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授應試心得 中大女生獲獎
疫下停課阻學習「開台」助文憑試生獲逾2萬人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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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啟恒

為發掘、表揚及培育具潛質、心繫

社會及關心祖國未來發展的大專學

生，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主辦「香港十大

傑出大專學生選舉2022」，昨日舉行頒獎典

禮。得獎學生來自各大專院校的不同領域，

有學生在學時期已在網上開設教育平台，助

文憑試考生攻關；有物理治療學系學生受中

國舞啟發，嘗試將藝術元素加入在物理治療

當中，致力關懷長者的身心健康；另有視藝

學系學生擔任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關心青

年外地交流情況，期望待疫情緩和後，特區

政府可進一步鼓勵年輕人到大灣區交流實

習，增廣見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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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 「假如我是大公報記者」 為主題，寫出你心裏對成為一名新聞
工作者的美好願景。
徵文語言：繁體中文
體 裁：不限
‧報名自即日起，截止日期為2022年9月10日（星期六）下午五時正，以收到電子

郵件的時間為準。

初 小 組：於2021-2022年度在本港就讀之全日制小一至小三學生
高 小 組：於2021-2022年度在本港就讀之全日制小四至小六學生
初 中 組：於2021-2022年度在本港就讀之全日制中一至中三學生
高 中 組：於2021-2022年度在本港就讀之全日制中四至中六學生
大 專 組：在本港大專院校就讀的全日制副學士、學士、碩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

（報名表須附列有年份之學生證副本、手冊或蓋上學校印鑑。）

‧稿件必須以電腦打字輸入，恕不接受手寫稿件。稿件需以Word Document形式
儲存，連同報名表格，以電郵形式遞交。參賽者需在文末以阿拉伯數字標記全文
字數，字數不包括文章標題和標點符號。

‧稿件須為繁體中文，初小組字數不多於300字，高小組不多於500字，初中組
不多於800字，高中組不多於1200字，大專組不多於1500字。同一人最多只接受
一篇參賽投稿作品。

‧以上活動的規則及安排均以主辦機構最後落實為準。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保留最終解釋權。

中小學生：香港全日制學校小一至中六學生，就讀官立、津貼、直資及國際學校皆可。
大 專 生：香港全日制大專院校在讀的全日制副學士、學士、碩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不包括在職研究生）。

學生可以個人名義參加，也可由學校組織參與。需持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

‧請網絡報名並以電郵形式遞交。
網 絡 報 名：請掃描下方二維碼完成線上報名
電 郵 報 名：wrdreamchaser@outlook.com，郵件標題格式為： 「假如我是大公報記者」 徵文比賽+姓名+

學校+年級
郵件需附上：（1）已填妥之報名表格截圖；

（2）參賽作品一份，附件檔案名稱應註明參加者姓名及參賽作品名稱；
（3）有年份之學生證副本、手冊或蓋上學校印鑑。

‧成功遞交報名表格及作品者，將於5-7個工作天內收到電郵確認信。

初小組、高小組、初中組、高中組、大專組均設：
冠 軍： 1 名 獎品：獎盃一座、書券$3,000及獎狀一張
亞 軍： 2 名 獎品：各得獎盃一座、書券$2,000及獎狀一張
季 軍： 2 名 獎品：各得獎盃一座、書券$1,000及獎狀一張
優異獎：10名 獎品：各得書券$300及獎狀一張

‧比賽結果將於第四季度以電郵或電話通知獲獎者。獲獎者將獲安排於頒獎典禮上領獎。
‧獲獎作品將陸續刊載於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旗下媒體，並將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結集成書。

比賽結果及頒獎典禮

參賽對象

報名及投稿方法

獎項及獎金

作品要求

參賽組別

作品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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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是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的活動
之一，大會邀得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參贊魏

欣、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前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等擔任主禮嘉賓，並與一眾評審共同頒發獎項。
即將升讀四年級的中大環球商業學學生李穎欣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約兩年前因疫情關係，
創辦專門為文憑試考生而設的網上教育平台，「當時
中學都停課，學生的學習受阻，所以我希望跟同學們
分享學習經驗和考試技巧，於是就『膽粗粗』創辦平
台。」平台主要提供文憑試核心科目的學習心得，至
今已錄超過2萬人追蹤，並獲不少同學正評，也有自修
生使用平台後，今年順利考入大學，讓李穎欣深受鼓

舞。
李穎欣打算畢業後繼續擴大教育平台的發展，雖然

目前仍未決定是否將它作為全職工作，但強調本港創
業氛圍愈見濃厚，「政府都愈來愈多相關資助、支
持，幫助初創企業孵化，所以我個人是很看好本港青
年創業這件事。」

視藝生加入青發委獻策
另一傑出學生、浸大視覺藝術學系四年級生鍾穎

瑤，現為浸大項目助理及視藝導師。她笑言以前修讀
視藝，很多人都擔心她「沒有出路」，但隨着近年本
港日益重視藝術發展，包括M+博物館、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的相繼落成，以及國家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她相信有視藝背景的香港年輕
人，未來發展前景會很廣闊。
穎瑤本身是青年發展委員會非官方委員之一，「我

是屬於青年交流部的，近期受疫情所限，年輕人都無
法到大灣區內地城巿旅遊和見識，但如果疫情改善，
應鼓勵更多年輕人到內地體驗和發展。」
她認為國家在科技、金融等多個領域均取得了長足

發展，自己亦曾到內地的文化美術公司實習，過程獲

益良多，「見識到內地願意為藝術項目
投放大量資源，規模之大是讓我開了眼
界。」

理大生用中國舞練長者平衡力
來自理大物理治療學系的郭熲恩在學

時期接觸到中國舞和花藝，想到將興趣
和專業結合，「當我在醫院實習時，留
意到有些長者嫌一般的物理治療運動沉
悶，特別是有認知障礙症的公公婆婆，
注意力比較短。」因此她後來嘗試在老
人院服務之中，教長者插花去訓練其上
肢協調和手部靈活度，又透過中國舞訓
練長者下肢肌力和平衡力，「進行了兩
年，發現效果比傳統運動好，一班人做
會更加開心，體能也有提升。」
此外，她在大學時期也主動成為慈善粵劇籌款活動

的發起人，希望提升大眾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
其餘獲獎學生包括港大言語及聽覺科學系理學士余

杏慈；耀中幼教學院幼兒教育系的何欣霞；中大中國
語言及文學系的李芷嫣；科大環球中國研究系的牛明

德；科大量化金融學系的徐嘉熹；港大工學學士（醫
學工程）及工商管理學士（財富管理）雙學位的何浩
賢；科大工商管理學（管理學及市場學雙主修）的張
博滔。
他們當中有環保社企或初創公司創辦人、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金章得主、義工領袖、劍擊教練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由超過20個團體
合辦的「我們的版圖」2022年國民教育活動昨日
正式啟動，未來將舉辦多元化活動，包括面向小
學及幼稚園的填色創作比賽，以及面向中學生的
「微電影」創作實驗等。主辦方表示，今年以
「我們的版圖」作為主題，希望讓青少年兒童及
家長了解中國的壯麗河山和國家現代發展與成
就，從而增強參加者對國家的認同感。
活動由「愛國護港團結力量」、李慧琼立法會

議員辦事處、民建聯九龍城支部以及數十個地區
組織合辦，還邀請到一眾KOL推廣宣傳，多項
活動會持續至今年12月底，預計有超過5萬人參

加。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表示，雖然
香港面對不同困難及挑戰，但特區政府將做好實
事，令青年有更多幸福感、獲得感。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鄧家彪、郭玲麗於活動上

表示，教育下一代不只是在學校，社會各界都需
為培育熱愛祖國、建設香港的下一代而努力。這
並非一朝一夕可成，需要社會各界齊心合力、持
之以恒，以營造愛國氛圍，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愛國護港團結力量」召集人張永松表示，今年
活動以「我們的版圖」為主題，可說是呼應當前國
家統一大業的形勢。「我們就是要清清楚楚告訴

所有同胞，尤其是香港年輕一代，說明台灣根本
就是中國版圖內的一個省份，兩岸統一可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林翠玲校長表示，

今年的國民教育活動以青幼童及新一代家庭為主
要對象，因此在「我們的版圖」填色創作比賽中
加入「航天員」和「神舟」等太空元素，令參加
者可發揮想像力，化身為航天員，從太空中俯瞰
祖國，為壯闊的祖國河山增添色彩。
活動儀式上，來自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近
20名學童領唱國歌，並與全場朗誦「萬里河山多
嬌嬈，疆域版圖要知曉，香江兒女懷壯志，萬眾
齊心護幼苗」。

「我們的版圖」活動啟動 增學生對國家認同感

◆「我們的版圖」2022年國民教育活動啟動禮於昨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十大傑出大專學生選舉2022」昨日舉行頒獎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