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大生製教材 學勞動防變「港孩」
多所內地校逾千學童使用 盼引入港校與國教結合

現代社會生活條件進步，

不少新世代的兒童受到家人

過分呵護，養成被寵壞的

「港孩」性格。就讀香港教

育大學的準教師周音孜，針

對此情況開始創業項目，透

過開發和設計一系列的勞動

教育教材，讓兒童能透過烹

飪、種植、房間清潔等體驗

式學習，培養自理能力及奉

獻精神，現時已成功與內地

多所公立學校合作，開始給

逾千名學童使用，未來亦希

望引入香港的學校，並與中

華文化和國民教育結合。憑

着此突出表現，讓她成為本

年度教大「校長嘉許計劃」

創新與科技範疇嘉許狀的得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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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內地的周音孜現就讀教大中國語文教育學士
三年級，她接受視像訪問時分享指，留意到不

少新世代孩子在家長過度照顧下變得驕縱及缺乏自
理能力，加上近年國家提倡要弘揚勞動精神，而市
面上教師水準卻參差不齊，缺乏從業準則，促使她
萌生推動勞動教育的念頭，希望能幫助家長好好培
養孩子。

藉煮飯清潔「實境」升自理能力
她介紹說，其實勞動教育與香港的家政教育近
似，其設計的教材共有20個單元，涵蓋烹飪、種
植、清潔衞生、整理收納及修理5大板塊，分別涉
及煮飯、下田種植、房間清潔、書桌整理及簡單維
修等，各單元分成四大學習階段，讓學生透過在真
實場景的學習和親身體驗，提升自理能力。
以烹飪作主題的「奇妙廚房」教材為例，其旨在

教育兒童從《論語》、《禮記》中學習飲食禮儀，
並學會煮飯和營養烹飪。
周音孜進一步說明，第一階段帶領4歲至7歲兒童

認識廚具，參與如擇菜、洗菜等簡單的家庭烹飪，
及學習傳統進食之禮；第二階段教導8歲至9歲兒童
學做涼拌菜式，掌握如加熱饅頭、煮水餃等蒸煮方
法，並且學習《周禮》的傳統待客之道；第三階段
就進一步讓10歲至12歲兒童學會做兩三道家常菜，
如番茄炒蛋、煎雞蛋等，同時懂得設計營養食譜，
及學習《禮記》的傳統宴飲之禮；至於第四階段則
要求13歲至15歲兒童設計一日三餐食譜，能獨立烹
調家庭餐等，同時學習《論語》中談及的飲食健康
搭配。
周音孜提到，教材獲內地一些地方教育局、大學

及專家推薦宣傳，現時正與8所公立學校合作，讓
逾千名學童使用。她引述不同持份者的反饋意見

指，小朋友都十分歡迎和期待上這樣的勞動課，家
長亦明顯看到孩子的進步，例如有子女在烹飪課後
會主動在家為父母煮番茄炒蛋，實踐效果不俗，而
相關教育部門和學校也表示出肯定態度。

冀教材擬推廣至星馬等地
她表示，自己在教大讀書3年，發現不少香港家

長傾向集中培育孩子的興趣及才能，卻忽視其自理
能力，一些「港孩」缺點與內地孩子近似，故計劃
將勞動教育教材引入香港，使本地小朋友也可學習
煮食、園藝、收納等生活技能，並增強抗逆力，塑
造正向品格。
此外，教材加入中華文化元素，讓學生邊學習生

活知識，邊了解中國詩詞經典，她希望能將之與香
港的國民教育內容結合，讓本港學校推行使用，長
遠更打算推廣至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鍾健文）教大科學教育學
士三年級學生陳愷茵，則是今個學年「校長嘉許計
劃」社會服務範疇嘉許狀的得主。出身基層家庭的
她表示，因不想課外活動的花費加重家庭經濟負
擔，故選擇多參與義務工作，在幫助他人的同時，
亦可接觸到許多課本以外的知識去裝備自己，包括
不同語言、照顧長者技巧、書法及扭氣球等擴闊視
野。疫情下基層兒童的學習和精神健康都大受影
響，她為此設計「共讀共玩」的繪本閱讀指南並參
與伴讀服務，希望幫助他們以輕鬆方法學習知識，
同時發揮想像力，啟發多元思考，以及推廣生命和
精神健康教育。
另一名獲創新與科技範疇嘉許狀的教大心理學二

年級生付虹燚來自四川，從小便是「機械迷」的他
介紹說，有見家鄉地震頻繁並造成嚴重傷亡，萌生
發明出地震搜救機器人，其具備全地形通行能力，
能快速抵達災區現場，以紅外線偵測生命跡象，並
具有氣體檢測功能，可用作監測氣體洩漏情況，協
助救災安全，該監察儀更已獲國家知識產權局頒發
專利。
他又表示，希望未來可利用AI（人工智能）技

術，設計可應用於心理學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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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愷茵 ◆付虹燚

▶周音孜指出，教材特別加入
中華文化元素，讓學生邊學習
生活知識，並了解中國詩詞，
與國民教育的策略不謀而合。

教材截圖

▲周音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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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取消強積金對沖安
排將於2025年5月1日生
效，特區政府正重新檢視
是否有需要設立「專項儲
蓄戶口」強制僱主供款。
對於部分市民擔心若不設
立該「專項儲蓄戶口」，
僱主未必有足夠資金支付
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特
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表示，是否設立戶
口現時未有定案，市民暫無須過於擔心；而僱主有其法
律責任，相信大多數僱主都會如數支付，即使公司全面
結業而未能承擔相關費用，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亦能「兜
底」。
孫玉菡昨日向傳媒表示，對於是否推行僱主「專項儲

蓄戶口」，政府現時未有定案，已委聘顧問進行檢視，
惟應實事求是，顧問檢視的範疇包括推行僱主專項戶口
的行政費，初步看來費用不少，期待今年下半年可向社
會詳細交代。「始終牽涉超過30萬名僱主，若強制其
儲蓄，『一出一入』都要管制的話，固然有一定行政
費。」他指出，政府亦要審視在加息環境下有關做法的
效益，保障僱員之餘，亦需令營商環境穩定。
他呼籲市民無須過於擔心，相信大多數僱主都會履行

支付責任，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生效後，僱主若不按法
例要求支付遣散費等即屬違法，勞工處可提出檢控。即
使公司無資金支付，亦有破欠基金「兜底」，破欠基金
現有約68億元盈餘，他指足夠應付需要，「若將來破
欠基金支出增加，亦可透過增加商業登記費相關項目補
足需要（目前商業登記費為每間公司每年150元）。」
他強調，不論「專項儲蓄戶口」或破欠基金均不涉及公
帑，亦不同意政府向商界讓步的說法。

灣區城市安老發展 為港提供機遇
另外，孫玉菡提到，早前訪問北京時曾獲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會見，並向夏寶龍主任匯報考察廣東省安老及殘
疾設施的視察體會。他認為，大灣區內地城市在安老方
面的發展可為香港提供機遇，目前香港最大挑戰在於土
地及人手不足，而大灣區內地城市可為港人在安老養老
方面提供多一個選擇。
至於輸入外勞方面，他指，一定會以本地工人就業優

先，惟香港現時勞動力不足，政府正檢視建造及運輸業
的人力需求，不排除向相關業界輸入勞工，但事先會諮
詢勞顧會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消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昨日赴
美國底特律，出席第十一屆「亞太經合組織」（APEC）運輸部長
級會議。會議於美國時間5月15日至17日舉行，21個APEC經濟
體成員運輸部長和高層官員將討論亞太區運輸系統在後疫情時代如
何透過強化亞太區的供應鏈以推動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機會，以及
如何通過應用低排放和零排放的運輸技術以應對氣候變化等。
林世雄預定於美國時間16日在一個討論供應鏈韌性的環節發

言，分享香港如何憑藉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世界級的優良基建，
以及與其他經濟體的密切溝通等。在美國期間，他還會與APEC經
濟體其他與會代表會談，就加強運輸領域的合作事宜交換意見。林
世雄預定於周五（19日）返港。
美國是今年APEC非正式領袖峰會的東道主，會議將於11月中旬

在三藩市舉行。

林世雄赴美APEC運輸部長級會議

◆孫玉菡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香港鏡報月刊
主辦的「第十屆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獎」暨「第
二屆閩港澳青少年社會責任推廣大使」頒獎典
禮昨日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大會邀請到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以及兩岸四地著名企業
家、專家、學者等出席。梁振英在致辭時表
示，近年見證了各行各業對社會責任，從討論
到實踐，從參與到創新，社會責任已經廣泛湧
入香港大小企業的發展策略和精神，向世人展
示中國人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成為中國
式現代化重要的力量。
梁振英說，這可喜的發展得益於有責任，有
前瞻的媒體，積極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普及和
發展，將社會責任融入青少年教育，充分調動
兩岸四地的社會力量，共同謀劃對中華文明的
傳承，對國家和社會的擔當，以及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行動。
福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添貴表示，這次評
選活動把新時代的社會責任與傳承弘揚中華文
化相結合，就是為了幫助廣大青少年讀懂中華
民族，讀懂中華文明，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啟
迪智慧，為更好的踐行社會責任，提供思想源
泉和行動力量，希望廣大青少年和各級各類學
校不負重託，腳踏實地，以奮鬥的姿態彰顯新
時代青少年的擔當作為，用扎實的行動為未來
培養更多優秀人才。

促進閩港澳青少年文教交流
鏡報董事長許智銘致辭時表示，一直以來鏡

報非常重視青少年的教育和發展，連續兩年舉
辦「閩港澳青少年社會責任推廣大使」的評選
活動，旨在推動建立「政、企、校、媒」共履
社會責任的合作機制，促進閩港澳青少年的文
化教育交流，助力三地青少年樹立正確的國家
觀念和身份認同感。

鏡報執行社長徐新英表示，企業社會責任
（ESG）概念在國際上已成為衡量企業成功及
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準，許多企業家在創造財
富的同時把為社會謀福祉看作應有的責任，當
作美德和義務。她說，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需
要踐行，也是學校和青少年長期的教育目標。
在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環境下，很高
興看到更多跨地域的青少年拉起手，連起心，
參與社會責任的推廣傳承。

梁振英：社責已湧入企業發展策略

◆「第十屆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獎」暨「第二屆閩港澳青少年社會責任推廣大使」頒獎典禮於昨日舉
行。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日前在會所舉行「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
會」學習座談會，該會負責人聯同超過20個團
體會員代表及青年代表近50人參加。希望通過
座談會，全面及深入地宣講國家主席習近平
對僑界的高度重視和關心愛護。座談會交流氣
氛熱烈，參加者從多角度分享聯誼大會所倡議
的精神與內涵，以及自身的領會和感受。
本月8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
了第十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代表。中
國僑聯常委、港僑聯會會長黃楚基表示，他對
中央領導人與世界各地僑界代表高規格見面感
到很鼓舞和振奮。
他說，聯誼大會是在全球疫情影響逐漸消退
後，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僑界盛事，更是全
球華僑華人主要社團及負責人聯誼交流的重要
平台。大會明確解釋了海外僑胞在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使命、任務，及強調加強社團聯誼
和推動中外文明互鑑的經驗。
中國僑聯副主席、港僑聯會首席主席余國春
表示，習近平主席高規格會見世界華僑華人社
團負責人，體現了中央對僑務工作的高度重
視，以及對華僑華人的愛護、關心。香港僑界
要持續做好僑務工作，積極投身國家改革開放
和現代化建設事業。

加強各界聯繫 開展促統活動
中國僑聯副主席、該會主席盧文端表示，他

的體會是要加強僑界社團與香港不同界別社團
的聯繫，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同時，僑
界社團要密切聯繫統促組織，支持海外僑胞開
展反「獨」促統活動。
中國僑聯常委、該會主席沈家燊表示，僑界
會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擁護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堅定不移
地捍衛「愛國者治港」，確保「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
該會副會長、香港華僑華人總會會長陳昆表

示，香港僑界人士需要更努力地做好僑務工
作，照顧好更多的老僑，團結凝聚更多的新
僑，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該會副會長姚珩建議香港僑界加強與內地和

海外僑社的互訪，努力以交流促合作、以聯動
促發展，積極實踐聯誼大會的倡議。
該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李晧君表示，僑青要

加強與全球優秀僑青聯手壯大隊伍，吸納更多
青年人才，團結一致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港僑聯會：積極投身現代化建設事業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日前舉行「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學習座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