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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線上

蔡若蓮指出，拆分後的人文科約九成為原來常
識科的內容，其餘一成屬增加的中國文化、歷史及
地理等元素。她表示，價值觀有幾個層次，首先是
要有認知，之後需有共同經驗才會有感受。因此，
她希望以積極正面的角度教育學生認識國家，在國
家有需要時展現承擔。 「我們國家是自己的國家，
見到好東西時，大家都會非常開心、光榮；見到要
發展、改善的地方，我們希望年輕人有承擔。」 她
續指，一些電影可幫助學生了解國家歷史，例如
《長津湖》講述抗美援朝歷史，看到當年參與抗美
援朝均是年輕人，形容 「對年輕人是好大震撼」 。

分拆後需要更多專業人才
對於常識科進行拆分，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副校長吳金曉回應查詢時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做
法。他表示，在常識科拆分之前，由於科目包含文
科和理科的知識，教師備課會面臨較大的壓力，例
如需要文科出身的老師在理科方面不斷進修，才能
兼教相關內容，但往往還是難以達到理想狀態。把
科目區分後，相信會減少老師的備課壓力。

然而，吳金曉亦指出，由一個綜合科目拆分成
兩個科目，意味着需要更多專業人才，今後在師資
人手上或需做出調整。他也表示，目前粗略公布的
人文科內容裏有與學校原有課程相重疊的因素，希
望能盡快公布更詳細的課程綱要，包括考核評估方
式比例等，方便學校調整課程結構。吳金曉亦希望
政府能對新的科目要求提供詳細的講解及相關培
訓，幫助學校盡快吃透和適應內容。

現時教師薪酬屬合理水平
另外，政府早前稱學校旗杆損毀應列緊急維修

項目，蔡若蓮指這是展示態度一環， 「情必以物
達」 ，她亦稱這並非要學校職員自己盡快維修，最
合理的做法是通知維修人員加快、而不是放着不
管。她又認為，在課堂加裝閉路電視只是供老師錄
下做教學作用，又或是保安功能，而非專業發展的

一環。監察老師專業應由科主任、校長或家長觀課
監察，不應設閉路電視去做。

有意見指教師薪金過高，蔡若蓮稱行業薪酬待
遇要保持競爭力。她表示，明白 「社會高期望、低
容忍」 ，但教師教學、輔導工作很繁重，專業性要
求高，認為目前薪酬待遇屬合理水平。她又說，會
鼓勵教師學習普通話，包括資助一次參加普通話評
核試等。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把小學常識科拆分為人文科及科學科，於2025/26學年起分階段推
行。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在商台節目表示，因近年來更重視科學，故把常識科中的科學單
獨抽出，其餘變為人文科。她又認為，愛國教育是一種價值觀，愛國教育非靠單一學科去
做，不同學科也涉認識國家的元素，期待年輕人對國家有責任心，先培養愛國的價值觀，之
後實行愛國行為。

有小學副校長認為，常識科拆分為人文科及科學科，相信會減少老師的備課壓力；然
而，科目被區分後意味着以後需要更多的專業人才。

大公報記者 郭如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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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愛國教育應融入不同學科
常識科分拆出人文科 學界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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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胡永愛、李薇深圳
報道：大公報記者昨日隨媒體團探訪位於
河套合作區深圳園區內的香港中文大學深
港創新研究院（福田）（以下簡稱 「港中
大福田研究院」 ）。該院在2020年註冊，
今年3月底正式揭幕，目前已落地一個深港
智慧醫療機器人開放創新平台，正在孵化
六個優勢創新平台項目。 「我們研究院設
在河套合作區深圳原園區內，不僅是優
勢，更是必然趨勢！」 港中大福田研究院
院長秦嶺表示，未來研究院將依託河套加
快布局，吸收深港優勢，促進 「產、學、
研」 一體化加速發展。

三年前，港中大福田研究院作為第一
批港校落地河套的項目入駐河套合作區，
並獲得整整兩層樓面積；目前這裏已發展
成一支常駐人員近50人的研發團隊，及擁
有數十項醫療機器人專利成果的綜合性研
究平台。

「結合大灣區發展，福田區深港創新
圈的重點支持領域布局了六大面向未來前
沿科技的重點方向。而我們根據港中大優
勢學科，從中篩選出三大板塊，分別為：
醫療科技、機器人、大數據及人工智
能。」 秦嶺認為，河套深圳園區提供了經
費與場地，港中大提供科研人員與技術，
研究成果可以帶動兩地相關產業發展，這
是雙贏的事情。

在港中大福田研究院的實驗室中，深

港智慧醫療機器人開放創新平台的研究人
員們為記者介紹了他們的研究成果。 「我
們來河套後，這裏辦公室、實驗室面積很
大，我們主要是利用現有的場地與條件做
一些密集的醫學影像分析的數據採集，另
一方面是結合內地生產優勢設計製造更高
端的、更新型的柔性器械。」 深港智慧醫
療機器人開放創新平台主任鍾仿洵說道。

善用灣區優勢轉化科研成果
鍾仿洵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後，他認

為，港中大在基礎研究上極具優勢，研究
水平與論文水平極高，但在成果轉化方面
卻不盡如人意。 「以前我們根本不敢想
像，能做出這麼漂亮、完美的器械。」 鍾
仿洵拿起一根團隊研製的柔性內窺鏡告訴
記者其中的 「奧妙」 。只見碳纖維管結構

的尾端是一段可彎折的柔性器械，末端再
集成兩個極小的攝像頭，這樣當它深入人
體體內時，畫面就即時上傳到了屏幕上。
「這種內窺鏡相比於市面上已有的醫用產
品來說，它在人身體內的靈活度更高，能
採集更豐富的數據。」

鍾仿洵解釋，像此類醫療器械的製
作，對於材料的要求非常高。 「只有在大
灣區，背靠珠三角精密製造業的優勢，才
能把這整個金屬器械的外形結構以及其生
物兼容性做得那麼好。」 他透露，團隊會
直接前往東莞、惠州等地工廠購買原材
料、進行組裝，這減少了從前設備跨境報
關的複雜環節，也節約了產品從研發到臨
床應用的時間。 「像我手上這款產品目前
已進入測試階段，兩年內可以投入市場使
用。」

【大公報訊】記者魏溶報道：近年，香港
每年約有五萬宗新增中風個案，其中八成半患
者出現不同程度的身體活動功能障礙。香港理
工大學於昨日宣布，研發首創集合四種功能的
多模態足踝復康機械人，可通過自動檢測中風
偏癱患者走路姿態，用不同模態協助患者側下
肢站穩，並在復康訓練中幫助患者矯正不良行
走姿態。臨床研究顯示，對比僅使用傳統外力
復康裝置療效可提升40%，且具有重量輕、續
航久等特點，可協助患者完成自助居家復康訓
練。

足下垂和足內翻是中風患者常見的活動功
能障礙，嚴重影響日常生活。理大生物醫學工
程學系副教授胡曉翎博士帶領的研究團隊耗時
三年，研發了多模態輔助可穿戴足踝復康機械
人 「智雲行健步儀」 ，為首款集合外骨骼、柔
性人工氣動肌肉、振動觸覺感知反饋，以及神
經肌肉電刺激技術於一體的復康儀器。

胡曉翎介紹，現有的復康儀器往往存在單

重較重、對足踝治療不足等問題；該款機械人
整體重量約為400克，配置9V充電電池可連續
使用4小時。機械人可自動探測患者抬腳、邁步
等行走狀態，通過不同模態互相協作，幫助患
者站穩；並使患者學會平衡腳底壓力和用力蹬
地，糾正不良行走姿勢，長遠有助促進腦部神
經重塑。

復康療效大幅提升40%
研究團隊亦與多家本地及內地醫院和復康

中心合作，開展兩項臨床測試，包括由研究人
員和患者面對面進行的復康訓練，以及自助式
居家復康練習，治療師亦可遙距監測多個患者
的復康進度。胡曉翎表示，經過研究證實，採
用該款機械人進行復康訓練的中風患者，較僅
使用傳統機械外力裝置的復康療效大幅提升達
40%。

照顧者李先生的兒子於十年前中風，此前
外出需要枴杖輔助，在參與臨床研究及穿戴復

康機械人設備後，經過居家訓練，現已可以自
主行走；於一年半前中風的熊先生表示，自己
在使用該款復康機械人後，已經可以自主行
走，並重新開始工作。

據悉，中風是成年人致殘的主因之一，超
80%中風患者經歷偏癱。香港在過去十年間，
年發病率上升52%，並存在復康治療師供不應
求等情況。研究團隊計劃於明年將該款機械人
商品化，期望可獲更多本地及內地醫院採用。

理大研發足踝復康機械人 助中風患者復健 小班教學非為救校
近年香港出生率持續下跌，骨牌效

應之下，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收生不
足，個別小學、中學面臨殺校危機，情
況愈趨嚴峻。特首李家超在剛發表的施
政報告中，推出多項鼓勵生育措施，但
即使措施奏效，最快也要六年後才有
「新香港人」 接受小學教育。

為免殺校，不少人提出推行小班教育，然而關於小班
教學問題，必須搞清楚一個基本理念：小班教育是教育理
念，有一套教學理論與教學方法，不是學生人數多少問
題，亦不能因為避免殺校，而強推小班教學。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昨日已強調，小班教學是教學策略而非救校策略。
教育局的理念是正確的，小班教學與救校不能混為一談。

小班教學在於對學生照顧更加貼身，更具針對性。透
過小班教學，發掘學生所長。推行小班教學，必須對教師
進行針對性的培訓，讓教師掌握小班教學理念與方法，培
育香港未來棟樑。

當局強調，目前不會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現實是，
小學收生不足的情況，將會波及中學，對此，政府及教育
界須未雨綢繆，應對小學收生不足產生的骨牌效應。

蔡樹文
透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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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大研究院扎根河套合作區
加速發展產學研一體化 共創雙贏

掃一掃 有片睇

◀鍾仿洵介紹團隊研
發的柔性內窺鏡。
大公報記者胡永愛攝

1、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
•由中國科學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學於2006年2月共同建
立。經過17年的發展積澱，深圳先進院累計承擔科研項目經費超百
億元，累計申請專利1.5萬件，授權專利6179件，PCT2950件，專利
申請量連續三年全球高校院所第一；累計發表論文超1.7萬篇；累計
孵化企業1853家，持股365家；人員規模達5068人，其中員工2311
人，學生2757人；國家級人才150餘人，海歸超800人，62人入選全
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

2、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
•2007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在深圳市政府支持下設立，於
2011年11月落成並投入使用。地上建築9層，約2.5萬平方米，設有
大型演講廳、課室、科研實驗區及初創企業孵化區等不同應用區域，
為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產業合作及技術轉移、創新創業等提供場
地、設施以及所需的各種支持。

3、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2014年3月21日，國家教育部同意批准設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目前，經八年的發展，大學學科建設已逐步完善，現有經管學院、理
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數據科學學院、醫學院、音樂學院六個學院
以及一個研究生院。

4、深圳研究院眾創中心
•2018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眾創中心正式開幕啟用。眾創中
心的定位是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教授及校友提供在深圳乃至全國
開展創新創業活動的服務平台，旨在承接大學科研成果的轉化和企業
家培育，立足本地進行初創公司的孵化，形成創業生態系統，通過創
新創業活動以實現產業化，並進一步促進深港兩地在產、學、研三方
面的深入合作，帶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智能製造等戰略性
產業的創新和發展，為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國家的發展做出貢獻。

5、香港中文大學深港創新研究院（福田）
•2020年5月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成立，其依託香港的基礎科學研究
優勢以及深圳的產業化優勢，深化深港合作，致力於打造國際一流的
專注於機器人、人工智能及醫學領域的研究機構，進一步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在智能醫療與公共衞生服務業上的蓬勃發展。

大公報記者整理

香港中大深圳布局平台概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