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
20242024年年88月月2828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4年8月28日（星期三）

2024年8月28日（星期三）

A6 ◆責任編輯：勞詠華

廣傳防電騙資訊
助內地新生融港

浸大提供多方面支援 安排朋輩導師教粵語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事務處內地生關顧服務組輔導事

務經理黃青青，及曾任浸大內地香港青年聯合會內務

副主席的計算機科學系二年級生劉濟滄日前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提醒內地新生來港升學，於語言、教學

模式、建立社交圈子等方面都要有所適應，近年更有

不少電騙危機，需要新生格外留神。惟他們同時強

調，服務組和一眾師兄師姐均會為學生提供多方面支

援，包括一對一生活和成長指導、親善家庭計劃、朋

輩導師計劃，並會舉辦各類探索香港的文化活動，幫

助內地新生了解和適應香港生活，最終融入香港社

群。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編者按】香港致力建構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新

學年起本港八所資助大學非本地本科生上限倍增至

40%，當中內地新生數亦顯著增加。隨着暑假即將完

結，各大學的非本地生正陸續抵港參與迎新；如何做

好校園生活的關顧及支援措施，除了是社會關注焦

點，更是打造「留學香港」亮麗品牌以及香港作為吸

納青年人才高地的關鍵配套。香港文匯報今日起推出

系列報道，邀請多所大學的學生事務代表及內地生師

兄師姐現身說法，講述於學習模式、時間管理、語言

文化以至親善家庭計劃等方面的支援，並從過來人角

度分享適應在港求學及生活的經驗和看法，帶領來自

不同地方初來甫到的大學新鮮人認識港情，掌握在港

的學習和發展機遇。

三之一：浸大

港教育前景佳 有利「走出去」深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香港特區
政府正就新一份施政報告展開公眾諮詢。
香港教聯會昨日就此發表建議書，就九大
範疇提出共58項建議，包括進一步發展香
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支持香港自資院校
招收更多內地學生，並提供獎學金及補
助；同時在推動STEAM（科學、科技、工
程、藝術、數學）教育方面，大力推展航
天科普教育，以對接國家「科教興國」和
建設教育及科技強國戰略。

就九範疇提58項建議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副會長朱國強昨日
舉行記者會，就施政報告諮詢提出建議，
涵蓋深化愛國主義教育、維護教師專業、
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推動
STEAM教育、推動職業專才教育、應對學
齡人口下跌、激活人口與家庭友善、正向
教育與精神健康，以及提升中小學設施九
大範疇（見表），希望從大局和長遠需要
謀劃香港的教育發展。
黃錦良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建設
教育強國，龍頭是高等教育」，認為香港
應善用高等教育的優勢，進一步發展成為

國際教育樞紐，為「科教興國」戰略和國
家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以及增強國家教
育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為此，他建議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商
討，逐步提升自資專上院校內地學生收生限
額，以鼓勵更多內地生來港升學，並推動兩
地學生的交流，同時鼓勵商界設立更多面向
非本地生的獎學金和財政補助，尤其是人工
智能、大數據和生物科技等新興領域，以吸
引更多海內外人才匯聚香港。
在推動STEAM教育方面，朱國強指，國
家航天科技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香港亦有
參與其中並作出重要貢獻，認為現在是大力
推動航天科普教育的最佳時機，可讓學生
加深國家認同和自豪感，並提升對科學知
識的理解和興趣。他建議特區政府應增加
資源，鼓勵學校申請專項資金開展航天科
普教育，並提供特別經費支持民間團體籌
建航天科普教育場館和基地，為市民和學生
提供更多航天科普教育場所。另外，亦可設
置航天科普教育獎項，對積極開展航天科普
教育的團體、學校、教師，以及積極學習相
關知識的學生作表彰和鼓勵，引導教育界形
成主動開展航天科普教育的氛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尚
有不足一星期就開學，特區政府教育
局副秘書長蘇婉儀昨日在教育局專欄
《局中人語》撰文，呼籲學校在新學年
繼續以學生的精神健康為首要考慮，以
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為重點，建構健康
幸福的校園。局方新學年會持續推行一
系列措施，包括新推出的《4Rs精神健
康約章》，參與學校須落實各項推廣精
神健康的措施和活動；她又鼓勵學校善
用「校園．好精神一筆過津貼」和「家
長學生．好精神一筆過津貼」；局方亦
與賽馬會擁抱生命系列2.0計劃的機構
合作，為學生提供輔導服務、舉辦教師
或家長工作坊及安排到校支援服務。
《4Rs 精 神 健 康 約 章 》 以 休 息
（Rest）、放鬆（Relaxation）、人際關
係 （Relationship） 和 抗 逆 力 （Resil-
ience）四個要素為主軸。蘇婉儀指，學
校應協助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有
足夠休息和休閒活動；教導學生適時放
鬆，關顧精神健康及自我關懷；在人際
關係中，則要加強同儕、師生，以及家
長與子女之間的關係，提升聯繫感，並
教導學生願意承擔責任並作出貢獻。最
後是裝備學生適應生活中的壓力和挫
折，以正面的態度處理情緒、克服困
難。
為配合《約章》的宣傳工作，局方於
新學年會為參與學校送上「4Rs 不倒
翁」，配合「唞一唞、鬆一鬆，擁抱4Rs
不倒翁」的口號，讓學生在校園抱抱或
拍拍「不倒翁」，營造輕鬆氣氛。此
外，教育局已更新「新學年．好精神」
專頁，以「4Rs」為主題，當中提出具體
建議，又整合不同的社區及教育局資
源，包括協助學生保持身心健康的「4Rs
自我照顧路線圖」和「4Rs藝術活動建
議」，又有「4Rs開學家長錦囊」，全方
位幫助學生適應新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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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推航天科普教育 教聯會：對接國家「科教興國」
教聯會對施政報告九大範疇建議（部分）
1.深化愛國主義教育：
◆通過不同方式宣傳中華傳統文化，激發學生國家認同感
◆增加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2.維護教師專業：
◆加大力度推動內地考察團及培訓課程◆鼓勵準教師到內地實習

3.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
◆鼓勵與內地高校探索開展相互承認特定課程學分、實施更靈活
的交換生安排

◆加強與國際知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合作，建立聯合學位課程和
研究項目

4.推動STEAM教育：
◆推動幼兒創科學習 ◆強化教師STEAM培訓

5.推動職業專才教育：
◆加強高中應用學習科目認受性
◆推動與內地互認高等學校專科/副學位資歷

6.應對學齡人口下跌：
◆適度放寬編班的計算機制 ◆容許學校開班收插班生

7.激活人口，家庭友善：
◆支援高才通子女的教育
◆調整幼教師生比例，由目前1：11改為1：10（不包括副校長
及主任）

8.正向教育，精神健康：
◆繼續推展三層應急機制，持續加強醫、教、社跨界別合作，及
時支援有需要學生

◆加強「守門人」培訓

9.提升中小學設施：
◆鼓勵「火柴盒校舍」與鄉村學校合併
◆為校齡逾30年的學校設專項津貼提升校舍設施

資料來源：教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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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香港致力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作為
非本地生的一分子，劉濟滄認為香港的教育水平和發展前景俱佳，也為內
地生「走出去」留學深造等帶來更多可能，因此認為「留學香港」對內地
生而言是相當具吸引力的選擇。
「香港本身是個很國際化的大都市，大學的教育水平還有發展前景都非
常好，以後無論是回內地、留在香港，還是出國留學，都可以有更多選
擇。」劉濟滄表示，自己未來有意朝人工智能領域發展，他留意到，本港
近年致力發展人工智能產業，同時大學在相關軟硬件的支持亦相當充足，
形容本身已有不少優勢，「加上這邊是英語教學，若未來想要到海外深
造，這裏也可以很好地裝備自己，也較內地升學更容易往海外進修。」
談及香港應如何進一步增加「留學香港」的吸引力，劉濟滄認為非本地

生往往最關心開銷及住宿問題。他分享自己在新學年成功申請到大學宿
位，將與本地生配對成為宿舍室友，「我個人的住宿問題是不大的，但身
邊的確有不少同學說找房子好難、好貴。」他留意到浸大一直在努力解決
非本地生的住宿問題，包括新建賽馬會創意校園可提供更多宿位，「但未
來是否可以考慮一些措施，為外面租房的學生，提供一定的住房補貼
呢？」
至於開銷部分，劉濟滄認為，除了繼續增加獎學金等途徑之外，針對內
地生方面亦可考慮提供部分交通補貼，例如內地生每逢節日探親，「內地
大學生買高鐵票會有優惠，但是在本港讀大學的內地生則不包括在內」，
期望日後會有更多相關措施，便利和吸引更多非本地生來港升學。

「對我來說，主要的困難點有兩個，
第一個是語言問題，包括日常交

流用的粵語，還有就是上課的英文。」
劉濟滄來自廣東佛山，對講粵語尚且有
些膽怯，若是從北方到來的新生，肯定會
感到更不適應。「我的建議是不要焦慮和
慌張，遇上問題多找學長學姐溝通交流，
還有香港的網絡非常發達，不妨多利用
這些工具提升自我學習能力，努力克服
困難。」
他舉例自己報讀了大學開辦的廣東話
班，又會預先查看教授放出來的課堂筆記
或簡報，提前翻譯一下看不懂的英文單
字，減少因語言帶來的學習障礙。

內地生主動「上莊」結交新朋友
劉濟滄遇上的另一項挑戰在於交友，
「香港跟內地的大學有一個區別，內地還
是會有班級概念，只要待在一個班裏，久
而久之你總會認識和交上朋友。香港就不
一樣，如果你不主動，就很難保證能認識
很多人。」因此他主動「上莊」結識朋
友，更會策劃如感恩節高桌晚宴、歌手大
賽等活動，助本地生和非本地生通過各類

活動增進友誼。
「另外，問題最多的就是新生剛入學的

時候，例如辦證件、電話卡、銀行卡等，
還要熟悉學校、選科之類。」劉濟滄分享
指，他們都有組織學長學姐，協助解答這
些問題，過往更曾幫忙開解壓力較大的新
生。

鼓勵多用廣東話 提供心靈上支持
黃青青亦分享指，服務組會提供一系
列實用資訊和支援，從相關資訊海報、
電郵，到迎新活動、文化適應講座、大
學生活工作坊，以及一對一的生活和成
長指導等，一應俱全。「例如我們有朋
輩導師計劃，請語文中心培訓本地學生
擔任導師，教內地生廣東話，再組織他
們外出活動，鼓勵他們在過程中多用廣
東話。」
另外，亦有組織中西區文物徑導賞、
精神健康急救班、藝術治療等個人發展
工作坊，及設有親善家庭計劃，為非本
地生配對本地家庭，參與大澳遊、到屏
山食傳統盆菜、叮叮車遊覽等活動。
隨着新學年非本地生人數增加，黃青

青指，以上服務數量和名額都會增加，例
如目前約有50多個親善家庭，新學年期望
增加約五成，除了大學教職員參與外，亦
會尋求合作團體和教會參與，「期望每一
個申請了計劃的同學，都能配對到一個家
庭關顧，提供心靈上支持。」
黃青青特別提到，服務組有很多與學生

一對一接觸的機會，包括面對面及微信溝
通。「我們的統計顯示，內地生常遇困難
包括學業、文化適應、校園生活，及近年
的電騙危機。」她指近月有內地生接聽到
假冒內地公安的電話，幾乎信以為真，
「我們的同事有一日在朋友圈上傳了一些
防騙知識，翌日就收到同學查詢，幸好看
到了訊息才察覺有異，可以說我們幫忙制
止一宗可能涉及幾十萬元，甚至更多的騙
案。」她認為正是有賴微信這類途徑，才
讓同事更及時和直接地幫助學生。
她建議新生保持開放的心態，多嘗試和

參與感興趣的活動，有需要時要敢於求
助。「在陌生環境難免會遇到挑戰，希望
同學可以保持積極的學習態度，在大學可
認識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希望你們
都能成為這裏的一分子。」

◆教聯會對
施政報告提
出九大範疇
共 58 項 建
議。左起：
教聯會主席
黃錦良、教
聯會副會長
朱國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金文博攝

◀感恩節高桌晚宴上，劉濟滄（被抬起者）與全體負
責策劃的學生代表合照。 受訪者供圖

▲服務組會舉辦行山活動，鼓勵內地生探索香港。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