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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賢會恩慈學校推出SEN學生升小一適應教材，協助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童盡快適應新校園生活。

學校已向兒童事務委員會申請資助，並獲得約27萬元，製作該
套名為 「I Am Ready我上小學了！」 的教材，稍後校方將向逾40間特殊幼兒中心免費派發，
供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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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學校製貼心教材 助SEN童適應升小

坊間有不少機構雖已製作一些升讀小
學的適應教材，但內容並非所有SEN學童
適合使用，有見及此，禮賢會恩慈學校為
SEN學童製作一套預備升讀小學的適應教
材。學校將該教材定位為玩具書，運用視
覺及互動策略，幫助學童理解學習、自
理、社交及情緒四個學習範疇，當中包括
認識科目、課室常規、學校如廁等內容，
希望藉此提升學童的學習動機。

獲資助27萬 自行開發
學校已成功向兒童事務委員會申請

「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 ，並獲得約

27萬元金額，用於製作升小一適應教材，
包括適應冊、使用手冊及電子應用程式
等。禮賢會恩慈學校主任郭東環表示，現
時中、英文兩版教材共有1800本，屬非賣
品，學校稍後將向全港逾40間特殊幼兒中
心，免費派發適量教材。該教材亦提供電
子版，可供家長和學生使用。

校長：升學前預先準備
禮賢會恩慈學校校長謝慶生表示，現

時SEN學童升讀小一時，並非人人能完全
適應小學生活，因此學校組建專業團隊，
從去年暑假開始構思整本書，經反覆修改

後最終出版成書。
謝慶生又指出，學校約有八、九成學

生患自閉症，會有不少固執行為。比如小
學分科教學，由不同老師教不同科目，但
不少SEN學童習慣了幼稚園的教學模式，
無法理解為何會 「換老師」 ，可能會因此
「扭計」 ，謝校長反問： 「若他們入學
後，需要半年時間適應，為何不在升讀小
學前就準備好？」 加上接受特殊教育的學
生，往往需要重複教導，若能在升上小學
前，由家長陪伴小朋友學習，通過這本教
材提前預習，學生升上小一時，學習就會
順暢很多。

鄭若驊：助學校落實法治教育 傳遞正確概念
【大公報訊】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

日發表網誌，表示會協助學校落實法治
教育，為學校法治教育提供一系列支
援，包括教師培訓、教學資源及法治短
片創作比賽等，與學校、教學團體和不
同持份者攜手合作，共同構建法治校園
和一個守護法治的社會，讓年輕人明白
法治可貴之處。

鄭若驊提到，施政報告提到強化法

治社會，為達至此目標，律政司會繼續
開展 「願景2030─聚焦法治」 ，其中
「賦能起動」 項目主要協助學校落實法

治教育，讓年輕人明白法治可貴之處。

200教師已參加「鞏固法治」計劃
她說，維護法治並非只是單靠法官

和律師，更需社會參與。律政司支持勵
進教育中心和教育局合作推出的 「鞏固

法治」 計劃，以教師作為對象，由他們
將尊重法治的風氣帶進校園，成為學生
的守法榜樣。培訓內容除了法治精神
外，還包括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
育的相關知識，至今共吸引超過200名教
師參加，當中更不乏中、小學的校長。

她期望教師透過培訓課程，可以得
到正確的法治概念，理解憲法和基本法
的關係，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並

藉着身教傳授學生正視法律和法治精
神，她亦希望學生明法守禮之餘，可主
動向朋輩傳播正確的法治概念。

其他法治教育資源上，律政司與基
本法基金會合作推出 「法治及基本法網
上教育資源中心」 ，以應付老師對相關
法律教材的需求，除了提供正確法律知
識和基本法教學資源外，也將配備憲法
和國安教育的相關資料，並計劃進一步

由中學推展至小學，鞏固大家對法治的
信心。

此外，律政司亦支持香港政策研究
所向中學推行 「中學生法治教育先導計
劃」 ，通過法律界及教育界跨專業合
作，向中學生傳達法治的核心概念，包
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獨立和守法
文化，從而糾正社會上出現對法治的錯
誤觀念。

▲禮賢會恩慈學校製作教材，幫助SEN學童在自理及社交等四個範
疇適應小一生活。左起學校老師黃子盈、校長謝慶生、學校主任郭
東環、學校老師沈立雄。 大公報記者徐網攝

【大公報訊】記者殷向善報道：香
港大學昨日公布，將於2022/23學年推
出一個全新理學士和法學士雙學位課程
（BSc＆LLB，6858），是本港首個培
育科學與法律專才的課程。港大表示，
隨着本港作為亞洲創新中心的角色日益
重要，以及大灣區的急速發展，培育專
利從業員和法律專業人士等技術轉移專
才的需求與日俱增，期望該雙學位課程
培養具有法律和科學知識的人才。

港大稱，新課程由理學院和法律學
院共同打造，為期五年，旨在加深法律
專業人士對科學認知，以及讓科學專才
了解與其研究和發明相關的繁複法律程
序，以彌補現時的不足。

課程共涉300個學分，其中法律核

心科目佔156學分、科學主修科目佔96
學分，法學及科學跨學科選修科目佔12
學分，其餘36個學分為大學語文及核心
科目。學生須於第四或第五學年分別參
與兩個和法律及科學相關的體驗式學
習，總結課程所學。

本周末設網上資訊日
應考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本地中學生

須透過大學聯招報名，成績須符合最低
課程要求：英文科五級、中文科四級、數
學科二級、通識科二級，以及兩門選修科
（甲類科目和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
元二）三級或以上，其中一門選修科必
須包括與科學有關的科目，如生物科、
化學科、物理科、組合科學及綜合科學。

非大學聯招申請人會被邀請參與面試。
港大補充，該課程提供20個學額，

一至四年級本地生學費為每年4.21萬
元，五年級收費8.5萬元（2021/22年參
考學費）；非本地生每年學費為17.1萬
元，每年學費或有調整。本周六（30
日）將設港大網上資訊日 「6858理學士
和法學士課程」 入學講座，供有興趣了
解課程的學生及家長參與。

港大法律學院副院長（學術事務）
郭曉暉表示，踏入數碼時代，從事法律
及合規工作的專業人士可能要處理越來
越多與科技有關的事務，科研公司也可
能要面對與監管或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律
問題，期望這個雙學位課程能培育具有
法律和科學知識的人才。

大公報記者 鍾怡

港大明年增科學與法律雙學位課程

【大公報訊】記者黃浩輝報道：疫
情下本港市民的生活及經濟狀況受到影
響，對基層家庭和單親家庭的打擊尤其
嚴重。為了勉勵港人，減輕香港家庭的
生活壓力，光大控股及香港中國企業協
會等機構昨日（26日）聯同香港單親協
會及無國界社工等組織舉行 「光大抗疫
基金：逆風飛翔疫後家庭援助計劃」 啟
動典禮，計劃透過基金部分收益，針對

性協助觀塘區內部分生活出現困難的單
親家庭。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在典禮
上關心單親青年的情況，中聯辦經濟部
部長孫湘一亦有出席活動。

徐英偉在致辭時表示，疫情對香港
家庭帶來很大的生活壓力，除了給予物
質方面的支援，關於他們在心理上的需
要亦很重要，形容今次官商民三方共同
合作是一次凝聚社會愛心的體現。

香港單親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何文
琪在致辭中表示，單親及基層家庭在照
顧需要、經濟需要、子女學習需要及情
緒支援共四方面，正面對不小的難關，
希望本次
計劃能夠
幫助他們
走出 「疫
境」 。

徐英偉冀助基層及單親家庭走出疫境

【大公報訊】記者葉心弦
報道：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今
年10月初向全港學校發出 「國
慶活動及國情教育」 調查問
卷，共收到315份有效回應，回
覆的中學教師問卷有95份，小
學教師有122份，幼稚園有78
份，以及20份特殊學校教師的
問卷。調查發現，近八成半教
師表示學校有舉行 「國慶節升
旗禮」 ，為近年新高。但也有
逾五成半學校指欠缺相關教學
資源，教聯會冀教育局能提供
更多培訓及示範教材給予學校
和教師。

半數指欠缺相關資源
國慶活動方面，調查顯示

所有受訪教師均表示其所在學
校今年有舉行慶祝國慶活動。
當中，84%教師表示學校有舉
行 「國慶節升旗禮」 ，為近年

的新高；72%表示學校有 「懸
掛國旗」 ， 「唱國歌」 則佔
63%。另外，五成半教師表示
學校舉行 「早會／周會國情專
題活動」 ；約三成教師分別表
示，其所屬學校分別以 「國慶
日網上問答比賽」 （31%）及
「展板展覽」 （28%）慶祝國
慶。與過去兩年比較，今年學
校慶祝國慶活動的情況都得到
進一步回升，當中舉辦國慶升
旗禮較去年提高16%。

國情教育方面，60%受訪
教師分別表示其所在學校會
「透過班主任課進行」 及 「在
特定日子辦國民教育活動」 ，
較去年有所提升。另外，近
九成教師認為 「國旗、國歌、
國徽及升旗禮」 應納入國情教
育。

另外，有86%學校反映出
現不同程度的困難，逾五成半
學校指欠缺相關教學資源，近
半學校反映教師未掌握相關知
識；約三成半學校指校本課程
編排不易，表示 「欠缺專職人
員統籌」 的有34%。調查亦發
現負責國情國安教育的老師表
示信心一般的佔64%，教聯會
冀教育局能提供更多培訓及示
範教材給予學校和教師。

84%學校國慶節升旗 近年新高

▲學校舉行 「國慶節升旗
禮」 ，傳遞愛國精神。

一石激起千重浪。
近日寫了幾篇因兩地封關引致的

民生影響，立即收到許多讀者、網友
和朋友傳來 「我都係咁」 、 「我仲慘
呀」 ……的苦水，小市民有冤無路
訴，找個人申訴一下，已經好感恩，
如果能寫出來讓有關方面垂憐，更是
萬幸。小市民的要求其實很低，只望
有人聽聽百姓怎麼說。

這天，又收到朋友傳來不吐不快

的身同感受。
朋友夫婦在內地工作18年，去年

因為封關，留在香港。一如眾人想
法，以為應該好快開關，博一博啦，
小道消息說幾月幾月會解禁，結果，
等吓一個月，等吓又一個月，等着等
着，竟等到工廠裁員，一直拿無薪假
沒來上班的員工，自然首當其衝，成
為被裁對象。

夫婦倆捱了大半生才熬出頭來，
本來有份不錯職業，早幾年還請大假
拍拖去環遊世界，沒想到，一場瘟
疫、一段隔離，讓他們連工都丟掉，

年過50，如何重頭再來？
馬死落地行，朋友夫婦這兩年在

香港轉了行，薪金只得過往的四分
一，生活是坐食山崩、見步行步。

最近經濟好轉了，有工廠重新招
聘港人。朋友說，21天隔離不是問
題，問題是他們有客戶在香港，你要
在工廠拿樣辦來跟客戶開會，才做得
成生意。那麼，每次一來一回都要隔
離21天，人生有幾多個21天？客戶怎
等你？老闆怎忍你？

朋友說，我們失去內地的工作快
兩年了，一直默默等通關，卻等來一

次又一次的失望。
「疫情嚴峻時，全世界停頓，大

家絕對願意咬緊牙關一起捱。但現在
疫情已穩定，內地又不是不讓港人回
去，只是要你們搞個健康碼而已，為
什麼你們卻不願為，偏要打爛守法市
民的飯碗？難道只因一小撮人不願
意，就要全香港人來陪葬？」

日前坐的士，發現司機的談吐有
點不一樣，閒聊之下，司機竟滿口英
語，細問，原來他是在內地做廠的，
因為封關，兩年沒工作，唯有開的
士。

朋友說，揸的士算好了，有些行
家甚至已賣樓，前半生的努力，兩年
被一鋪清袋。

更重要的問題是，再不通關，香
港的狀況將好危險，因為好多本來
以香港為總部的洋行已準備轉移到內
地，因為香港已失去了中間協調的
優 勢 ， 早 陣 子 歐 洲 商 務 協 會 也 表
示，歐洲企業正考慮將員工撤離香
港。

說這是存亡之秋，並不為過，稍
一聽聽市民心聲，就會發現，香港的
民怨已達沸點。

聽聽百姓怎麼說

屈穎妍

妍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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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自理社交 免費派特殊幼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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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片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