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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特區政府上
任三周年，教育局局

長蔡若蓮早前接受《大公報》訪問時強
調，香港的高等教育要維持在全球的競爭
力，需要把握人工智能應用的發展趨勢，

取得領先優勢及脫穎而出，維持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及多
元化，從而打造好國際教育樞紐，推廣留學香港品牌。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去年施政報告宣布成立 「數字教育
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 ，大力在中小學推動STEAM（科
學、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教育，積極裝備學生，迎
接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蔡若蓮表示，教育局正
推動人工智能應用於輔助教學上，讓學生盡早接觸人工智
能，期望藉此提升教學成果。

大公報記者 古倬勳

專訪

國際高等教育機構QS日前公
布 「QS世界大學排名2026」 ，香
港共有9間大學上榜，其中5間更躋
身世界百強。蔡若蓮認為，排名反
映香港在教育質素、競爭力等方面
呈現不同優勢，尤其是香港高等教
育的國際化及多元化，擁有來自不
同地方的學生和科研人員。她提
到，今年八大院校的初步收生情況
顯示，非本地生的申請個案是以倍
數上升；以百分比計算，來自海外
學生的申請升幅比內地的申請較
多，數據令人鼓舞。現時有不少來
自歐美地區的學生來港留學，教資
會也特別撥款鼓勵各大學前往海外
招生，除了歐美，有些院校也特別
前往東盟國家及 「一帶一路」 沿線
國家，選取最優質的學生來港就
學。

國際教育年會將在港舉行
本學年起，八間資助大學的

非本地生限額放寬至40%；特區
政府致力透過不同渠道推廣留學
香港品牌，吸引更多海外學生來
港求學。蔡若蓮說，過去一年教
育局及各院校分別參加亞太國際
教育協會年會暨展覽，以及前往
歐美參加全球三大高等教育年
會；明年的亞太國際教育協會年
會將在香港舉行，由香港中文大
學承辦，預計來自全世界超過
2000名大學高層代表及教育部門
首長將來港參加，強調推廣留學
香港品牌不但要走出去，也要讓
人進來。

近期美國政府一度宣布禁止
哈佛大學招收國際留學生、對哈
佛國際生實施簽證限制，以及要
求學生簽證申請者公開社交媒體

賬戶供審查等措施，美國留學政
策的混亂影響外國學生赴美升學
的計劃及意願，香港多間大學亦
宣布不同措施，支援受影響的外
國學生來港求學。蔡若蓮提到，
香港的八大院校校長會國際化小
組一直留意全球的教育發展情
況，在哈佛事件發生前，教育局
便聯同八大院校構思一系列措施
吸引海外學生來港就學，在事件
發生後各院校立即響應政府，為
受影響的外地學生提供便利措
施，例如協助受影響的學生轉移
學分，讓他們繼續原有學業。

哈佛事件後 八大速攬尖子
根據教育局提供的資料，截

至6月26日，各教資會資助大學共
收到約850宗與海外高等教育政策
突變相關的轉校查詢；港大向相
關申請者共發出16份錄取通知
書、中大發出3份、科大發出15
份、嶺大發出2份。科大在上月24
日表示，已向6名獲取錄哈佛或在
校研究生發錄取通知，其研究領
域涵蓋科學、科技、人文學科及
跨學科領域等，當中5名來自巴基
斯坦、格魯吉亞和內地申請人已
接受錄取。蔡若蓮重申，香港會
把握每一個搶人才的機會，學生
正當的學習權益絕不應受到地緣
政治等因素影響。

在推廣留學香港品牌的同
時，特區政府亦正加強不同配
套。在宿舍方面，特區政府早在
2018年成立宿舍發展基金，協
助教資會資助大學興建新宿舍，
資助大學獲相當於建造費用最多
75%的非經常補助金，以供興建
15個學生宿舍項目，增加合共約

13500個宿位，目標是在2027年
或之前陸續落成。蔡若蓮指出這
個數字對於香港高速發展的高等
教育規模來說仍然不足，為增加
大學宿位，教育局聯同發展局今
年起實行先導計劃，在規劃、地
政、建築圖則審批方面拆牆鬆
綁，鼓勵市場以自資和私營方式
改裝酒店或商廈為學生宿舍，各
院校反應頗為積極。政府亦鼓勵
透過公私營合作，鼓勵院校通過
在私營市場以租、買或合作形
式，於短時間內提供更多宿位。

北都大學城藍圖明年公布
去年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在

北都預留至少80公頃用地發展
「北都大學教育城」 ，鼓勵本地
專上院校與中外知名院校開拓更
多品牌課程、研究合作和交流項
目，政府明年公布 「北都大學教
育城藍圖」 ，以決定大學城用地
和進駐院校數量。蔡若蓮表示，
未來數年當局會加快及更有系統
地推進 「北都大學教育城」 的建
設，期望有更多民間及私人企業
的合作項目，讓本地的大學透過
與內地、海外的大學及企業合作
等不同渠道開拓資源，從而推進
香港國際教育樞紐的建設。

「留學香港」品牌打響 海外生來港大增
蔡若蓮：發揮國際化及AI教學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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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打造 「留學香港」 品牌，其中5間大學躋身世界百強，優勢明顯。

為配合國家科教興國戰略及近
年大力推進數字教育的發展，行政
長官李家超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

出，於中小學持續大力推動STEAM教育，促進
包括人工智能等創新科技與教育深度融合，並
成立數字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推動數字
教育。配合小學科學科在2025/26學年推行，
教育局的《科學（小一至小六）課程指引》
（2025），列明教師和學生都可以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包括建議教師用作規劃教學，學生
亦可以在教師指導之下運用AI輔助學習。

蔡若蓮強調，首先要讓學生在小學階段時
建立對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認知，希望透過大力
推進學校推行數字教
育，利用最新的人工智
能技術輔助教學，例如
利用人工智能協助改
卷、評估及觀課等，從
而提升教學成果和學習
效率，以及引起學生們
對科學探究的興趣，讓
他們在未來迎接人工智
能時代。教育局亦會因
應最新的STEAM教育

發展及人工智能應用的演變，在不同學科的課
程適時作出優化和調整。

首辦「數字教育周」
為推動教育界對人工智能及前沿科技的深

入探索和應用，教育局與香港教育城合作首次
舉辦 「數字教育周」 ，旗艦項目包括 「學與教
博覽」 ，以及聯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和香港理工大學合辦人工智能高峰會，邀請專
家分享創科教育，包括人工智能教學應用，推
動人工智能融入教育。

蔡若蓮強調，香港的大學發展要把握國家
高速發展的機遇及配合國家的2035年建成教育

強國的目標，面對全世
界的大學在一個高速競
爭的環境及高速的人工
智能科技的發展，香港
要把握 「關鍵的黃金十
年」 ，才能在高度競爭
環境下脫穎而出，建設
好國際教育樞紐。

AI融入教育 學童研習樂趣多

小學常識科早前宣布分拆為人
文科和科學科，自2025/26學年
起，小一和小四級率先推行，並在

2027/28學年推展至所有級別，從而在人文科
課程中透過不同課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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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實
愛國主義教育。

人文科的課程框架分為六大部分，分別是
健康與生活、環境與生活、理財與經濟、社會
與公民、國家與我、世界與我，蔡若蓮指出，
推行人文科不能只靠透過認知一個學科的知識

去處理，因為人文科包括不同課題，宛如一張
大地圖，應結合不同範疇的教學內容去向學生
講解。

教授一個課題時也可延伸至其他議題，例
如在講解鴉片戰爭的歷史時，可以延伸至 「人
的身體變差時很容易被人打倒或被病毒入
侵」 ， 「說到IT時也會延伸至網絡安全」 ，在
授課時應從每一個課題作出延伸，繼而闡述國
家安全的內容，讓小朋友在學習體驗中領略到
各方面的知識，以及國家安全和其他各方面安
全的重要性。

普及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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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要聞 2025年7月2日 星期三
▼

主
辦
巡
遊
的
團
體
，
今
年
更
首
次
嘗
試
在
船

上
舉
辦
升
旗
儀
式
。

大
公
文
匯
全
媒
體
實
習
記
者
劉
鴻
霖
攝

▲

大
批
民
眾
手
持
國
旗
及
區
旗
，
在
尖
沙
咀

海
邊
觀
賞
巡
遊
。

大
公
報
記
者
麥
潤
田
攝▲多個漁民團體昨日上午在維港舉辦漁船巡遊慶七一活動。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人文科課題可延伸 加強愛國教育
融會
貫通

教育局與香港教育城攜手合
作，於今年6月30日至7月7日首
次舉辦 「數字教育周」 ，旗艦項
目包括 「學與教博覽」 ，以及聯
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和
香港理工大學合辦 「人工智能在
語文及不同科目的學與教應用國
際高峰會及會後工作坊系列」
（人工智能高峰會）。

數
字
教
育
周

香港五大學
躋身世界百強

第11名
第32名
第44名
第54名
第63名

資料來源：QS世界大學排名2026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特區政府大力推動中
小學STEAM教育。

祝賀特區成立28載

掃一掃有片睇
攝影︰麥潤田
製作︰融媒組

【大公報訊】為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8周年，香港漁民團體聯
會以 「同心攜手創輝煌，由治及
興譜新篇」 為主題，於昨日上午
在維港舉辦漁船巡遊慶七一活

動。28艘象徵香港回歸祖國28周
年的大型漁船在維港列隊航行，
沿岸觀眾紛紛揮舞國旗、拍照留
念，一同慶賀香港回歸。

今年更嘗試在船上舉辦升旗

儀式，岸上觀眾反應熱烈。有與
會者期望，活動能夠增強漁民及
市民的國家認同感，認識到國家
的強大，也希望未來漁民的生活
能夠更加幸福。

28艘漁船維港巡遊

7月2日至7月4日：
學與教博覽

生產力促進局將協助展示
「電子學習配套計劃」 第
一批成果發布及安排相關
分享會，讓學校取得有關
產品的第一手資料，並即
場試用

7月4至7月5日：
人工智能高峰會

五場主題演講由國際專家學者主
講，包括：美國史丹福大學 「學習
加速器」 人工智能與教育計劃學術
負責人Victor Lee教授、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教育與技能
總監Andreas Schleicher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