮銜，他本身是國學名家，於
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出土文
獻、《左傳》、漢學、粵方言、禮學
等方面皆有豐碩成果，蜚聲國際。
校董會主席僧徹法師於典禮上勉

勵畢業生，日後不論升學就業都能
成就「能仁」的素養，用心灌溉「智
慧」、「慈悲」和「服務」這三顆種子，
開展豐盛人生。

紹根長老膺能仁學院院士銜

●中大將於
2022/23學年
推出兩個全新
學位課程。圖
左起：關健明、
李丹、趙建豐、
沈劍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僧徹法師(左四)、紹根長老(右四)、單周堯(左
三)、界悅法師(右三)等出席畢業典禮。 校方供圖

●有家長表
示，今年喇
沙小學的小
一自行分配
學位申請人
數反而較以
往更多。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在傳統名校九龍塘喇沙小學，昨晨陸續有家長前往學校查閱小一自行分配學位放榜
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葉 太 認
為教育局於
中小學落實
推行國安教
育的決定很
正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岑先生表
示 不 會 移
民，希望兒
子留港讀書
學好中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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