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得開心學校」之一
的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
音中學，一直致力於推動

環保教育，並通過多項創新活動來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和實
踐能力。學校上年參與港燈舉辦的「綠色能源夢成真2023/
24」以「太陽能驅動+」項目獲得季軍。
「太陽能驅動+」計劃是一項結合科技與環保的創新項目，

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設計並製作了小型自動開合的太陽能
板，然後利用這些太陽能板為電動車充電。這些裝置不僅能
夠展示太陽能的應用，還能讓學生親身體驗可再生能源的實
際運用。學生透過學習太陽能的基本原理，分組進行開合的
太陽能板的設計和製作。製作期間更需要考慮安裝在電動車
的可行性及安全考慮、材料選擇以及太陽能板的安裝位置，
以確保能量輸出及替電動車充電的續航能力。
透過預先安裝在車上的自動摺疊太陽能板，當車輛在戶外

泊車時，只要啟動裝置，太陽能板便會自動展開，增加覆蓋
在車頂的面積，便能替移動電池充電。
另外，由於太陽能板增加在車頂覆蓋的面積，同時能有效

降低車身的溫度，即使不啟動裝置時，也能局部在車頂上為
車輛隔熱。
「太陽能驅動+」的項目研究不但能夠結合可再生能源理論

與實踐，讓學生在動手操作中理解環保科技的重要性，也能
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和團隊合作精神。提高學生對可再生能源
的認識，並培養他們的創新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另一項充滿意義的環保活動是校園綠化計劃。計劃不僅通
過種植各類植物來美化校園環境，更希望讓學生親身體驗到
植物對環境的益處。學生積極參與到校園的綠化工作中，從
選擇適合的植物，到親手種植和日常護理。學校定期舉辦植
物知識講座，讓學生了解不同植物的特性及其對環境的影
響。
校園綠化不僅能改善學習環境，還能讓學生深刻體會到環
保的重要性。通過計劃，學生學會了如何照顧植物，並理解
植物在生態系統中的重要角色，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並讓
他們學會如何通過實際行動來保護環境。令人欣喜的是，學
生對校園綠化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他們不僅積極參與，還
自發組織了多次綠化活動，讓校園變得更加生機勃勃。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通過多項創新和實踐性的環
保活動，不僅提高了學生的環保意識，還培養了他們的實踐
能力和創新思維。未來，學校將繼續致力於推動環保教育，
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和實踐的機會。
●港燈「綠得開心計劃」，致力透過多元化活動，協助年

輕一代及公眾人士培養良好的用電習慣、多認
識可再生能源和實踐低碳生活，目前已有超過
720間全港中小學校加入「綠得開心學校」網
絡。有關詳情，歡迎致電3143 3727或登入
www.hkelectric.com/happygreen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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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開心@校園綠

一般來說，直徑小於五毫米的塑膠顆粒，就被稱
為「微塑膠」；直徑小於一千納米的，更被分

類為「納米塑膠」。
近年在腦部、胎盤等等人體組織中亦發現了微塑

膠，令不少人擔憂這種人造物料進入體內對我們健
康產生影響。以往的研究揭示了微塑膠如何經由泥
土和水分進入食物鏈，最近又發現，這些微塑膠可
以經由空氣，從樹葉表面的角質層或樹葉的氣孔
（stomata）進入植物。

開放種植含微塑量高
一旦進入植物，微塑膠能夠在植物細胞之間的空
間中遊走，或是積聚在樹葉表面像頭髮一樣幼細的
毛狀體（trichome）中，甚至可以進入植物運輸水
分和養分的系統，再由此到達植物的不同部位。
幸運的是，毛狀體能夠收集微塑膠，所以可以減
緩微塑膠被運到根部的速度；不幸的是，樹葉是植

物各部分中最常被動物進食的部分，因此微塑膠或
會經由草食性動物到達人類的身體。
近日研究指出，植物中微塑膠的濃度跟周邊空氣

相近，年齡較大的以及處於外圍的樹葉含有更多的
微塑膠，反映植物會從空氣吸收微塑膠，暴露在空
氣中愈久，就會吸收愈多的微塑膠。
同時，在開放範圍種植的植物所含有的微塑膠，

比在溫室中的植物多了十至一百倍。相比之下，從
泥土或水吸收微塑膠的效率反而較低。
另外有研究指出，每公升水中要有高達五毫克的

微塑膠，才可以達到和空氣吸收一樣的效果；此
外，通過利用污水實驗發現，哪怕是微塑膠含量高

的污水，植物也不會從其中吸進微塑膠粒子，從泥
土吸收的微塑膠需要經過更多的部位才能夠到達樹
葉，減緩微塑膠的運輸速度。
微塑膠進入人體的路徑能夠影響微塑膠的積累效

率，然而當中亦有許多我們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所食用的植物中，微塑料含量究竟

是多少？相信今次發現能夠幫助評估我們會在日常
吸收多少的微塑膠。當然，我們也需要更深入了解
微塑膠怎樣在腸道內積聚，又如何被運輸到其它重
要的器官。
再者，微塑膠只是一個籠統的名稱，當中其實包

含了各種大小、成分、形狀、密度的塑料，因此要

量化微塑膠對人體的影響，還需要收集更多、更詳
細的數據。

小結

今次分享的研究指出，縱然現在對微塑膠我們還
沒有一致的共識，但從空氣進入食物鏈的這個渠道
無疑不容忽略，甚至我們的身體能直接從空氣吸收
微塑膠也不無可能。在未來我們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這個課題，保障身體健康。

●杜子航教育工作者
早年學習理工科目，一直致力推動科學教育與科普
工作，近年開始關注電腦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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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佩瑾科 教 啟 智A16

植物「無中生塑」可經食物鏈入人體

數揭秘奧

集合語言看似多「坑」提早適應可破解

解題開始時，先
以公式求和，然後
由三個和之比，看

出總和是13的倍數，也就是比各部分之和
的倍數。然後求得三組各自的和，可開始
嘗試各組合。先估算出C組最大數，然後
發現8雖然能在C組得出相應的和，但找
不出相應的其他組，於是嘗試9，就找到
一組相應又可行的組。
難點在於需留意到比的各部分之和，跟

原本各數總和有關係。由於三組都是正整
數，於是各組之和都是整數，求比後13會
是原本總和的因數，這一點較為隱秘；另
外，在總和 裏，知道是13的倍數之

後，要令n+1為13，而n則是12，這也是
容易出錯的點。
此外，找C組的資料，也可能在找到
36=8+7+6+...+1後，即時誤以為8就是答
案，而忽略該情況下找不到對應的A組。
察覺這點之後，才會轉而嘗試最大數為9
的情況，走上正確的路。
在基礎知識上，這題其實門檻很低，只
是首n個數分組，總和公式在高小奧數裏
就已涉及，若多用代數表示，初中階段就
足夠理解及挑戰。
不過，對高中生來說，即使是校隊水平

的學生做，大概也未必覺得很容易。基礎
低是一回事，當中的「坑」真不少，繞過

一個，又陸續有來的感覺，技巧上要求比
較高，要成功解答就需多幾分謹慎。
上邊的題目雖然知識基礎少，但出現在
競賽題裏，題目又用了集合的語言，例如
把原本的n個數稱為集合T，然後A, B及C
稱為T的子集，彼此兩兩不相交，聯集為
T，或者說A, B 及 C是集合T的一個劃
分。
這種集合的語言，對中學生來說就陌生
一點，看起來覺得難，或者以為是很高深
的東西，未開始嘗試就放棄了。其實，
這些談集合的詞語，只要多讀幾本數學
書就能很熟習，有興趣的學生可以早些
了解。
類似題目的用詞多是以集合的語言寫出
來，上邊的題目只是個引子，雖然令學生
明白這些題目背後含義是簡單的，不過要
進一步學習的話，最好就要早些適應集合
語言，不然見識就窄了。

●張志基
簡介：奧校於1995年成立，為香港首間提
供奧數培訓之註冊慈善機構(編號：91/
4924)，每年均舉辦「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
克比賽」，旨在發掘在數學方面有潛質的
學生。學員有機會選拔成為香港代表隊，
獲免費培訓並參加海內外重要大賽。詳情
可瀏覽：www.hkmos.org。

教大教大
漫談漫談

介紹：本欄由教大校長李子建領
銜，教大資深教授輪流執筆，分享
對教育熱點議題、教育趨勢研究，
以及教育政策解讀的觀察與思考。

近年來，以ChatGPT
為代表的生成式大模型
技術在人工智能（AI）
領域掀起了革命性浪

潮。其核心的生成式預訓練（GPT）方
法使AI首次在邏輯推理、知識問答、
文本創作等複雜任務中展現出接近人類
的表現。
然而，這類技術始終面臨一個根本性

矛盾：其訓練和部署所需的龐大算力與
高昂成本，讓大模型成為少數科技巨頭
的「特權工具」，難以真正服務於教
育。

AI「瘦身唔降智」
一方面，傳統大模型能實現個性化學

習路徑規劃、智能作業批改、多語言實
時答疑等革新性應用；另一方面，動輒
百萬級的硬件投入與複雜的運營維護開
支，讓大多數學校無力承擔。

中國科技企業深度求索（DeepSeek）
推出的生成式大模型DeepSeek R1，通
過知識蒸餾與強化學習技術實現了「瘦
身唔降智」的突破，首次令在普通家用
電腦上部署生成式大模型成為可能。這
種「輕量化革命」消解了算力門檻對智
能教育發展的桎梏。

人人可獲取 教學資源更平均
這意味着，無論是直資學校的STEM

實驗室，還是屋邨中小學的電腦教室，
都能無差別地獲取AI能力。教師可透
過本地部署的DeepSeek R1模型，在無
網絡環境下快速生成適配學生水平的教
案與習題；學生則能以極低成本獲得
24小時在線的「AI教學助理」，為其
實時解答學習中遇到的疑難點、提供寫
作建議、出題自測等。

教師從「搬運工」轉型「建築師」
更關鍵的是，DeepSeek R1其開源特
性鼓勵教育機構自主定製學科專用模
型，例如將物理實驗模擬、文言文解
析等垂直能力注入系統，形成易開
發、可複製、可迭代的教育 AI 工具
箱。這種「技術民主化」進程，正在

將AI從教育奢侈品轉化為教育公平的
基礎設施。
在這場變革中，師生角色亦被重構。
作業批改、知識講解等重複性任務由
AI接管之後，教師可聚焦於更高價值
的創造性工作，比如設計思辨性課題，
組織協作探究活動，逐步從「知識搬運
工」轉型成「思維建築師」。
學生則需在與AI的交互協作中培養
元認知能力，學會拆解複雜問題、驗證
AI產生內容的可靠性、發現AI輸出的
邏輯漏洞，並將AI產生的結果轉化為
人文視角的洞察。這種「提問的藝術」
正是應對不確定未來的核心素養。
隨着DeepSeek R1打開了輕量化低成
本生成式大模型的「潘多拉魔盒」，一
個人人可享智能教育的新時代正加速到
來。當知識傳遞的功能被AI承擔，教
育的核心價值將回歸創造力培育與人性
啟蒙。未來的課堂不再是填鴨式訓練
場，而是通過AI顯化思維過程、激發
批判性思考的「元認知實驗室」。

●徐貫東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人工智能講座教授、數據
科學與人工智能中心實驗室總監、教學
科技中心總監

AI釋放教學潛力 未來課堂聚焦創造力

科學講堂
此前專欄介紹過微塑膠，它們不僅存在

於大自然環境和動植物中，甚至可以進入

我們的身體中。這些潛藏在我們身體和身

邊的塑膠顆粒，有時可以微小至納米的程

度，因此更有「納米塑膠」的說法。近

日，亦有研究指出，微塑膠能夠經由空氣

進入植物，成為食物鏈的一部分。今次就

和各位探討一下這個課題。

歡迎反饋。教育版電郵： edu@tkww.com.hk

●●微塑料也會在空氣和陸地生態系統中累積。 網上圖片

問題：將{1, 2, 3, …, n}共n個數，分成三組A, B及C，其中每兩組之間沒有相同
的數，且每個數必在其中一組裏，並以S(A)表示A組中各數之和，如此類推。若S
(A):S(B):S(C)=3:4:6，計算C組中最大數的最小可能值。
答案：將原本n個正整數求和得 ，這個和能被3+4+6=13整除，那麼n最小為

12，得 。
於是求得 ×3=18，類似的有S(B)=24及S(C)=36。
留意到C的總和為36=8+7+6+...+1，看來C最大數為8，但若是這情況，則無法

找到相應的A組使得總和為18，因為餘下的數只能是9, 10, …。
嘗試C的最大數為9，可找到{9, 8, 7, 6, 5, 1}, 而B可以為{11, 10, 3}, 以及A為
{12, 4, 2}。
故此C最大數的最小值為9。

●●圖為植物表面的毛狀體。 網上圖片

●●西芹運輸水分和養分的系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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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完
成了自動摺疊太陽能板的設
計和製作。 港燈供圖

▶▶學生親手種植植物，美化
校園環境。 港燈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