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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太空研蜥蜴細胞 男拔實驗方案奪冠
盼探索宇宙環境如何影響人體成長 利藥物開發

《小精英》教材系列簡介

主題：葵青區10個地標，如葵青劇院等
教材內容：圖書、情境圖、學習小冊子等 派發3,500份

主題：10個中國大型節慶，如香港回歸紀念日、十一國
慶、農曆新年及中秋節等

派發25,000份

主題：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的獨特故事、美食及景點
派發25,000份

教材內容：圖書、情境圖卡、貼紙等

教材內容：圖書、桌上遊戲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價值觀教育、品德教
育、守法教育、愛國教育及中華文化傳承的教育都應該
從小孩子階段開始學習，有見及此，善德基金會和葵青
警區於2020年起合作出版《小精英》系列幼稚園教
材，免費派發，讓幼稚園學生及其家庭建立正向價值觀
和守法意識，培養幼童的公民意識及文化自信。有幼稚
園選取教材內容納入校本國安教育部分，表示學生的國
民身份認同感得以提升，教學成效顯著。《小精英》系
列最新一冊《小精英．大灣情》將於下月推出，教材附
有精美圖書及有趣的桌上遊戲，讓幼童與老師及家長互
動，認識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的特色。
善德基金會常務副主席湯修齊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他們於2020年推出的第一冊《小精英．遊
葵青》，內容較為地區性，集中以葵青的10個地標教導
幼童公民守法意識，派發的對象僅限於葵青區幼稚園。
去年推出的《小精英．節日情》，面向全港幼稚園，透
過重要節日例如香港回歸紀念日、十一國慶等，從小向
孩子灌輸尊重國歌、國旗等國民意識，培養正向價值
觀。

讓幼童認識灣區9+2城市特色
他介紹，該教材備有一系列輔助教材，包括幼兒圖
書、情境圖卡及貼紙等，內容涵蓋多個情境故事，如香
港的傳統節日和旅遊景點等，又設計了多名可愛的少年
警訊成員角色，鼓勵老師和家長透過說故事、講道理的

方式，讓幼童從小認識和學習中國文化的意義，培養守
法精神，加強家校合作。
「未來最大的機遇是在粵港澳大灣區。」湯修齊表

示，將於下月推出第三冊《小精英．大灣情》，可讓幼
童從中了解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的特色，包括各地的
獨特故事、美食及景點，例如佛山是中國武術之都，廣
州有名的沙河粉、肇慶糉，以及中山市是中國民主革命
先行者孫中山的故鄉等，希望幼童盡早認識大灣區的發
展和優勢，培育他們的愛國情懷，在長大後於大灣區內
發展潛能，為祖國的富強和安定作出貢獻。
他又鼓勵孩子將所學與同學分享，一同建立愛國、守

法意識。

幼園校長：教材貼近生活經驗效果佳
將《小精英》教材內容納入校本國安教育的荃灣商會

朱昌幼稚園，其校長林翠玲讚揚教材貼近孩子的生活經
驗，很自然地與教案結合，而教材亦透過情景模擬，讓
幼童選擇正確的行為，例如不應亂拋垃圾等，從中教導
他們要愛護環境和守法意識。
她說，《小精英．節日情》透過中國的節日文化特

色，教育幼童中華傳統美德，如孝順、尊重及關心他人
等，也有助提升幼童的國民身份認同。以往，老師問學
生「你是什麼人」時，他們通常都目瞪口呆，但現在都
能肯定地回答：「我是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對此，
她感到十分欣慰。

該校課程主任蔡慧瑩指出，教材能自然融合教學，發
揮配合、輔助和推動教學的作用。其中，幼童十分喜歡
教材配套的手偶，老師用手偶講故事，課堂氣氛活
躍，提升了教學的成效。

「小精英慶回歸大匯演」周日舉行
此外，為慶賀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香港善德基金會主辦、警務處
協辦的「小精英慶回歸大匯演」
將於周日（7日）舉行，共有
11間幼稚園學生及香港警察
銀樂隊參與，以「小精英」
主題曲為基礎作舞蹈及唱
歌表演。大匯演是《小精
英》系列幼稚園教材
和活動的延續，鼓
勵孩子成為盡責守
法、品格端正的小
精英。

《《小精英小精英．．大灣情大灣情》》下月推下月推 助幼童認識灣區助幼童認識灣區

掃碼睇片

教師對《小精英》系列教材讚譽有
加，同學們的反應也十分正面。即將
升讀K3班的陳涴澄和何倬齡都表示，
她們對教材中的香港回歸紀念日印象
尤為深刻。她們都出席過7月1日舉行

的升旗禮，教材令她們更加了解和明白升旗時應有的禮
儀。

陳涴澄和何倬齡表示，自己從教材中認識和體驗到很多
中華文化事物及精神，例如穿着粵劇服飾、接觸水墨畫及
面譜等，又從端午節主題中，透過為龍舟選手打氣加油，
學到團結合作的精神，對各種經歷和得着感到十分開心。
她們又提到，教材中的卡通主角樂於助人的精神十分值

得學習，包括扶長者過馬路，以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讓座
予有需要人士等。

對自己即將參與「小精英
慶回歸大匯演」的舞蹈演出，
陳涴澄和何倬齡都信心滿滿，既
期待和興奮：「（我們）已經預備了
兩個月，平時在幼稚園和家中都有練習，
十分喜歡這套舞蹈動作，希望能發揮出最好的
表現給大家欣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幼園生讚教材助了解升旗禮儀
�	

◆ 左起：湯修
齊、陳涴澄、何倬
齡、林翠玲、蔡慧
瑩。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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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一向積極參與國家航天任務，並大力推動航天科普計劃，

以培養香港青少年對航天科技的興趣，激發他們探究知識的熱情。其專為

中學生而設的「科學世界：探索太空 造福人類」太空實驗設計比賽昨日

公布結果，由拔萃男書院隊伍提出的實驗方案奪得冠軍，他們希望研究微

重力及輻射對蜥蜴細胞在太空的生長及修復的影響，以探索太空環境如何影響人類身體組織的成長和修復

機制，為人類未來的長期太空任務做好準備，研究同時有助病人康復及藥物開發等醫學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是次比賽共收到26份來自22間中學提交的太空實驗計劃
書，由理大深空探測研究中心主任容啟亮、土地測量及

地理資訊學系教授吳波、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鄭家偉及應用物理
學系教授余兆豐組成的遴選委員會，根據實驗的可行性、創
意、科學知識、科學價值及團隊表達技巧等作出甄選後，評定
由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和聖保祿學校的隊伍分別獲冠、亞
和季軍，他們會獲得10,000元、5,000元及3,000元的現金資
助，以獎勵同學繼續在學校推動科學教育。
理大副校長（學生及環球事務）楊立偉昨日表示，比賽反映
同學對探索太空的濃厚興趣，希望年輕人受到啟發，以知識和
創新造福社會，日後在不同領域上參與科研。

冀為人類身體復原帶來啟示
獲得冠軍的拔萃男書院介紹方案時指出，人類在太空活動越
趨頻繁，停留和生活的時間也更長，有見在阿波羅13號任務
中有航天員感染綠膿桿菌，引起同學對人類免疫系統在太空環
境的表現，以及在太空治療疾病的關注。他們發現蜥蜴有很強
的生長和修復能力，面對不同環境也很有適應力，故希望透過
比較蜥蜴細菌的體積及密度在地球和太空的分別，探究牠們如
何適應太空的微重力及輻射的機制，從而了解影響細胞代謝的
因素。
擔任校內天文學會會長的中五生鄭至庭表示，相信上述實驗

可為人類的身體復原帶來啟示，找出分別在太空和地球治療疾
病及傷口的新方法，例如是在調節適合病人康復的環境條件，
同時能為人類在空間站、月球以至其他星球的長期居住及任務
作更好的準備。
容啟亮讚揚同學對科學研究都有心有力，很欣賞冠軍隊伍發

現到蜥蜴的生長和修復能力很強，並提醒隊伍須在及後的完善
方案中，多考慮如何保證蜥蜴以至整個實驗不會影響中國航天
員在空間站的活動和工作，同時要解決空間站對實驗的電力供
應、換氣及資源分配等問題。

方案或有機會推薦給國家航天局
他透露，去年理大校長曾就今次太空實驗設計比賽致函香港

中聯辦，希望中聯辦給予支持並協助推薦參賽作品給內地有關
部門，一旦實驗方案經完善並符合相關要求後，或有機會由中
聯辦向國家航天局推薦在空間站進行實驗。
吳波在點評時形容，勝出的3支隊伍都是優中選優，具有非

常創新和前瞻性的思考，其中冠軍方案現時看來似乎無關重
要，但在30年或50年後，隨着太空探索和太空旅行的普及，
人類需長時間身處在太空環境，這樣的研究就變得非常必要。
他認為「好奇心是一切創新動力的源泉」，看過所有實驗計劃
書後，他深受感動，相信港生的創新思維將是建設香港成為國
際創科中心的重要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鍾健文）有
指蘆薈有抗癌、抗氧化、抑制病毒及
增強免疫力的療效，若果把蘆薈送到
太空培植，這些功效會否得到加強
呢？獲得是次太空實驗設計比賽亞軍
的拔萃女書院隊伍，中三生李津榛和
吳鍶廷受到過去有微重力對小麥草抗
糖尿病功效影響的啟發，希望在空間
站以水培法栽種蘆薈，比對在微重力
下及在地球上生長的蘆薈的化學成分
有何分別，藉以研究微重力對蘆薈藥
用功效的影響。
她們的構思是先讓蘆薈在空間站生長

6個月，然後把葉子剪下，待冷卻後送
回地球進行分析，除了會記錄其外表特
徵外，也會對葉子進行量化分析，並與
在地球種植的蘆薈進行對照實驗比較，
以及進行跟進測試。
李津榛和吳鍶廷表示，實驗若能成功

在空間站進行，將會是首次在微重力下
培育出多肉植物，並希望就蘆薈對紓緩
痛症、傷口癒合、預防和治療癌症的療
程作出改善，增強療效，同時可作為未
來研究的參考，啟發更多有關微重力對
草藥影響的研究，「而且綠色植物讓航
天員在空間站保持精神振奮，心境開
朗。」

容啟亮指上述構思有創意，期待
將來可以將研究範圍擴展到其他不
同草藥，探索強化草藥療效的可
能；吳波亦讚揚方案非常超前，對
中學生的工程及設計能力感到欣
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鍾健文）獲得季軍的聖保祿學校隊
伍，考慮到在空間站上難以獲得自然及新鮮的氧氣，對航天
員的健康或有影響，故構思設計一個自然又環保的供氧球，
通過光合作用將二氧化碳轉化為氧氣，以改善空間站的空氣
質素。
聖保祿學校中三級的一眾女將講述方案時指出，現時在太空
獲得氧氣的方法有製氧器、加壓氧氣罐及固體燃料製氧機，但
這些方法既不環保又無法製造出新鮮氧氣，於是開始構思供氧
球，它由外殼及盆栽兩部分組成，外殼的太陽能板可吸收太陽
能，把其轉化成電源，而石英玻璃則可發揮耐熱及耐冷的作
用，抵禦惡劣天氣變化；而花盆為一個菱形12面體，能擺放
很多植物，節省空間，並在無重力狀態下，讓植物向各個方向
生長；當太陽能電池板檢測到光源，供氧球的翅膀就會展開並
旋轉追蹤光源，使植物進行光合作用。
她們指空氣植物不需要液態水或土壤，易於種植在供氧球
中，航天員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氣經傳輸管送回供氧球中；

至於供氧球產生的氧氣則通過氧氣傳輸管輸送到儲氧罐或供航
天員即時使用。對此創新又貼心的設計，容啟亮提醒同學需考
慮供氧球於空間站的設置方位，因為空間站不會有太多
透明窗，需要留意獲取光源的
途徑。

盼改善空間站空氣質素
聖保祿校設計供氧球

◆拔萃男書院獲得太空實驗設計比賽冠軍。左一為鄭至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聖保祿學校獲得太空實驗設計比賽季軍。左起：伍保萁、
余在思、黃楚鈞、吳施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女
拔
：
比
對
微
重
力
對
蘆
薈
藥
用
功
效
影
響

◆拔萃女書院獲得太空實驗設計比賽亞
軍。左起：李津榛、吳鍶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資料來源：香港善德基金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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