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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君犖

疫情爆發以來，全港數十萬小學生

便沒有再上全日課，隨着社會日漸復

常，截至11月中已有70多所疫苗接

種達標的小學已向教育局申請，最快

明天恢復全日面授課。有小學提早做

準備，推出五招迎接闊別近三年的全

日課堂，包括以問卷分析家長及學生

擔憂、焦點加強午膳防疫、設下午功

課導修時段、遊戲交流及家長小錦

囊，支援學生適應避免因追進度而過

度催谷，幫助維護學生身心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逾70小學接種達標 最快明復全日面授
學校推五招幫助維護學生身心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持續近
三年，本港大部分中學正逐步復常，對學生
來說，要重新適應學習生活，對心理健康亦
是不少挑戰。香港青年協會昨日公布調查顯
示，46.7%中學生壓力指數屬偏高水平，他們
對於功課/考測繁重及自己學習動力低最感困
擾，至於出現不同程度焦慮傾向者則有
24%，較兩年前同類調查的22%高，比起疫
情前的15%更多出9個百分點。青協提醒，學
校在復常路上宜留有喘息空間，多關注學生
課業外的身心、社交和全人健康需要。
青協「關心一線2777 8899」在今年10至

11月以抽樣自填問卷訪問了5,160名中一至中
六學生，壓力指數方面，當中46.5%屬7分至
10分的偏高水平，受訪學生表示，9月新學年
以來最感困擾的事依次為功課/考測繁重
（46.7%）、學習動力低（39.4%）及成績退
步（29.1%）。

24.2%學生有焦慮
問卷亦參考了SAS焦慮症自評量，顯示

24.2%受訪學生有不同程度的焦慮傾向，包括
5.4%有重度焦慮傾向，他們過去一星期最常
見的焦慮徵狀為感覺疲倦和乏力、感到煩亂
或覺得驚恐，以及比平時容易緊張和着急，
情況值得關注
求助心態方面，88.5%學生指「不反對向別
人求助，但有煩惱會盡量自己解決」，七成
人同意「遇到情緒困擾是人之常情，不需要
掩飾」，但亦有七成人稱「求助需要很大勇
氣」。
青協表示，「關心一線2777 8899」去年9

月至今年8月共處理22,780宗情緒相關求助個
案，較之前一年多3,335多宗，另有9,113宗
校園生活求助。有求助學生在升高中後因課
程進度緊湊，常常溫習至深夜，致令缺乏充

足休息，學習狀態更差，又因為成績退步，
壓力大至經常晚上獨自哭泣。有學生指上課
要追趕去年已落後的進度，考測繁多，又因
自己有特殊學習需要，感到很大壓力。亦有
應屆DSE考生表示，因過去兩三年多次網上
或混合模式上課，升中六後學校要追趕課程
而需不斷補課，令他吃不消，學習成效也大
打折扣，意志愈見消沉。

青協提醒學校讓學生「唞唞氣」
青協副總幹事徐小曼表示，現時中學已逐步

恢復全日課及重新開放課後活動，但亦因課程
緊湊，功課繁重，學生學業壓力快速升溫，提
醒學校應在復常路上為學生留有喘息空間，多
關注其身心、社交和全人健康需要，並加強經
營校內關愛互助氛圍，提升學生歸屬感和幸福
感，而同學亦可多找父母、老師、社工傾，或
選擇社區的輔導資源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香港城市大學福田研究院與深圳
市福田區政府昨日透過視像會議
簽署合作備忘錄，加強雙方在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協作。
雙方並宣布成立城大物質科學研
究院（福田），發揮深港兩地的
優質資源，聚焦能源材料、生物
材料、功能材料及晶片、結構材
料、高端儀器製造等五大科研領
域。
城大於2020年已成立城大深圳

福田研究院，是首家進入河套合
作區的香港院校。研究院第一期

建設引進三個高端科研項目，包
括高時空解析度電子顯微鏡關鍵
技術研究項目、先進航空材料預
應力工程與納米技術研發項目，
及基於微納技術的腫瘤精準診療
技術研發與應用項目，經過兩年
多研究與發展，現已產出一系列
科研成果，並開展產業化規劃。
該校李兆基講座教授（材料科
學）任廣禹將帶領第四個科研項
目「新一代高效安全光伏與儲能
一體化系統關鍵材料和器件的研
究」落戶河套區，進一步推進能
源科技創新。

城大福田設物質科學研究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香港科學院昨日舉行第
七屆周年大會，由港科院創
院院士、分子生物學家盧煜
明獲選為新一任院長，擔任
創院院長7年的徐立之隨即
卸任；至於副院長則由數學
家莫毅明擔任，臨床腫瘤學
家莫樹錦教授則出任名譽秘
書。其他港科院新任董事會
成員包括創院院士兼化學家
任詠華、創院院士兼微生物
學家袁國勇、地理信息學家
葉嘉安、物理學家陳子亭教
授以及數學家楊彤。
盧煜明昨日表示，香港科

研實力雄厚，加上國家的支
持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
讓香港科創發展充滿信心，
「國家十分重視大灣區將來
能成為科創發展引擎，而香
港作為大灣區一員，運用自
己的基礎研究優勢，協助國
家推動科創，也能貢獻本地
經濟及民生。」

致力加強合作推動港科創
對於接任港科院院長一

職，盧煜明強調將致力加強
與政府及不同組織合作，推

動本港科創更上一層樓。他
並感謝徐立之多年來帶領港
科院為香港科創發展出謀獻
策，不遺餘力地連繫本地科
研及工商業界，同時在不同
層面推廣本地的科研實力和
推動科普教育。
徐立之則對盧煜明當選新

院長表示祝賀，並感謝港科
院及香港青年科學院院士們
過去的支持及信任，以及他
們對科研和科普教育持續的
貢獻。他期望港科院在盧煜
明帶領下，繼續努力推動香
港的科學研究、教育與發
展，協助香港把科技「做大
做強」，推進香港成為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

◆新任院長盧煜明（右）向卸
任的創院院長徐立之（左）贈
送感謝狀。 港科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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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中學生壓力偏高 功課考測繁重最困擾

盼與同學在校玩 學生：功課盡量做快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為發展職專
教育，教育局早前公布4個學位課程獲挑選
參加應用學位課程先導計劃，計劃已於本學
年起推行。負責研究並為計劃提供協助的學
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表示，預計明年初向教
育局提交報告建議，包括增加應用學位、便
利措施、制定監管及評核機制等。有參與院
校指，計劃不但吸引更多學生報讀應用學位
課程，連帶相關的副學位課程，報名人數都
較以往增加超過八成，相信學生們均希望借
此銜接上應用學位課程。
計劃下，首批課程於今學年推出，涵蓋護

理、檢測和認證、園藝樹藝及園境管理，以
及老年學4個範疇。明愛專上學院健康科學
院院長陳磊石昨日介紹指，護理學應用學位
課程今年設120個學額，共收到925人申請，
大部分被取錄學生來自與健康護理相關的副
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包括63名健康護理高
級文憑及配藥高級文憑畢業生。

連帶相關副學位報名人數增八成

該校協理總監 (入學、就業及公共事務)李家
禧指，因有銜接可能性，上述兩個高級文憑
課程今年的報名人數增加最少八成。課程會
將1,400小時臨床實習放到最後學年進行，校
方最近跟醫院管理局商討，希望安排學生在
同一醫院聯網進行「一條龍」實習，幫助學
生更易適應醫院環境。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環境學系副教授張
浩介紹指，園藝樹藝及園境管理應用學位課
程設多元入學途徑，其中有相關專業文憑或
高等文憑及至少5年相關工作經驗的在職人
士，可選擇三年級兼讀制，該校已取錄了一
位具30年工作經驗的退休公務員報讀，也有
園藝樹藝公司老闆報名。

應用學位課程先導計劃 學生報讀反應佳

◆評審局倡
加強支援應
用 學 位 課
程，促培育
多元本地人
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木又 攝

教育局早前公布，全港小學若全校或個別
年級兩針疫苗滿14天的學生達總數七

成，可申請最快於明天起恢復全日面授。其中
位於大埔的保良局田家炳小學已有近九成接種
率，已獲准將於下周一（5日）恢復全日課。
該校校長陳詠賢昨日接受訪問時表示，校方於
11月中已就迎復課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家長們特別是在職家長對恢復全日面授表示期
待和歡迎，而家長和學生最擔心首兩件事包括
留校午膳增加感染風險，以及全日課會導致沒
有足夠時間完成功課，繼而令溫習、補習以及
課外活動時間減少。

拍片教學生預備用膳程序衞生
陳詠賢指，為回應學生的需要及家長關注，
校方經商議後推出多項應對措施，針對在校午
膳傳播風險，該校上周已於課室內加設擋板及
消毒設備，本星期開始教導學生使用，又特別
錄製影片教導學生預備用膳的程序和衞生。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現場觀察，該校同學
亦已掌握整個預備用膳程序，他們先分批依次
用消毒洗手液清潔雙手，然後回到座位，先後
取出餐具、餐墊以及校方提供的可摺疊式擋
板。該校副校長李偉逑亦指，教學影片有提醒
同學在真正進食前一刻才可除下口罩，進食時
應避免交談，而同學於用膳後也須消毒自己的
擋板，並放回專用的環保袋中。
至於擔心不夠時間做功課的問題，陳詠賢表
示，校方會將首兩星期設為過渡期，安排星期
一至星期四下午各1小時作導修課在校做功
課，由科任老師負責，回答同學即場提問，並
統計整體完成功課進度，及為有需要學生提供
個別跟進及協助；而星期五下午則為綜合活動

課，學生將進行童軍集會及手工藝等活動，不
會安排學科課程，相信全日面授後功課量不會
比半日時多。

遊戲配合功課助學生過渡適應
陳詠賢還提到，有見疫情下學生近三年未有
全日上課，學生或易於下午課堂感到疲累，校
方因此決定以遊戲配合功課的方式，協助學生
過渡及適應。她介紹，如學生能在下午2時20
分完成所有功課，將可到特別室進行不同遊戲
和活動，當中更特設「懷舊遊戲」環節，透過
「Charlie Chalie chit boom boom」、「火車
接龍」、「掉手巾」及「123紅綠燈」等，訓

練學生專注力、記憶力及反應等。她形容，懷
舊遊戲雖然是「舊」，但久違的集體活動卻可
帶給小學生新鮮感，同時也可鼓勵他們努力盡
快完成功課，及於遊戲中互相交流從而提升社
交和溝通技巧等，是「一舉多得」。
除了以上措施，陳詠賢指出，該校的社工與
輔導人員亦在會於家長通訊提供一些全日課小
錦囊，包括留意子女在想法、情緒、行為和生
理方面可能反映的壓力，與子女共同製作生活
時間表，提醒子女注意衞生和準備防疫物品，
以及調整對子女的合理期望、不應過度催谷子
女「加操」等，並鼓勵家長與同學以平常心面
對轉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就學校終於可以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學生
及家長均熱切期待。就讀保良局田家炳小學三年級的劉昊恩表示，自從讀小
學起就沒有經歷過全日課，在疫情下也未曾在學校用過午膳，因此十分期待
與同學一起在校吃午飯。自言做功課很慢、經常拖延的她笑稱，為了可以與
朋友一起玩遊戲，會努力在導修課時段內完成功課，「盡量做快點！」
其兄劉昊翹是同校的四年級學生，昊翹指只經歷過疫情前幾個月的全日

課，對此十分懷念，期待恢復全日課後，可以與同學有更多一起相處和玩耍
的時光。其母劉太坦言既期待但又有點擔心，因女兒昊恩做功課的速度很慢
且拖到很夜才完成，怕一旦恢復全日課後，女兒即使在下午的導修課時段也
未能完成功課，回家後仍要花時間完成，從而影響課外活動、私人時間以及
作息等。為此，她已和子女一同制定時間表，希望他們盡量在學校就能完成
功課，回家後也能盡量保持早睡早起的習慣，估計需要時間慢慢適應全日上
課。
至於六年級的王頌慇及其就讀三年級的妹妹王琬慇亦對可以和同學們一起

吃午飯及玩耍，表現興奮，期待課後有更多時間參與不同的活動。王太非常
支持盡快恢復全日面授課，亦認同學校在下午安排導修課讓學生在學校完成
功課的安排，相信有助提升學生的專注力，因孩子若遇到困難可即場向老師
發問，能改善女兒在家做功課不夠專心和拖延的情況，提升學習效率。

◆學生正在玩懷舊遊戲，校長陳詠賢亦參與其
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 攝

◆學生在練習午膳前的衞生和準備程序，首先清
潔雙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 攝

◆學生若能準時完成功課，可到不同活動室進行遊戲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 攝

◆◆學生在洗手後學生在洗手後，，依次將餐具依次將餐具、、餐餐
墊及擋板取出墊及擋板取出，，完成預備用膳程完成預備用膳程
序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 攝攝

◆左起：劉昊翹、劉太、劉昊恩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 攝

◆左起：王琬慇、王太、王頌慇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 攝

穩步復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