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大頒6傑出教學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學昨舉行2011至12

年度傑出教學獎頒獎典禮，表揚6位優秀教師在提升大學教學
質素方面的貢獻，各得獎人是從30名獲提名的候選教師中脫穎
而出，其中管理學系副教授馬禮士，已是第三度奪得傑出教
學獎。

郭位主持　謝凌潔貞致辭
頒獎典禮由校長郭位主持，並邀得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

潔貞發表演說。據了解，今年獲獎的6位教師，包括英文系助
理教授Stephen Bremner、電子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張澤松、電腦
科學系助理教授李閩溟、創意媒體學院教授劉志強、管理學
系副教授馬禮士、系統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副教授孫洪義。

今屆的評選小組考慮了候選人的教學策略特色、教與學的
承諾和學問水平、對學生學習的影響等。每位獲獎教師除得
到1.5萬元的獎金用作個人發展外，還將獲得15萬元的撥款，
從事自選的教學發展項目。

傑出教學獎頒獎典禮亦為一連兩天的「教與學博覽」揭開
序幕。博覽以「頌揚優質與創新」為主題，旨在促進師生討
論和評估良好的教學方法。博覽期間，大會設有「教學發展
與創新」及「研究與探索的作用」講座，亦有展覽介紹城大
教 學 創 新 舉 措 等 資 料 。 有 關 博 覽 詳 情 ， 可 瀏 覽 ：
http://www.cityu.edu.hk/tlfair/index.ht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嶺南大學昨日舉行第四十二屆
學位頒授典禮，校董會主席陳
智思向泰國公主瑪哈．扎克
里．詩琳通頒授榮譽文學博士
學位，以表揚她多年來熱心社
會服務，積極推動泰國和世界
各地文化、社會及環境發展的
成就。詩琳通長期以來無私幫
助受苦民眾，備受泰國人民愛
戴，更曾親身到偏遠地區從事
教育發展工作30餘年，被稱為

「天佛公主」。
詩琳通公主昨致辭時亦分享

其對教育的看法，她對嶺大的
博雅教育及校訓「作育英才．
服務社會」深表欣賞與認同，

認為高等教育遠不止職業訓
練，應藉優良的課程與課外活
動，培養學生成為懂得幫助與
服務他人優秀人才，以為社會
作更多貢獻。

曾助川震災區重建
生於1955年的詩琳通公主，

熱愛泰國與東方的歷史、語言
及文學，1986年獲跨學科發展
教育學博士，曾任朱拉中高皇
家軍事學院歷史系主任。她自
青少年時代便致力於公共服
務、文化保育及教育慈善事
業，30多年來親身參與大量泰
國國內外的援助項目，四川大
地震後亦曾幫助震區重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香港真光書院日前舉行了中一
級級社成立典禮，當日全校師
生及家長一同見證這個中一級
同學們的大日子，校方更邀請
了校友、於中大任教的陳澤蕾
作為主禮嘉賓，場面簡單而隆
重。

成立級社是真光的傳統，學
校希望藉此把學生團結起來。
中一級主席林紆希同學致辭時
指，對能當選為級主席感到十
分榮幸，亦會努力為同學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公開
大學在緬甸開辦的社會科學副學士課程
早前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共有15名當
地學生獲副學士畢業證書。據了解，課
程於2010年開辦，初時共有24名學生報
讀，其後有學生因轉換工作或家庭問題
而退學，最後只剩下15人完成課程。公
大發言人表示，由於學生畢業後，需在
當地進行工作實習，故暫時未有畢業生
來港修讀銜接課程。

首屆課程24人報名
公大在緬甸開辦的社會科學副學士課

程，內容與編排與大學水平相若，以遙
距模式進行，教材由公大特別設計作輔
導之用。校方同時安排了當地合資格的
導師，為學生提供面授導修課，而作業
及考試則由公大的教師評分。

課程涵蓋多個社會科學範疇，包括經
濟及政治等科目。此外，課程亦 重英
語訓練，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及社會研
究的技巧。學生必需修讀的學科包括

「社會科學基礎導論」、「政治學導
論」、「國際組織」、「經濟學導論」、

「大學英語寫作」、「表達技巧」及「社
會研究原理」等。

泰公主獲嶺大榮譽博士

真光中一級社成立 公大緬甸辦副學士 15當地生畢業

去年特事特辦准暫借教材 至今未有指引學校煩惱
教師選書焗推遲
樣板書借買未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理工大學昨舉
行「唐炳源廣場」命名典禮，以答謝已故的
唐炳源及其兒子唐驥千過去40多年來對理大
發展的支持。理大的前身「香港工業專門學
院」於1972年升格為「理工學院」，至1994年
再成為理工大學，唐炳源為理工學院籌劃委
員會首屆主席，於該校歷史發展中擔當 極
重要的角色。而唐驥千則為理工學院校董會
創會成員，亦曾於1995年至2002年正名後出
任理大大學顧問委員會成員，繼續支持其發
展。

是次為理大慶祝建校75周年的主要活動，
「唐炳源廣場」位於理大校園近正門位置，佔
地面積約900平方米，命名典禮昨於校內舉
行，由校董會主席楊敏德及校長唐偉章陪同
聯亞集團名譽主席唐驥千，為「唐炳源廣場」
紀念牌匾揭幕。楊敏德表示，衷心感謝唐驥
千及其家族對該校的重大貢獻，並期待未來
日子繼續得到他們的支持。

唐炳源祖籍江蘇無錫，二戰後在港發展紡
織業，對香港商界及社會貢獻良多，他早年
曾任公益金主席、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校
董，為無錫望族唐氏後人，與唐英年祖父唐
君遠屬同輩的堂兄弟；其子唐驥千亦曾任香
港總商會主席、匯豐銀行及多家公司董事，
與唐翔千同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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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兩

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書

券乙張，以及《香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

本，價值88元。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中華書局為紀念成立100周年，於今年推出《香港散文

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包括劉紹銘及

林行止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

請來本地文化界重量級人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

博士做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

選篇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這本書記錄了12種我們
幼時或許擁有過的小毛
病，如打瞌睡、沒自信
等，而它們幾乎都在我身
上出現過。

打瞌睡，似乎陪伴了我
最久。當自己想睡的時候，就會潛意識地伏在桌上。
我曾勸告自己，甚至折磨自己，也不行。表面看來，
我的敵人是打瞌睡；但真正的敵人，其實就是自己。
有些人永遠也過不了自己那一關；有些人超越了自
己，從而獲得成功；有些人敗給了自己，一塌糊塗。
沒錯，人生最大的敵人莫過於自己─當我看完這個故
事後，才赫然發現。

除了打瞌睡，還有一個「朋友」，陪伴我甚久，雖
已沒聯繫，「他」就是—沒自信。人們常說：「有

自信的人最美。」對於這
點，我既不贊同，也不否認─過於
自信，會衍生出自大；信心太小，則會形成自卑。

有人面對難關時，總會有「不行了」、「放棄吧」
等念頭，忘記它們的「死對頭」─「我行的」、

「繼續努力」等。這本書讓我重新反思，要多與
「死對頭」交朋友，讓自己更充實、更美。

在人生中，有許多難題等待你。你選擇挑戰，
一直往前走，還是繞路而行？選擇挑戰的，或
許會受傷，但身經百戰後，往往更能擋得住風
雨；而繞道而行的，則一直在迴避。你會選擇

「受傷」還是「安然無恙」？再大的風浪，也
有平復的一刻；再平靜的路，也有發生意外
的一天。現在，你是否應該不要再害怕，勇敢
地面對人生中的種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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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困難來到，
往往沒得選擇，是無奈也要面對。但真金歷
經火煉，生命也會在逆境中迸發出感人的力
量和光輝。認識自己，才可以不斷發揮強
處、改善弱項。天生我才必有用，不要害怕
面對自己。

《我的壞毛病：不完美少年》
作者：羅致和
年級：中四
學校：獅子會中學

教科書出版商去年承諾，在3年內將課本與教材全
面分拆定價，為解決學校選書迫切需要，教育

局局長孫明揚宣布「特事特辦」准許學校一年內向書
商借用「樣板書」。據了解，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及中
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已於本月初發信通知全港中小學
校長，說明初中及小學主要科目的現版課本及教材將
於2012/13學年完成分拆，同時亦列出相關收費模式。

開支或數萬元 批政府不聞不問
分拆雖已有眉目，但老師選書卻仍難以啟動。資助

小學校長會主席梁兆棠指，教育局至今仍未發出新學
年指引，供選書參考用的「樣板書」是買是借仍未有
定案，令學界無所適從。他解釋，學校對是否需要額
外支付有關費用普遍感憂慮，因而拖延選書，假設教
師用書單科200元計算，小學6個年級中、英、數、常
識4科便合共4,800元，由於需要參考多間出版商的

「樣板」，動輒可能要花費數萬元。
梁兆棠又批評，學界早於2月已向教育局反映問

題，惟當局至今仍「不聞不問」，令學校及書商現時
都在「乾 急」，特別對學校來說，延遲選書會加重
教師準備新學年的行政及教學壓力，如因而「被迫」
沿用舊教材，也可能影響教學質素。

原春季決定 多校至今未選
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冼儉偉亦促請當局盡快發出指

引：「究竟今年的做法如何呢？學校是否要買樣板
書？是否要以招標制？」他指一般學校多於每年3月
至4月決定新學年用書，選書過程需時，惟今年不少
學校至今仍未 動程序。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理事吳志華指，教育局「特事特
辦」是於去年5月尾宣布，現未超出期限，認為學校
仍可因應情況向書商免費借用樣版書。但他亦質疑，

方案沿用已近一年，當局卻未就細節作詳細交代，
「點還呢？有損壞又誰負責呢？都完全無指示。」牛
津大學出版社副區域董事總經理麥嘉隆亦指出，現時
仍維持向學校借樣本書作選書之用，雖當局未有新指
引，但相信書商不會受影響。

教局：稍後發通函通知學校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將繼續敦促書商按要求，根

據「課本、教材及學材分拆訂價」政策原則，盡快將
教師最需要的教材分拆出售。發言人表示，如往年一
樣，當局會於稍後向學校發出的通函，重申分拆政策
目的及原則，並通知學校有關推行措施及須關注的事
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教育局去年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出版商落實教科書「分

拆」定價，並禁止學校接受書商餽贈樣板書及教材，但「特事特辦」暫時容許學校向書商

「借用」教材作選書之用，寬限期一年。有學校指，往年普遍於復活節假期完成選書程序，老

師需要參考多間出版社的「樣板書」，但今年當局卻遲遲未推出指引，學校到底要花數以萬元

買「樣板書」或是可繼續借用仍沒定案，批評當局對問題「不聞不問」，令學界「乾 急」，

教師大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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