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生要求更靈活 吸引從業員進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應用學位課程先導計劃的

一大特色，在於收生要求更加靈活。梁迪敏表示，新課程
除了會納入2022/2023學年「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
劃」、可經「大學聯招辦法」報讀之外，亦會考慮認可申
請者透過資歷架構下的「過往資歷認可」，為現職從業員
提供進修機會，善用其豐富經驗提升專業形象，助他們在
職場上有更多晉升機會。
梁迪敏介紹，現行課程一年級入學的基本收生要求為

「33222」，而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畢業生可經高年級入學，
一年級及高年級學額分別為25個。
在新課程方面，收生人數及要求等仍有待香港學術及職
業資歷評審局審批，而第一年入學的資助學額暫定為50
個。

同時，學院計劃提供更靈活的收生途徑，例如申請者修
畢獲資歷架構認可的相關職業專才教育（VPET）課程，再
加上相關工作經驗及符合指定英語能力要求，可申請入讀
一年級或三年級。
此外，申請者持有指定程度的中學學歷及符合指定英語

能力要求，並透過資歷架構下的「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以相關工作經驗及年資，經評估後獲取資歷架構認可的資
歷，亦可申請入讀一年級或三年級。
「以往從業員接受學院式培訓的機會相對較少，所以新

課程亦是回應政府和業界訴求，增加培訓機會。」梁迪敏
說，隨着社會對安老服務人才的殷切需求，從業員人數增
加的情況下，相信會有一群希望接受正規課程的從業員報
讀，以爭取更理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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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文 澄

長者角度思考 開拓銀髮市場
東華學院調整應用老年學課程 增設240小時工作實習

隨着香港人口持續老化，銀髮市場及安老服務行業的需求不斷增加，

如何於人才培育上更好地裝備新一代，讓他們的職業應用能力能應對社

會需要，是近年專上教育的焦點之一。東華學院的應用老年學（榮譽）理學士

課程獲特區政府挑選參加「應用學位課程先導計劃」，最快可在今年9月新學

年推出應用學位課程。該計劃由教育局推出，透過調節課程結構和內容，令整

個課程更着重培訓應用能力。課程負責人、東華學院護理學院助理教授梁迪敏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經調整的新課程將會涵蓋管理、醫療保健及社會

科學三大領域，並增設240小時的工作實習，為畢業生投身非政府組織、社會

服務機構、社會企業及商業機構等安老服務或開拓銀髮市場作全面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2023年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於本月及9月分兩個階段
接受報名。本月份的報名只涵蓋丙類科
目，即法語、德語、印地語、日語、西班
牙語及烏爾都語，考評局由昨日起接受報
名，至下月13日截止。自修生報名費534
元，其他語言科目考試費每科697元。立
法會早前已通過撥款由政府支付2023年文
憑試考試費，但不適用於自修生。
考評局昨日提醒報名人士，若以自修生

身份報考是次文憑試，必須符合以下其中
一項條件，包括：曾應考文憑試或相等考
試；明年1月1日計算，已足19歲；非修
讀文憑試課程，但已修畢或於2022/2023
年度正在修讀由考評局決定為等同中六之
課程。考評局強調，以自修生名義報考

者，不得同時以學校考生名義報考。

總數不可超過8科
考生報考文憑試的丙類科目，將與其報

考甲類及乙類科目的數目綜合計算，總數
不可超過8科之上限，而丙類科目2022年
11月考試的成績暫定於明年1月下旬發
放。
申請人須登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網上服

務（www.hkdse.hkeaa.edu.hk）的報名系統
提交報名申請，至於《丙類（其他語言）
科目考試的報考須知》可於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及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網上服務（www.hkdse.hkeaa.edu.hk）下
載，考評局查詢熱線為3628 8860，亦可電
郵至dse@hkeaa.edu.hk。

文憑試其他語言科本月接受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及中大
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合辦的「港文存檔——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香港文學特藏20周年展」由今日至12月30日在中大圖書館展
覽廳舉行，供公眾免費參觀。
中大昨日表示，中大圖書館在盧瑋鑾教授（小思）的支持

下，構建香港文學特藏與香港文學資料庫，將研究者的個人珍
藏與大學圖書資源具創意地聯繫起來，並透過歷年的收集、擴
充與推廣，成為一個兼具學術與公共意義的研究平台。
是次展覽為紀念中大圖書館香港文學特藏20周年，除了展

出精選逾百件香港文學藏品，亦藉着檔案的概念，讓觀者思考
日常生活裏各種留跡與保存。「港文」既是香港文學的縮略，
也包含香港的文化、文心與文明氣質。在珍本書籍、報紙期
刊、作家惠贈與數碼星空4個展區，讀者可以打開香港文藝記
憶裏不同的檔案櫃，觸摸書刊上的歷史，體驗作家的慧心雅
趣，並遙望電子人文世界的浩瀚、規律與新章。
展覽期間將舉行一連串講座，詳情稍後公布。

中大辦香港文學特藏展

「亞太區紅十字國際人道
法模擬法庭比賽」是目前亞
太區相關主題中最大型的聯
校比賽，每年由香港紅十字

會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舉辦。自2003年
開辦以來，今年已經踏入20周年，而本屆比賽已於
3月9日至13日順利舉行。24隊來自亞太區的大學
法律系學界菁英代表，就人工智能及武裝衝突的虛
構案例，在模擬訴訟中據理力爭，過程激烈緊湊，
最終由新加坡管理大學奪冠。
模擬法庭是透過虛擬案例，促進學生充分了解案
情，並應用法律原則和成文的比賽。然而，因為國
際人道法只在武裝衝突期間生效，不像侵權法、合
約法、刑事法等法律，國際人道法並不是每個法律
學生必定會接觸到的範疇。因此要在比賽中套用國
際人道法，比一般模擬法庭更具挑戰性。

戰火中保護無辜者
國際人道法是國際法的一個分支，又稱戰爭法或
武裝衝突法，也是一種限制武裝衝突的規則，旨在

保護在戰火中沒有參與、或已退出戰事的人士。其
主要法律文書是四部《日內瓦公約》及其中的三部
《附加議定書》，保障陸上武裝部隊的傷病者、海
上部隊傷者及遇船難者、戰俘，以及受國際性與非
國際性武裝衝突影響的平民。
當發生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時，案件可在國內
法院和國際刑事法庭上進行審理，以彌補在地司法
機構在戰爭時有機會失去權威性的不足。在模擬法
庭比賽中，同學扮演原告及被告，向法官申述己方
的論點、證據及相關案例等。

分析被告行為應否負刑責
控辯雙方必須根據大會編寫的虛擬法庭個案，辯

論被告的行為是否足以構成違反戰爭法，例如有沒
有違反在《羅馬規約》中規限針對平民虐殺、禁
錮、襲擊的條文，並且分析被告的行為是否需要就
違法行為負上刑事責任。
不論是比賽或實際上，案情通常都十分複雜，例

如被告不一定是直接的施暴者，而是提供武器或技
術等間接協助襲擊，又或者受害的平民因着某些行

為，或會被界定為武裝衝突的一方而不受戰爭法保
護。故此，參賽的同學必須小心斟酌戰爭法條文的
用字，清楚分析被告的行為，再輔以特定條文在過
往案例中的應用，深入地對案情進行辯論。

確保平民生命尊嚴
國際人道法背後最重要的原則和價值，是確保平

民的生命和尊嚴受到尊重。而認識國際人道法能幫
助我們以人道的視角，理解世界各地人道危機的嚴
重性，除了戰爭，人類對環境的破壞，帶來氣候變
化，亦釀成重大的人道危機。
同學透過資料搜集、扮演控辯雙方去了解不同論

點，不但能深入認識國際人道法，更可提高他們對
世界各地人道危機的敏銳度，明白戰爭應該受到規
限，從而培養人道精神。同學亦可以透過辯論，了
解國際人道法在不同情景的應用，例如其範圍、適
用性以及限制，加深同學對其實際應用層面上的認
知及反思。總括而言，比賽能提高正在修讀法律系
及作為世界公民的學生的人道意識。
人道危機與我們的距離並非想像中那麼遙遠。任

何學生或巿民都可以嘗試用人道視角放眼世界，思
考如何在生活中善待別人，實踐人道價值。

◆香港紅十字會

模擬法庭比賽 提高人道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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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嶺南大學
日前舉辦粵港澳大灣區社會政策與社會服
務挑戰國際研討會，超過60名來自香
港、內地、澳門、新加坡等多個地區的專
家學者參與，共同探討有關議題的最新研
究和觀點。
研討會由嶺大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及嶺
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社會
治理聯合研究中心合辦，並獲大學教育資
助委員會資助。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周永新教授和石琤博士首先發表
了題為「The Future of Senior Hong
Kong Residents to Retir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的專題演講。第二場專題演講
由港大地理學系林初昇教授演講，主題為
「From A "Front Shop" of Brokerage to
Regional Hub of Advanced Services & In-
novation: Repositioning Hong Ko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講者強調各持份者協調
兩場演講都強調了政府、私營機構、高
等教育界及公共服務等不同持份者之間協
調的重要性，以加強香港在大灣區的角
色，並提升區內老年人的福祉。
研討會隨後共舉行了22場演講和6場小
組討論，與會學者就粵港澳大灣區改革創
新、跨境家庭與應對政策、社會對長者與
弱勢群體的支援、居家安老服務及政策、
健康與教育，以及社會服務創新等議題發
表演說。嶺大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總監陳
澤群表示，透過演講者和與會者的貢獻及
參與，期盼粵港澳大灣區各方融合，為區
內所有城市帶來正面影響。

◆ 嶺大舉辦粵港澳大灣區社會政策與社
會服務挑戰國際研討會。 嶺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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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時大約有140多萬名長者，而絕
大多數都生活於社區，加上要配合政

府的居家安老措施，的確需要更多從業員，兼
顧社區與院舍需要。」梁迪敏指出，現行的應
用老年學（榮譽）理學士課程較偏重院舍方
面，亦較集中護理、健康保健元素。新課程在
此基礎下，進一步加強了管理及社會科學元
素。
「同學將來有機會接觸中層管理，我們會教

導學生活動策劃，如何設計適合老友記的活
動，又例如在院舍可如何配合營養師，為老友
記做適合餐單等。」她說，在培養同學管理能
力方面，課程會讓他們學習在一個機構中懂得
如何與不同專業的同工去溝通，有效合作。社
會科學元素則包括社會學、心理學、應用老年
學等範疇，讓學生了解現時的安老政策，並關
顧長者的身心需要。
「以前大家可能認為老年學的畢業生發展出
路只得院舍，但其實長者服務範圍好闊，從營
養、樂齡科技、社企運作、科創公司到大學研
究等，同學都可探索。」梁迪敏舉例說，逆按
揭計劃可視作為一種退休理財工具，透過抵押
物業可以獲得資金，待長者百年歸老後由後人
決定是否贖回物業，而軟餐、陪伴機械人等服
務與科創產品等銀髮市場龐大，不少針對長者
需求的服務、產品、商業機構、社企等湧現，
故課程着重的是培養學生「以長者角度看待問
題」，提供更貼心服務與支援。
為進一步配合先導計劃的要求，新課程將以

240小時臨床實習及240小時工作實習「兩條
腿走路」，讓學生累積臨床護理技巧以外，同
時可獲取活動策劃、行政及管理經驗等。實習
工作種類亦不局限社福機構，上述的社企、科
創公司、長者地區中心、鄰舍中心等都會涵
蓋，重視讓學生實踐所學，加強應用與就業能
力。
梁迪敏表示，目前課程細節仍有待香港學術

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獲得通過就會在9月
推出。梁迪敏引述政府《2027年人力資源推算
報告》指，包括長者護理服務在內的社會及個
人服務業，人才需求仍相當殷切，相信新課程
將可為學生提供更全面的老年學知識和技巧，
不論就業機會還是晉升機會都可增加。

◆梁迪敏介紹最新課程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隨着香港人口持續老化，安老服務行業的
需求不斷增加。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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