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
個五年規劃》（下稱「十四五」規劃）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
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
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
「十四五」規劃其中一個特別之處，是加入了規
劃期長達15年的2035年遠景目標。香港作為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國家這個規劃以及宏大遠
景當中，又有着什麼關係呢？
在高中公民科主題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當
中，課題「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其中一個學習重點就是「近期的五年發展規
劃的重點及相關政策，以及這些重點和政策與促
進國家和香港發展的關係」。從以上文字既能看
出公民科課程將探討國家五年發展規劃的重點，
又能看出發展規劃與香港發展相關的討論。
相信老師在講解相關課程時，可能會遇到一個
困難，就是「十四五」規劃所牽涉範圍太廣，規
劃內容也是一個大框架的設定。若談及「十四

五」規劃與香港的關係，例如香港能在「十四
五」規劃當中為國家作出什麼貢獻，更讓學生在
理解時難上加難。
然而，要認識「十四五」規劃與香港未來發展

的關係，其實有兩個地方可以找到答案。第一個
是「十四五」規劃綱要內的「港澳專章」，即是
直接涉港澳的部分。因為在規劃當中，國家已對
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未來發展做出規
劃。例如第九篇《優化區域經濟布局促進區域協
調發展》第三十一章第三節《積極穩妥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中，明確指出：「加強粵港澳產
學研協同發展，完善廣深港、廣珠澳科技創新走
廊和深港河套、粵澳橫琴科技創新極點『兩廊兩
點』架構體系，推進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
便利創新要素跨境流動。」
此外，在第十八篇《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

國統一》第六十一章《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第一節《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也
明確列明：「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
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
功能。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

易中心，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
展，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由此可見，老師在介紹「十四五」規劃與香港
的關係時，可先從「內容」的方向出發，表明國
家對香港的重視。
另一個讓同學更容易理解「十四五」規劃與香
港關係的地方，就是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施政
報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報告，主要是
勾畫香港的發展藍圖，對香港政治、經濟、社會
等各方面的未來發展方向甚為重要。特首李家超
在2022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當中，就有一個部
分是闡述未來香港與國家發展將如何對接（施政
報告中該部分題為「對接國家戰略增強發展動
能」），當中便提及「十四五」規劃確立香港
「八大中心」定位，因此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首
要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推進創新
科技和文化藝術兩個新興產業發展，同時繼續發
揮國際貿易中心的角色。
此外，亦會繼續強化法律服務方面的優勢，同

時有序推進香港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為
此，施政報告提出特區政府將成立「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督導組」，在四大領域工作中，其中一項
就是就香港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和大灣區建

設制訂策略方案，積極推進發展協作。簡單而
言，今年的施政報告確實提及了特區政府在行政
層面上如何使香港與國家戰略對接，凸顯國家發
展規劃與香港未來發展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老師在公民科課堂講授過程當中，其

中一個重點就是「活學活用」，因為老師不可能
直接將「十四五」規劃綱要的內文介紹一次。因
此，在談及「十四五」規劃與香港的關係時，可
通過「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的「港澳專章」以及
特首發表的施政報告，相互印證並加以說明，相
信能讓學生明白更多，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有更多及更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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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與其他老師討論有關公民科及通識
科考評要求的異同時，不少老師都援引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2024年樣本試卷及樣本試題學
生表現示例來討論。整體來說，他們均覺得
公民科的普遍考核難度比原有通識科為低，
如由過往六個單元改為三個主題，課時亦由
250小時縮減至150小時。此外，他們亦討
論兩科試卷的異同，以下為部分觀點。
以公民科樣本試卷來說，作答時間與通

識科卷一相同，均是兩小時完卷，並將三
題必答題的答案寫在試題答題簿中，大抵
與過往相同。在資料提供方面，每道題目
提供兩項至三項資料，資料內容以文字資
料佔多數，數據表、相片在試卷上則只有
一項，假若單純以文字資料的字數計算，
整體資料總字數較通識科試卷為少。
由於過往通識科卷一資料眾多，而且表

格及數字資料略為複雜，考生需花費較長
時間閱讀及消化相關內容，並轉化成自己
的文字作答，故對大部分學生來說，作答

通識科卷一往往是與時間競賽，學生的閱
讀及書寫速度能力起着重要作用。相反，
由於公民科的資料相對較少，考生理應有
足夠的時間閱讀所有材料並作答，大大減
少因時間不足而影響考生真正能力。
在設題上，與通識科試卷比較，公民科

較重視學生基礎知識的準確度，例如指出
一項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互聯互通
的運輸基建，這些題目是以往通識科未曾
觸及的。這些題目作答要求不高，亦能協
助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掌握當代社會及世
界的認識，有助於學生認識世界，培養國
民身份認同。
此外，以上題目作答字數亦少，有助於

減少學生出現大量抄寫，變相考核寫字速
度的問題。而且，除基本問題外，在設題
方面亦加設不少2分題，有助於考核學生不
同方面的知識、態度及價值觀，而考評局
所提供的學生示例亦有助師生了解需要達
至什麼水平才能達到「達標」等級，或多
或少有助減輕學生學習公民科的壓力，讓
老師能夠聚焦課程理念及宗旨，思考如何
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而非單單以考評
作為設計主軸的課程。

公民考卷少抄寫 避免考寫字速度

今個冬季，「圍爐煮茶」在內地成為新
興潮流。三五知己相約在中式茶館，圍坐
於溫暖的炭爐旁，在茶水的沸騰聲中暢
談，同時烤番薯、柑橘、花生等，過上一
個悠閒的下午。
短視頻平台上，「圍爐煮茶」相關話題
的播放量已累計超過10億次。到底圍爐煮
茶有什麼魅力，可以吸引各大城市的年輕
人前去打卡？它能帶來哪些樂趣？
其實，圍爐煮茶並非什麼新生事物。早
在唐代，茶聖陸羽就在《茶經》中詳細記
錄了圍爐夜話和煮茶的過程，從煮茶的燃
料到用水，都有細緻入微的記述。白居
易、陸游、蘇軾等文人雅士也曾以詩詞抒
發煮茶的閒情逸致。
如今，這一傳統吃茶方式再度翻紅。一是

有其傳統文化背景，契合中國人愛茶之風；
二是為茶飲行業提供了新的消費場景。圍爐
煮茶的茶館，通常提供舒適的環境聊天喝

茶，大家除了可以和親近的好友相聚，也可
以圍桌而坐認識新朋友。圍爐煮茶也就成為
新式「慢社交」的熱門選擇。
圍爐煮茶的參與感和體驗感也很強，畢

竟拍照發朋友圈就能令不少年輕人着迷。
拍照打卡之餘，大家也開始討論哪些食物
跟煮茶最搭，研究起「圍爐是否配萬
物」。
柿子、紅棗、板栗、年糕和棉花糖可以

說是食物配搭大賽的「贏家」，它們備受
各城市圍爐愛好者們的廣泛肯定。柿子放
在小泥爐頂端的網上，熱一熱，微溫的狀
態最好入口；花生的「脆」與紅棗的
「韌」被視為絕配；而板栗作為最耐烤的
食材，可以陪伴整場圍爐小聚。至於煮茶
要用什麼茶葉，不少人認為應該選擇普
洱，因為黑茶較適宜久煮。
圍爐煮茶是繼春夏季的露營、飛盤等

「網紅」項目後，一種新「出圈」的潮流
生活方式。這股風潮甚至已經吹到香港，
最近也有本地商戶開始提供圍爐煮茶。不
過等秋冬一過，這股熱潮是否能延續，還
有待觀察。

冬日新式慢社交
圍爐煮茶掀風潮

國脈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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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看港澳專章 學習融入大局

魏文輝老師作者：郭立新

簡介：以獨特視角展現當代中國的發展趨勢和人情事物，帶領
讀者全新感受當代中國。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作者：羅展恒

簡介：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高
中通識科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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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鳴叫、蜜蜂舞蹈和孔雀開屏，都是
我們熟知的動物交流方式，而人類則主要
使用語言進行交流。大家或許會問，這些
動物的交流方式與人類的語言之間有什麼
不同嗎？儘管動物的交流方式同樣可以達
到傳遞信息的目的，但牠們與人類語言有
着本質的區別。語言是人類所獨有的，這
一觀點已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正是語言
的一些重要特徵，使其區別於其他溝通方
式，也使得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

沒有邏輯 約定俗成
任意性 （arbitrariness）是人類語言的一
大特性。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但某種語
言會採用哪一種聲音符號來表達某一概念
則是任意的，如粵語中的「馬騮」、 普通
話中的「猴子」和英語中的 「monkey」，
所指的均為同一種動物，但發音完全不
同。這種聲音符號和語義的對應關係在具
體語言中是確定的，但通常並沒有邏輯基
礎（擬聲詞等特殊詞類除外），而是由使
用該語言的人約定俗成的。
同時，人類語言不會受到時空限制（dis-
placement），可以用於探討任何時間和空
間，如上個世紀發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

甚至可以討論並不存在的時空，比如未來
的世界或者科幻作品中虛構出來的世界。
至於其他動物的溝通，則往往是實時

的，是對當下刺激的直接反應，如見到天
敵時的警告聲，只會在發現天敵時才會出
現，而不能在事前或者事後發出，在其他
場合下，我們都不會聽到動物發出的警告
聲。
語言的創造性（creativity）和能產性

（productivity），也使語言跟其他交流方
式區分開來。具體而言，人們可以運用的
語言材料（即語言符號）是有限的，而每
一種語言所使用的組合語言符號的手段
（即語言規則）也同樣是有限的，但人們
卻可以憑藉有限的語言材料和語言規則，
創造出無限的語言。
首先，人們的語言通常不是對其他人說

過的話的簡單模仿，而是由自己所創造出
來的句子，甚至人們說出來的話大部分都
是全新的；另外，一個句子所使用的材料
可以無限添加，句子可以無限加長，並且
語言可以表達的意義也沒有上限。其他溝
通系統，則明顯不具備這些特徵，僅能在
一定場合下表達有限的意義，通常不會添
加新的意義，屬於封閉的系統。
語言具備的這些重要特徵，使人類交流

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過其他動物。語言的
奧秘，也讓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
gence）至今仍然無法真正學會人類語言。

作者：楊一可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人類語言太獨特 交流深度超動物

◆施政報告可以讓同學更容易理解「十四五」規
劃與香港的關係。 資料圖片

◆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在秋冬季圍爐煮茶，整體氛圍溫暖舒適，讓忙碌的生活有了可以放
鬆的契機。

◆火爐上放一個茶壺，周邊擺上番薯、紅棗和柑橘等水果烤食，就是近期風靡社交平台的
「圍爐煮茶」。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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