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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研究人員指出，經過統計研究，發現高校青少年喝汽水的數量與他們的

暴力行為有「令人震驚」的明顯聯繫。

負責研究之一的哈佛大學公眾衛生系教授海明威指出，在波士頓內城的高中學

生，每周飲超過 5罐非健怡汽水 (non-diet soft drink) 的學生，觸犯侵略性行為的機會比那些少

飲汽水的高出 9% 至 15%。若每周飲 14 罐的受訪者，43% 曾攜帶刀槍，27% 曾向伴侶動武，58%

曾襲擊朋友。

與之相比，凡每周只飲一罐或不多於一罐汽水的受訪者，上述行為的比率分別為︰ 23% 曾

攜帶刀槍，另 15% 曾向伴侶動武，而 35% 曾襲擊朋友。

海明威說︰「我們找到內城區少年人購買汽水數量與他們的暴力指數有緊密聯繫，而這些

暴力事件不單涉及友儕間，還包括約會對象，甚至兄弟姊妹……對於兩者之間的明顯連繫，確

實令我們很震驚。」

海明威指出，這明顯證明「劑量反應」，即愈買得多汽水，便愈傾向暴力。但研究人員還

會進一步去確定是否飲大量甜汽水會導致暴力行為的論點。

海明威表示，研究人員訪問過 1878 名波士頓內城區年齡 14 至 18 歲人士，詢問他們在過

去 7 天飲了多少罐 12 安士的非健怡汽水，另外也會問他們曾否在醉酒或吸煙時向朋友、男女

朋友或家人亮出武器或暴力行為，研究也包括其家庭背景。

海明威指出，當地的犯罪率是較其他較富裕的市區為高，當地多為西班牙裔移民、非裔人

士，很少亞裔及白種人居住。
內容取自 明報 – 2011 年 10 月 25 日

患有讀寫障礙的學生，在學業成績上難免

輸蝕，但不代表他們的學習能力比人差。2 0歲

的周諾謙，雖然自中一開始幾乎年年考包尾，

但在彈網上卻跳得比人高，領悟力較人強，入

選港隊出賽。跳彈網有助訓練平衡力及專注力，

現為教學助理的周諾謙希望透過自己的經驗，

透過彈網協助患有讀障的學生。

周諾謙中一時被老師發現他寫的文章組織

混亂，甚多文字的部件調轉，經測試後診斷患

有讀寫障礙。雖然學校提供補底班，但他的成

績仍然一直「包尾」，令他自覺前途暗

淡，「當時體育老師黎永基邀請我加入

彈網隊，我見好似好好玩就加入」。 

加強自信心 

黎 S i r可算發掘了周的潛能，「他

的理解能力很高，一些難度較高的動作，

別人要練一、兩個星期，佢做三、四次就

做到。」結果初學的周諾謙，四個月後便

出賽學界比賽，並獲得不錯的成績。他在

中三時獲推薦加入彈網香港隊，現時

可彈至二、三米高做出翻騰、轉身等高難度動

作，對他而言輕易而舉。 

周諾謙稱，跳彈網甚考平衡力及專注力，

他亦發現自己跳彈網後，讀障情況有改善，「比

較容易集中，自信心亦多了」。他希望以過來

人身份幫助同樣有學障的學弟學妹。 

周 在 兩 年 前 獲 母 校 聘 任 為 體 育 科 教 學 助

理，專責訓練學生彈網，十多名學員中，有不

少同樣患有讀寫障礙的師弟妹，其中一人是今

年讀中一的 S t e v e n。 S t e v e n在小學二年級時

被診斷有讀寫障礙，母親孫太表示，「當時發

現他的手腳協調能力很差，成日跌倒，適應能

力亦比較慢，參加派對要 45分鐘才熱身」。 

孫太諮詢心理學家及醫生後，讓 St e v e n學

習彈網，至今已兩年多。孫太稱，跳彈

網可訓練大小肌、前庭，而且運動量

大，對讀障兒童的平衡力、專注力都

有幫助。「佢以前做功課，至少要三個

鐘，成日寫錯字，而家可以坐得耐 D。」

性格害羞的 S t e v e n笑稱，「以前只可以坐

三分鐘，依家五分鐘」。

內容取自 蘋果日報 2011年 11月 19日

歡迎家長與我們聯絡！

新學年《學習通》又再與大家見面，本年度學校年題為「共融添聚力，參與展新

姿」鼓勵學生參與不同活動，擴闊眼界，發揮潛能。暑假期間，同學們參與《獨特的我》

短片創作比賽和《手作仔》青少年就業支援綜合計劃，今期《學生專訪》會詳細報道

他們活動的感受。《校園快訊》為大家介紹學習支援組的成員和工作，加深大家對本

組的認識。《時事新聞》分享兩則有關學障的新聞。

編者的話

我們的伙伴

* 佛教聯合會教育心理學家張綺冰姑娘定期

到校，為本校老師、家長、學生提供專業

的支援服務。

*駐校社工袁鳳雯姑娘負責照顧初中級學生，

為學生提供輔導及策劃活動。

* 駐校社工駱穎心姑娘和林佩姑娘負責照顧

高中級學生，為學生提供輔導及策劃活動。

我們的信念

1)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建立

愉快的學習經歷。

2) 給予機會讓學生發揮潛能，建立自信，肯定自

己的價值。

3) 建立全校參與的共融文化，消除隔閡，發揮互

助互愛的精神。

4) 發揮家校合作精神，讓學生得到全面發展。

青年飲汽水愈多行為愈暴力

時事新聞

克服讀障  教學助理現身說法跳彈網

校園快訊
學習支援組 

袁鳳雯姑娘

駱穎心姑娘

香港佛教聯合會及大光園有限公司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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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廖同學的譚嘉禧老師

廖永澤領獎

《我》的團隊 (左二起 -何嘉禮、李奕華、徐桂鋒 )

中學組優異獎《小魔女大作戰》― 廖永澤

《 小 魔 女 大 作 戰 》 以 黑 白 色 無 聲 的 動 畫 表 達 了
小 魔 女 在 研 習 時 因 為 看 不 懂 文 字 而 難 過 和 生 氣， 後
來 小 魔 女 領 略 到「 只 要 換 上 適 當 的 協 助， 情 況 就 會
不 一 樣 」 這 個 道 理， 從 此 脫 胎 換 骨， 在 學 習 中 找 到
快樂和滿足。

「廖」代表廖永澤同學。

最初是哪一位老師鼓勵你參加？
廖：譚嘉禧老師鼓勵我參加。

故事由你構思抑或有其他
同學參與？
廖：學生就只有我一個，
老師從旁協助。

你怎會有這樣的構思？
廖：我打算用一個簡單
又易明的方法去把「獨
特 的 我 」 這 個 主 題 表
達 出 來， 所 以 就 用 一
個 童 話 故 事 方 式 去 表
達。

共花了多長時間才完成？
廖：大約三星期，由我一手一腳包辦。

在製作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困難？
廖： 有。 在 找 尋 製 作 軟 件 上 花 了
一段時間。

你用什麼軟件創作？
廖： 用 上 一 個 不 大 出 名 的 繪 圖 軟

件， 可 以 把 一 些 圖 片 變 成 連
環圖。

你用什麼方法製作？
廖： 用 此 軟 件 繪 畫 出 一 張 一 張 的

圖 畫， 再 把 它 們 連 接 起 來，
成為動畫。

製作中最艱難的部分是？
廖： 在 時 間 控 制。 因 要 畫 上 五 百 至 六 百 張 圖， 再 連

接起來。

你有否想過放棄？
廖：沒有。做事一定要貫徹始終。

你怎樣編排時間？  
廖： 由 於 時 間 緊 迫， 所 以 放 學 回 家 便 要 埋 頭 苦 幹。

每 晚 做 完 就 睡。 不 過 難 得 爸 媽 都 很 明 白 我， 沒
有責罵我。

既 然 小 魔 女 是 你 創 作 出 來 的 人 物， 你 和 她 有 沒 有 什
麼共通點？
廖： 在 學 習 上 我 也 有 類 似 小 魔 女 的 經 歷。 當 她 鑽 研
魔 法 時， 發 覺 有 些 內 容 一 直 看 不 懂， 而 我 在 某 些 科
目上，也是一直看不明白，例如：英文 。

在製作過程中有沒有因為身同感受而難過？
廖：有感觸，卻沒有哭出來。

你 覺 得 自 己 和 小 魔 女 有 什 麼 與 眾 不 同 的 地 方？ 或 者
有何優點？
廖： 我 和 她 一 樣 會 用 很 長 時 間 去 鑽 研 一 樣 事 物： 小

魔 女 就 鑽 研 魔 法， 而 我 就 會 一 直 不 放 棄 去 鑽 研
我覺得最難的科目：英文和數學。

如果下次參加同樣的比賽，你覺得在哪
些 方 面 可以改善？

廖： 我 會 再 仔 細 去 構 思，
希 望 動 畫 可 以 生 動 一 點，
還 有 多 加 一 點 色 彩， 多 加
一些角色。

大家學習時只要配

合適當的協助，情

況就會不一樣了。

反省個人未來生活的方向及作出較成熟
的抉擇；透過團隊合作，他們學習
社交技巧，將來在工作上可以與不
同的人合作。

學生分享
鄧 卓 然 同 學 在 八 月 中 參 加 了 飲 食

業 的 服 務 小 組， 接 受 為 期 兩 星 期 的 訓
練， 內 容 包 括 面 試 技 巧 和 溝 通 方 法。 完 成
訓 練 後， 他 獲 轉 介 到 佐 敦 沙 嗲 王 實 習， 工
作有收拾餐桌和回答顧客詢問。每天八小時
( 下午一時到八時 ) 共十天工作。鄧同學表示，在工
作 期 間 感 到 快 樂 和 滿 足， 他 學 會 怎 樣 與 客 人 溝 通。
當 客 人 查 詢 食 物 時， 他 能 克 服 害 羞 的 性 格， 大 膽 地
表達。 

計劃簡介
「 手 作 仔 」 是 香 港 小 童 群 益 會 舉 辦 的 青 少 年 就

業支援綜合計劃。它之所以取名為「手作仔同盟」
是希望這群年輕人能夠
學習上一代刻苦耐勞、
不畏艱難的精神，用雙
手打做自己的未來。計
劃 對 象 為 1 5 至 1 8 歲
中四或以下學歷的青少
年，希望透過一系列的
活動使他們肯定自我和
提昇自信，以面對未來
及就業上的不同挑戰；
讓他們自我增值，為就
業作好裝備；引導他們
確立方向，藉擴闊青少
年的生活經驗，讓他們

本校學生參加由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舉辦「獨
特 的 我 」 短 片 創 作 比 賽， 並 獲 得 優 異 成 績， 包 括
《我》在中學組得季軍；《小魔女大作戰》 取 得 優
異 獎 。

以 下 是 得 獎 同 學 的 訪 問 內 容， 從 中 可 以 了 解 他
們的創作歷程。

中學組季軍作品《我》― 何嘉禮、徐桂鋒、李奕華

《 我 》 短 片 運 用 電 腦 剪 接 把 百 多 張 照 片， 有 意
義地拼湊。經過傳神的配音表達出學習困難的同學，
在 學 習 上 遇 到 許 多 困 難 但 憑 著 他 們 堅 毅 的 精 神， 最
後 找 到 自 己 的 目 標 和 方 向。 片 中 黑 板 上 的 一 句「 各
有各潛能，發揮我所能」，道出學障生的心底話。

「 何 」 代 表 何 嘉 禮 同 學，「 徐 」 代 表 徐 桂 鋒 同
學，「李」代表李奕華同學。

你們的靈感來自哪裡？
何：是來自平日看的電視節目、動畫和廣告。 

你們在構思時有否遇到困難？
徐、李：沒有什麼困難。只花了一個星期的構思和

兩日時間去製作。

你們是如何分工？
何： 我 是 擔 任 片 中 主 角； 李 奕 華 負 責 配 音； 徐 桂 鋒

負責後期製作 ( 即電腦剪接 )。 

你們創作期間有沒有爭執或者意見不合？
何、徐、李：從來沒有。

片中的男主角有沒有反映你們的一些性格？
何：當中的男主角和我一樣喜歡運動。

拍攝時有沒有一些有趣的插曲？
何： 有， 我 們 拍 攝 後 隨 意 地 拿 一 個 扯 鈴 來 玩， 後 來

不經意地加插在片末，效果不錯。

後記：短片可於本校網頁內觀看。

「手作仔」青少年就業支援綜合計劃
― 鄧卓然

「獨特的我」短片創作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