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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Yiruni Kindergarten 的環境佈置

02 聽取有關首爾教育情況的介紹

01 考察團在 Seou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motion Center 前留影

03 Kyesang Kindergarten 老師為學生講故事

05 Kyesang Kindergarten 學生上自選課

01 與會近500天文工作者

02 會議期間正值櫻花 
 盛開時

03 大會的流動天文車及 
 望遠鏡

04 代表團分享傳統星圖

05 宇宙中心工場內的組 
 裝前的H-Ⅱ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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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需要與時並進，除了承傳前輩的 
寶貴經驗，也要持續學習，不斷提高教學水平。 
本園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除鼓勵他們透過進修以
提升個人專業能力及深化專業知識外，10多年前
已經開始組織教師境外考察團，期望老師透過考察
交流及觀摩，對其他地區的教育制度有所認識及 
體驗，從反思中更新個人教育理念及擴闊視野， 
藉此維持學習型的教師團隊。 

今年復活節假期間，本園轄下六個學前教育
機構的校長及老師，合共73人前赴韓國首爾， 
進行為期5日的教育考察交流，期間分別訪問了 
當地兩所幼稚園（Kyesang Kindergarten 及 Yiruni 
K indergar ten），及 負 責 推 動 幼 兒教育 工 作 的 
政府機構 Seou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Promotion Center，以及一些兒童遊樂設施。 

今年3月，本園轄下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派出天文代 
表團，出席在日本福岡舉行的國際天文聯合會學術會議，亦順道應
邀參與鹿兒島大學的天文教育會議，藉此與世界各地的天文組織加
強交流，及了解天文教育的最新國際趨勢。兩個會議合共有53個國
家接近500位從事天文研究、教育及媒體的工作者出席，舉行了約
200場講座、研討會及工作坊，及超過100項展覽及報告活動。

    可觀中心是參與今次會議的唯一香港機構，所以代表團亦肩負
了介紹香港天文教育的責任；當然，各成員亦借此機會與其他地
區的代表分享本園在天文教育方面的成果及心得，例如中國星空
研究、國際太空站凌月觀測、光污染普查、學界及公眾天文推廣
活動等等。

同一個世界、同一片星空
不單日間出席繁忙的會議，晚上各地參加者亦繼續參與在 

公園廣場舉行的路邊天文觀星活動，與當地市民一同觀星； 
此時此刻美麗的星空彷彿成為了共通語言，打破語言及文化上的 
差異，促成各地人士的近距離接觸。

主辦單位還準備了新型的流動天文設備，利用科技展示星體 
之美，而同場亦有參加者身穿古裝，帶著超過二百年歷史的古董
望遠鏡，即場來一次「古今Crossover」。

一個星圖的文化交流
今年會議的主題之一乃「文化遺跡的保育」， 現時全球通用 

西方「88星座」，傳統的星空漸被遺忘，可觀中心代表團特別 
帶同以中國傳統星官繪成中西對照的星圖，與各地愛好傳統星圖
的工作者深入交流心得。由於有著相近的文化背景，這些星圖特
別受到來自亞洲地區參加者的關注及喜愛。

此行代表團更前往日本宇宙航空研究機構種子島宇宙中心 
考察，參觀火箭工場、控制中心及大型火箭發射場等，除了展
板及模型，更有大型火箭實物展出，機會難得。參與是次會議 
及考察，代表團獲益良多，加強了對外的交流和聯繫，有助繼續 
推進可觀中心的工作。

韓國的教育成就在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近年亦成為研究及考察的熱門對象。 
韓國教育實施「6.3.3.4」基本學制，即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 
儘管學前教育不是義務性質，但韓國政府自90年代以來，加快了學前教育發展的 
步伐，致力於提高幼教的品質。是次考察團的目標，是了解首爾幼兒教育體制及課程
發展、當地政府所提供的兒童配套設施，以及比較港韓兩地學前教育機構的特點。 
今日的香港教育強調「有效學習」，透過考察交流所得經驗可資借鑑之處實多，相信
本園各校亦會結合校本情況，將今次考察所得的寶貴知識加以實踐及應用。

另外，考察團亦遊覽了景福宮、仁寺洞、國立民俗博物館及國立中央博物館等， 
以及在韓國文化體驗教室中參與韓服體驗及泡菜DIY，行程充實多姿，亦讓老師對 
韓國的歷史、傳統文化及藝術有初步的認識。

學前聯校教師考察團
向韓國首爾幼教取經

星空無國界－

「公眾傳播天文2018(CAP2018)」
國際學術會議

03 04 05

01

03

04

05

教育服務教育服務

02

01

02



18 1918 19

第二屆
全港小學生物速查

01 同學在「流動激賞站」尋找「野生哺乳類動物」

02 參賽同學全神貫注辨認更多植物

03 參賽隊伍準備就緒，只待大會響號示意比賽開始

04 出發前大合照

05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隊伍勇奪冠軍

01 巡遊隊伍出發

02 兩旁觀眾向表演隊伍報以熱烈歡呼聲

03 現場觀眾的掌聲及歡呼聲，給予樂團極大鼓舞

04 沿途有不少定點表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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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7日，本園轄下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
文館與長春社再度合作，舉辦第二屆「走過自然天地－
全港小學生物速查「100」。活動特別為小學生組織，
乃一場以「生物速查」為主題的野外定向比賽，配合
小學常識科課程，目標是拓闊學生對大自然的興趣及 
認知，喚起他們對自然保育的關注。透過參與今次的 
比賽，同學可以認識香港郊野的生物多樣性，發展共通
能力、學會學習。

是次比賽有150名小學生參加，活動當日，同學 
首先參與在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舉行的工作坊，
學習辨認植物的技巧，及在可觀中心的生態徑實習 
所學；下午所有參賽隊伍前往城門郊野公園進行比賽。

比賽以「奪分式野外定向」形式進行，各參賽隊伍
利用大會給予的物資進行比賽，包括載有植物、雀鳥、
蝴蝶及蜘蛛資料的圖鑑。參與學生施展渾身解數，透過
團體合作克服種種於野外辨認物種的困難，務求在指定
時間內成功辨認最多的動植物物種。 

比賽最後由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以破記錄的71分 
奪得冠軍，亞軍及季軍則分別由般咸道官立小學的 
69分及九龍靈光小學的66分奪得。當中20隊成功辨認 
到 三 十 種 或 以 上 動 植 物 物 種 而 獲 頒 「 球 蘭 」 獎 、 
4 隊 成 功 辨 認 到 五 十 種 或 以 上 動 植 物 物 種 而 獲 
頒「裳鳳蝶」獎，更有1隊成功辨認到七十種或以上 
動植物物種而獲頒最高級別的「領角鴞」獎。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1995年開辦，為全港 
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自然科學、地理、物理、 
生態、環境及天文等課程。中心內設有自然教育徑、 
蝴 蝶 園 及 生 態 池 、 全 電 腦 操 控 的 0 . 5 米 口 徑 光 學 
望遠鏡、數碼立體星象館及射電望遠鏡等。

今年大年初一（2月16日），可藝中學步操樂團獲邀
跟香港醫療輔助隊AMS樂隊合作，一同參與香港旅遊
發展局舉辦的新春國際匯演之夜的熱身派對。新春國際
匯演是香港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尖沙咀的各主要街道
的巡遊路線兩旁，擠滿逾10萬名市民及旅客，全為了
欣賞來自本地及世界各地的不同花車及演藝隊伍的精彩
表演。

當晚晚上6時，參與熱身派對的各個表演隊伍， 
陸續由尖沙咀文化中心起步，途經廣東道、海防道再
經梳士巴利道返回文化中心，沿路設有多個表演區， 
為市民和旅客送上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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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可藝步操樂團與AMS樂隊先一同演奏
《Scotland the Brave》，以規律的音樂和整齊 
的 隊 型 為 表 演 揭 開 序 幕 。 接 下 來 便 是 各 自 演 出 的 
環節，除了演奏一般傳統行進樂曲外，可藝步操樂
團亦演奏了一些膾炙人口的經典樂曲，例如交響樂 
《 新 世 界 》 的 其 中 一 個 章 節 及 改 編 自 日 本 的 流 行 
樂曲：《情熱大陸》和《給自己的信》。在主要表
演區表演時，可藝步操樂團改為演奏一系列以拉丁 
風味及爵士樂編排的音樂，例如：《 El Cumbanchero 》、 
《Sing Sing Sing》、《Rock Around the Clock》， 
以熱情澎湃的節奏，將氣氛推至最高，現場觀眾歡呼
喝采聲此起彼落，有如置身於嘉年華會之中。

台灣著名作家杏林子曾說，生命的意義在於它 
存在的本身，生命中的甘甜、汗水、起跌和聚散均 
是樂章中的小點、小音符，一章又一章譜寫出生命這
首永恆的樂曲。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的步操樂團自
2001年成立至今，參與了大大小小的演出及比賽， 
導師及隊員們把每次的經歷視為生命的樂章，他們 
努力練習仿如一個個跳動的音符，跳出生命中有待 
發掘的悠揚旋律。今次珍貴的表演機會擴闊了可藝 
步操樂團每一位成員的眼界，在他們的生命樂章中 
填寫了特別悠揚的音符。

01

02

03

可藝中學步操樂團

參與新春巡遊國際匯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