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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萬冊《小精英．祖國情》免費派幼園生
年底派送 至今接300校申請 蔡若蓮鼓勵校方辦更多活動

昨日的發布會同時邀請了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民
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善德基金會主席

董吳玲玲，以及來自全港幼稚園的400位校長、老
師和18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代表參與。

鄧炳強讚圖書助建正確價值觀
鄧炳強致辭時讚揚《小精英》系列圖書內容豐富
生動，可引導小朋友建立正確價值觀。他強調小朋
友是社會未來的希望，處於價值觀形成的啟蒙時
期，社會各界都應關心和協助孩童培養正向思維和
愛國情懷。

要做好這份工作，鄧炳強強調需要有3P，分別是
好夥伴（Partner）、好平台（Platform）及好計劃
（Program），讓愛國之情在孩子幼小心靈生根發
芽、茁壯成長，建立國民身份認同，為香港培育更
多「一國兩制」的貢獻者和接班人，長大後為祖國
發展作出貢獻。
《小精英》系列圖書自2021年推出後，深受幼
兒、家長和學校歡迎，至今已向全港幼稚園免費派
送超過5萬套。最新一冊《小精英．祖國情》融入
了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元素，內含桌遊和圖
書，介紹20個主要內地省市的地標、美食和事件。
每個省市都備有二維碼，家長可以從中獲取更多與
該省市相關的資料，以便向子女講解和分享。
此外，圖書的扉頁設有「親子填色及設計比

賽」，增加親子活動的趣味性。
教材獲得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香港警務處、香

港教育大學及紫荊雜誌擔任支持機構。
董吳玲玲希望，通過趣味遊戲讓幼兒、家長和老

師更深入了解國家的山河、文化和美食，培育中華

文化基因。她特別介紹，最新的教材也加入了防騙
知識，教導孩童自我保護，培養安全感和責任感，
啟發他們辨別是非的智慧。

香港善德基金會推出第四冊《小精英．祖

國情》幼兒教材，並將印製1.5萬冊，在今

年11月至12月免費派送給全港幼稚園的K3

學生，至今已接獲近300間幼稚園的申請。

在昨日舉行的發布會上，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致辭時表示，局方一向重視培養小朋友對中

華文化的認識，今年更提供幼稚園一筆過優

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鼓勵學校舉辦

更多中華文化活動，培育傳統美德和民族自

豪感，培養更多心繫祖國、德才兼備的新一

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楠

「三教」意念製獅頭 中六生傳承非遺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一個獅簍，百
條竹篾，千個紙結，縱橫交錯，再加上繪畫
工藝，造就了風格千變萬化的獅頭紮作，它
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文化傳承的象
徵。由今日起至10月13日舉辦的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獅頭紮作展覽，匯聚了6位香港跨代、
來自老字號的紮作師傅，分別創作了6個紮作
風格各異的獅頭，其中有份參與創作「三教
獅頭」的師傅，原來是個只有17歲的中六學
生，其作品繪畫了儒教、釋教和道教的代表
人物，選用了熒光色系，以新派手法展現傳統文化，令人耳目一新。
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紮作業尤為蓬勃鼎盛，不過，隨着時

代變遷，慢工出細活的獅頭紮作技藝瀕臨失傳，而伍彥維小師傅師承
「天寶樓」創辦人夏中建，是次展出的「三教獅頭」，作品構思是考慮到
在中國，儒教、釋教和道教都相當蓬勃，三教代表人物的雕像受到尊
奉，於是他們決定以新派風格設計了這頭佛裝獅。獅臉以藍色為底
色，畫有孔子、老子、釋迦牟尼等三教代表人物。早在「紮」和「撲」兩
個工序，師傅要盡量減少獅頭表面的凹凸位，以配合後期寫畫的需

要，並要精確描摹這些人物的神韻。

小時愛紮燈籠 促成拜師佳話
伍彥維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有

修讀視藝、設計等課程，對藝術有濃厚興趣，
中三起已跟隨夏中建學習紮作，至今已3年，
當中緣起亦十分有趣，「小時候自己想紮燈
籠，但紮得不好，爸爸去買竹篾時，提到我十
分喜歡紮作工藝，想請教師傅如何做好紮
作。」結果促成了這段師徒傳承的佳話。
每逢周六，伍彥維都會到夏中建的工場學

習紮作，「由最基本的技巧教起，師父很
好，是免費教授的，所以我要格外用心學習。」他直言要獨當一面仍
然要多下苦功，「師父說有機會會保送我到佛山學習，他有朋友在當
地，可以大量進行紮作，提升技術。」
獅頭紮作展覽由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主辦，主題展品是「開國大典獅

頭」，其他展品亦包括劉備、關公及張飛獅頭、鶴裝虎斑獅頭等。現場設
有拍照區、獅頭創作工作坊、猜猜看有獎問答遊戲，活動免費入場。開
放時間由上午9時至下午9時，於金鐘太古廣場L1層Park Court。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 鈺 ） 為 承 接
2022年首輯《少年中
國說》音樂錄像播出
後廣獲好評，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為迎接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
周年，邀請了76所中
小學，超過 400 名學
生參與新版本《少年
中國說 2024》 音樂錄像製作
（MV），以全新編曲，透過多種
藝術形式體現「少年強則國強」
的精神，同心祝福祖國。教育局
昨日向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介紹
有關音樂錄像，並鼓勵師生及家
長欣賞和唱誦，同賀國慶。
《少年中國說》是清朝末年梁
啟超撰寫的一篇文章，激勵當時
的青年為國家奮鬥，迎來進步。

內地唱作人許嵩及填詞人二水節
選了文中部分內容，以激昂的旋
律及生動活潑的節奏，創作了同
名歌曲。至於《少年中國說
2024》是全新製作版本，學生透
過朗誦、粵劇、舞龍、獨唱、合
唱、水墨畫、中華民族舞蹈、流
行音樂、管樂及中樂合奏演出，
展現出香港青少年多才多藝、充
滿活力的精神面貌。

●年僅17歲伍彥維（右）為是次國慶展覽製作了
「三教獅頭」，左為其師父夏中建。 受訪者供圖

《少年中國說》新MV 勉學生唱誦展才藝

●教肓局製作《少年中國說2024》音樂錄像。
錄像截圖

●香港善德
基金會昨日
舉行慶祝國
慶 75 周年
《小精英．
祖國情》桌
遊及圖書發
布會，賓主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