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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兩地締結姊妹學校情況
學校
類別

中學

小學

特殊學校

總數
註：部分學校與超過一所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

資料來源：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已締結姊妹學校的
本港公帑資助學校

428所

463所

59所

950所

姊妹學校
對數

1,478

1,492

126

3,096

特區政府教育局近日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
交文件，介紹姊妹學校計劃的最新發展。截至

今年9月，共有950所本地公帑資助學校與內地學校
結為3,096對姊妹學校；與2022年約780所學校締結
2,100對姊妹學校比較，分別大幅增加兩成二及四成
七。依學校類別計，香港中學及小學分別締結近
1,500對姊妹學校，而特殊學校則締結了126對。

粵港佔最多 約1540對
文件表示，目前姊妹學校已遍布內地不同省市，
例如廣東、北京、浙江、上海、四川、江蘇、山
東、福建等。當中以粵港姊妹學校最多，現時約有
1,540對。而有締結廣東省外內地姊妹學校的香港學
校則有約610所，佔整體超過六成。
教育局表示，姊妹學校間普遍已建立良好的夥伴
關係並保持緊密聯繫，舉辦交流活動的情況亦理
想，交流形式和內容漸趨多樣化，例如學生除了參
與課堂活動、相互探訪以外，亦會一同進行專題研
習、文化體藝活動，及一同組隊參與唱歌和朗誦比

賽等。教師之間則會進行「一課兩講」、「同題異
構」等教研活動。
疫情以來，有很多姊妹學校均利用科技開展「雲

交流」，持續促進兩地學校互動與合作，讓學生一
同參與遙距課堂、實時校園導賞、線上讀書會、線
上辯論比賽和聯校網上論壇等形形式式的活動。

交流助師生增國民身份認同
教育局引述學校問卷結果表示，港校均認同和歡

迎姊妹學校計劃的支援措施及為師生帶來的裨益，
認為相關交流有助與內地學校建立聯繫、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培養學生的語言表達及溝通能力、加深

師生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以及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等。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該校至今共與14所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
校，包括於今年6月及7月與內蒙古及新疆的學校結
對，「我們近日已開始準備，包括找祖籍是新疆的
同學，先於早會向其他同學簡介自己的家鄉，預計
今學年會組團帶隊到新疆考察，看看當地風貌。」
在內蒙古方面，該校早前已安排教師團先行考察，
並計劃來年安排學生前往。
黃晶榕認為，通過與內地不同地區的學校交流，

可加深學生對於國情的了解和關心，兩地師生亦有

機會從中建立聯繫和友誼。
另一方面，內地學生透過計劃與港校交流，過程

間亦會加深對香港教育的認識，有助推動他們考慮
日後來港升學，「其實這亦配合香港近年積極『搶
人才』，希望發展成為國際教育樞紐的方向，姊妹
學校間的交流，正可向內地年輕一代說好香港教育
故事。」
教育局目前為每校提供約16.5萬元的姊妹學校計
劃津貼，黃晶榕認為，由於該校締結的姊妹校數目
較多，部分學校距離亦較遠，開支較多。
他建議當局可考慮未來按締結姊妹學校數量，訂
定不同津貼額，讓資源得以更有效運用。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自2004年起開展姊妹

學校計劃，為香港與內地學校提供專業交流

及合作平台，增進兩地師生的了解。據教育

局最新文件顯示，截至今年9月，共有950

所本地公帑資助學校與內地學校結為3,096

對姊妹學校。有中學校長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指，該校至今共與14所內地學校締結

為姊妹學校，包括來自內蒙古及新疆的學

校。他形容，姊妹學校交流不但有助本港學

生認識不同內地城市的文化特色，加深他們

對國情的了解，亦有助內地學生了解香港教

育的優勢所在，有利本港打造教育和人才高

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回應「科教興
國」的國家戰略，並讓香港學生從小加強愛國主
義教育，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於去年施政報告中
宣布將開設小學的科學科及人文科，並於2025/26
學年起推行，各學校亦可選擇於今年9月起試行新
課程，為提升教學效能作好準備。特區政府教育
局昨日進一步交代兩科的開設進展，表示至今已
有超過7,300人次參與科學科的教師培訓，本學年
約160所小學報名參與科學科的學習網絡，開展專
業交流活動，人文科亦有40所小學參加學習圈支
援。教育局預計將於2025年第一季完成兩科的小
一和小四級教科書評審，以及發布兩科的課程指
引，包括評估原則和具體示例，協助學校更好落
實課程。
特區政府教育局昨日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提交文件，介紹開設小學科學科及人文科的進

展。兩科均是建基於現有的小學常識科，科學科
的課程框架進一步系統劃分為生命與環境，物
質、能量和變化，地球與太空，科學、科技、工
程與社會4個範疇共15個主題，以普及化、趣味
化、多元化方式推動科學教育，回應香港建設國
際創科中心及「科教興國」的人才培育需要。
人文科課程框架亦已於今年3月公布，以有系統

地從小培養學生國家觀念、民族感情和國民身份
認同，落實愛國主義教育。
在科學科方面，教育局表示，正為學校和教師提
供一系列支援措施，包括向每校發放35萬元津貼以
購置教學資源提升設備。而教師專業培訓更是重要
一環，局方指截至今年8月已舉辦了69場培訓，超
過7,300教師人次參與，反應十分正面。
同時，局方亦會組織在科學教育方面表現出色

的「領航學校」，舉辦經驗分享、示範課、工作

坊等學習網絡活動，加強小學科學教師的專業交
流，2024/25學年約有160所小學報名參與。教育
局亦已於網頁上載12套科學探究活動學與教資
源、《小學科學科安全手冊》等材料，支援學校
試教新課程。

擬提供9700個人文科培訓額
在人文科方面，教育局表示，其中絕大部分內

容按常識科的課題作重整，並增潤了中華文化、
國史及國家地理等元素，以加強學生愛國情懷及
對國家的認識，以在人文教育、國民及國家安全
教育等範疇為小學生建立基礎，銜接初中及高中
的學習。局方已開展小學人文科學習圈，以加強
小學人文科教師的專業交流，拓寬教師的專業視
野，推廣良好示例，至今已有40所小學參加，並
計劃在 2024/25 學年提供約 9,700 個教師培訓名

額。
教育局又提到，已與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大學

和香港中文大學 3所師資培訓大學溝通，將於
2025/26學年起開辦有關小學科學科和人文科的師
資培訓課程。而新課程用於升中的「呈分試」則
會於2026/27學年小五下學期開始落實，相關比重
正進行檢視，預期於年內公布。

教育局：逾7300人次參與小學科學科教師培訓

●教育局最新文件顯示，截至今年9月，共有950所本地公帑資助學校與內地學校結為3,096對姊妹學
校。圖為本港小學生赴深圳的姊妹學校，參觀學生課程作品展。 資料圖片

●圖為港校學生到北京與姊妹學校學生交流。
資料圖片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上周到訪上水一間小學，了
解學生分享學習人文科的得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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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豐富的文旅產品，激發國慶黃金

周內地旅遊消費熱情，假期首日內地跨

區域人員流動量超過3.3億人次；入境處

數據顯示，黃金周首日，國慶煙花匯演

等吸引逾22萬內地旅客赴港，成為疫情

以來單日新高。此次國慶黃金周，內地

各省市根據地方特色、文化底蘊，競相

開發豐富多彩文旅產品吸客，成功引發

旅遊消費熱潮，這啟示香港，將中西薈

萃的香港特色資源發掘、包裝，打造文

旅產品大有可為，業界期待新一份施政

報告，能就政府引領搭台、打造中西文

化薈萃特色的香港文旅產品作出部署規

劃。

內地旅遊消費熱情在今年國慶黃金周

假期集中爆發，網絡平台數據顯示，國

慶 首 日 深 圳 景 區 門 票 訂 單 同 比 增 長

88%，其中國慶開業的小梅沙海洋世界

首日便吸引逾1.5萬名遊客。本港國慶煙

花匯演及各區精彩文化活動，亦在國慶

假期首日吸引超過22萬人次內地旅客；

旅遊業議會指，黃金周首兩日已有接近

500 個內地團訪港，總人數超過 1.7 萬

人，其中接近八成留港一晚或以上，預

計今年國慶黃金周的內地旅行團數目，

按年增長近一成，可望超越2018年黃金

周共有762團的數字。

國慶假期首日內地客來港人數創新高，

顯示政府大辦盛事經濟等推動旅遊的措施

取得成效；但欣喜之餘亦有隱憂，對比內

地各省市國慶黃金周假期推出的豐富多彩

文旅產品，本港文旅產品在推出速度和產

品豐富度上，仍需急起直追。

綜觀內地各省市的文旅產品，大致可分

為四類：一是用先進科技和文藝表演包裝

傳統景區，如河北博物院通過沉浸交互劇

場與PIM虛擬現實體驗空間結合，展示文

物精湛技藝、審美意趣；二是推出非遺文

化表演及傳統文化體驗節目，如哈爾濱上

演非遺項目火壺、打鐵花，西安劇場推出

秦腔節目、實景演出《長恨歌》等；三是

結合動漫遊戲熱拉動旅遊消費，如國產

3A 遊戲《黑神話：悟空》帶領動漫迷到

遊戲取景地山西「打卡」等；四是推出文

旅新景區，如深圳小梅沙海洋世界國慶日

正式試營業，其沙丁魚風暴、人魚表演、

極地飛行影院等精彩節目，令該景區成為

深圳國慶假期最熱景區。

內地各省市推出的文旅產品，大多是對

其地方特色、文化底蘊的深度開掘和科技

包裝，這對本港打造文旅產品有重要啟
發。香港的重要特色是中西文化薈萃，如

香港飲食就既有傳統中華美食，亦有世界

各國的美食，是東方美食中心，將中西美

食文化與旅遊結合，可吸引灣區高端商務

客來港進行商務及旅遊活動；此次國慶煙

花匯演，熊貓主題內容大受歡迎，就是本

港對熊貓資源進行挖掘包裝走出的一小

步。本港可將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結合，

通過政府引領搭台，發掘、包裝香港獨特

資源，打造更多有香港特色的、中西文化

薈萃的文旅平台和產品。

政府引領打造香港特色文旅產品
房委會推出首屆「共築．創業家」計劃，旨在通

過提供免費的商舖租賃機會，幫助青年創業團隊實

現創業夢想。這一舉措彰顯了特區政府對青年發展

工作的高度重視，也為解決商場空置問題、激發商

業活力提供了新思路。青年創業既是個人夢想的實

現，更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計劃主辦

方還可以行多一步，給予青年適切的創業指導，提

供多元的支援，切實提升創業成功率。在政府部門

和公共機構帶頭之下，社會各界應該一起出力幫扶

青年人，尤其是工商界、企業家，應該將愛國愛港

熱情轉化為支持社會經濟發展的行動，一起為支持

青年創業圓夢多作貢獻。

房委會轄下商場截至今年4月底的整體空置率為

3.92%，屬於近年來的高位。面對這種情況，房委

會沒有選擇坐視不管，而是主動作為，通過「共

築·創業家」計劃，邀請青年創業者運用他們的腦

筋和創意，撰寫創業計劃書，勝出者將能免費承租

相關商舖7個月。這不僅為商場帶來了年輕的新氣

象，也為有志青年提供了實現夢想的舞台。

此次入圍的 17 個團隊業務廣泛，涵蓋時裝配

飾、生活日常、體驗、輕食等多個領域，充分顯示

了年輕人的潮流觸覺和創新思維。例如，有團隊擬

設立流浪貓多元化體驗館，讓顧客在享受餐飲和娛

樂的同時，還能與流浪貓互動，提升大眾對流浪貓

的認知；還有團隊計劃打造24小時運作的「無人

藥房」，方便市民尤其是長者隨時獲取所需的藥品

和醫療用品。這些創業項目具有創新性和可行性，

還有顯著的社會效益，有助於提升社區居民的生活

質量。

房委會的這一計劃起到了一舉多得的作用。首

先，它為青年創業者提供了寶貴的創業機會，幫助

他們緩解租金壓力，實現創業夢想；其次，這些充

滿活力和創意的項目，為商場帶來了年輕的新氣

象，有助於提升商場的人氣和商業活力，有助於解

決商場空置問題。

當然，青年創業並非易事，他們相對缺乏經驗，

往往需要在商業運營、市場推廣、融資等方面得到

支持和指導。因此，房委會在推出「共築·創業

家」計劃後，還可以走前一步，協同不同部門和社

會力量，為創業者提供更多的配套支持。例如，可

以邀請經驗豐富的創業導師為青年創業者提供指

導，幫助他們把握市場需求、更好地實現項目的商

業化運營；還可以組織創業培訓、交流活動等，為

青年創業者搭建互相學習、互相支持的平台。

現屆特區政府高度重視青年工作，在開拓青年事

業發展、照顧青年住屋需要、加強青年參與、培育

青年全人發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社會各界也

應該一起出力幫扶青年人。本港工商界、企業家頭

腦靈活、營商經驗豐富，可以發揮自身優勢，為青

年創業者提供資金、技術、市場等方面的支持。例

如，可以通過投資、合作等方式，與青年創業團隊

共同開發具有市場潛力的創業項目，幫助他們積累

經驗、提升能力。

青年創業是社會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源泉之一，

但本港營商成本高，成為窒礙青年創業圓夢的一大

不利因素。「共築·創業家」計劃的推出，為青年

創業者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和平台，有助於激發他們

的創業熱情和創新思維。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相信這一計劃將能夠取得圓滿成功，為香

港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類

似的舉措，為青年創業者提供更多支持和幫助，讓

他們在人生路上走得更遠、更穩。

政府各界齊出力 撐青年創業築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