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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透 樂施會探討全球貧窮議題貧窮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即將開幕，全球無數
球迷引頸以待。足球對不少人來說是運動
或娛樂，但足球其實充滿無限可能：它可
打破性別定型，也可為受戰爭影響的孩子
提供心理支援。�
� 文、圖：樂施會�

性別定型觀念加劇貧富差距
馬拉維位於非洲東南部，在聯合國 2016 年發

表的人類發展指數中，在全球 188 個國家當中排
170 位，屬全球貧窮國家之一。當地的性別平等意
識薄弱，婦女普遍難以工作及接受教育，更常受暴
力對待，性別定型觀念亦加劇當地的貧富差距。為
幫助馬拉維人從小培養性別平等的觀念，樂施會與
伙 伴 機 構 CAVWOC（Centre for Alternatives for 
Victimised Women and Children）和 GENET（Girls 
Empowerment Network）合作，以校園運動為起點，
宣揚平等信息。

傳統上，當地男女必須分開運動。這計劃鼓勵男
女學生一起參與足球比賽，男生和女生在互相尊重的
體育精神下平等較勁，藉此打破性別定型；足球上更
印有推廣性別平等的信息；觀賽時學生亦一起高唱鼓
勵男生女生實踐自我的歌曲，讓平等信息透過歌聲，
進入校園每一個角落。

女生也可成為出色運動員
住在馬拉維巴拉卡區的 Alice 今年 16 歲，參加

足球培訓計劃後，球技已不輸男生，亦建立自信，「除
了足球，我也喜歡打籃網球（netball）。在我看來，
女生跟男生一樣可以成為出色的運動員！」她更立志
完成學業後參軍：「我想為保護國家出一分力。」

足球可以打破性別定型，也能夠為國內流離失所
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簡稱 IDP）帶來心

理支援，協助他們走出戰亂的陰霾。目前全球有高達
4,000 萬名 IDP，IDP 不同難民，根據聯合國 1951 年
《難民地位公約》，難民必須是「已離開本國的人」
並受國際法等保護。IDP 同樣無家可歸，但無法享有
同等保護。

摩蘇爾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在 2014 年被極
端組織伊斯蘭國攻陷，及後伊拉克政府發動軍事行
動收復當地。多次戰亂令很多摩蘇爾居民被迫逃離
家園，在國內流離失所。位於伊拉克境內的 Hassan 
Sham 營區收容大約一萬名逃自摩蘇爾的人。樂施
會除為他們提供清潔食水及衛生設備外，亦開設
「Ideasbox」中心照顧營區兒童的心理需要。

踢足球令孩子暫忘戰爭傷痛
剛到營地的兒童大多承受過不同程度的心理創

傷，例如差點死去，失去家人或目睹暴力事件等。中
心提供安全的空間，並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參加者
暫忘戰爭傷痛。足球是其中一樣受孩子歡迎的活動，
不少孩子在揮汗中忘掉憂傷。「很多營區的孩子很喜
歡參與中心的活動。因為這裏提供安全的環境讓他
們結識朋友。有些孩子剛到營區時出現心理創傷的症
狀，但他們透過足球等活動，很快認識到新朋友，漸
漸忘記過往不快的片段。」中心職員 Nigar 說。

馬拉維的婦女和Hassan Sham營區居民的經歷，
我們也許無法想像，但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獲
得足夠的支援，人人也有能力「踢出我未來」！

男女生足球賽  宣揚平等信息

伊拉克的Hassan�Sham營區聚居不少受戰亂影響的兒童，他們在足球場上重拾難得的笑顏。� （Abbie�Trayler-Smith/ 樂施會）

馬拉維少女 Alice（紫衣者）無懼性別定型，在足球
場上勇敢追夢。�������������������（Corinna�Kern/ 樂施會）

球賽觀眾為男女球員吶喊助威，並高舉標語，推廣兩
性平等。������������������������������（Corinna�Kern/樂施會）

新聞議題：
在家教學
學習單元：
全球化、現代中國、
今日香港、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顧問教師：
華英中學通識科主任 
賴礎賢

資料回應題 延伸回應題

1.�根據資料 A有關學童的壓力，闡述兩個結論。
◇解題

題目要求闡述兩個「結論」，學生應綜合數據所得，加
以歸納及比較，得出有意義的信息，切勿逐一描述不同項目。
利用資料作答時須引用數據，盡量比較數據間的不同，並作
出簡單運算。
◇參考答案
‧學童壓力最主要來自考試

根據資料 A 所示，逾半學童壓力來自考試，比起其他壓
力來源，如作息時間不足、難以兼顧學業及課外活動等各佔
三成， 是眾多選項中佔比最多。
‧學童壓力來源均與學業有關

根據資料 A，雖然學童有不同壓力來源，但 4 個選項中，
所有都與學業有關，可見學童因為學業而壓力過大。

2.�參考資料，指出現時香港教育制度兩個爭議點。
◇解題

題目要求指出「爭議點」，即不同持份者就同一議題有
截然不同的看法，學生作答時須指出不同持份者在什麼層面
（爭議點）上有爭議。
◇參考答案
‧學習應以個人興趣還是制度要求為先？

在現今香港教育制度下，學生須滿足制度要求，如資料
B 所示，學生在課餘時間或透過補習等方式，鞏固學業知識
及滿足考試要求，導致每天睡眠不足 8 小時，更造成資料 A
所示有過半數人因考試而感到壓力。外國學習則較重視學生
的學習興趣，令學生可在較小考試壓力下發掘學習興趣。因
此社會上出現關於教育制度是否過分催谷學生學習、應以個
人興趣還是制度要求為先的爭議。
‧可否自由選擇在校學習還是在家教學？

有人認為學校教育僵化及過時，教授的知識及技能未必
能應付現今社會要求，愈來愈多家長期望在家教學。然而，
有人不認同在家教學，因為在家教學課程難以監管，政府無
法得知兒童在家是否得到適當教育，更可能出現父母疏忽照
顧兒童等問題，可見應否容許兒童在家學習，還是兒童必須
在校學習上，存有很大爭議。

知識
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學童壓力、
智能發展、人際關係、社交技能、
個人興趣、管教模式

目 標
學 習

態度及價值觀
． 尊重學生興趣
． 平衡學習與休息及玩樂的時間
． 為學生提供多元選擇及出路

技能
． 從資料歸納結論
． 說明爭議點
． 訂立比較標準
． 建構正、反、駁論

3.���「在家教學更有助青少年個人成長的全面發展」，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解釋你���
的答案。

◇解題
． 題目為比較題，學生作答時須加設比較對象，如「在家教學」相對於「在校教育」，同時

須提出比較準則，指出孰優孰劣。題目要求學生就「個人成長」的向度論述，作答時必須
扣連相關概念。

．題目是多大程度題，故學生在最後部分要比較兩者的「相對優點」或「相對缺點」。
◇參考答案
同意的論點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在現今正規學校教育下，一般學校的常規上課時間是朝 8 晚 4，加上補課、補習及課外
活動，不少學生甚至到晚上 8、9 時才可回家，與父母相處時間不斷減少，令親子關係疏離。
反之，在家教學主要由父母授課、解決子女學習困難，親子相處時間大增，父母成為最了解
子女需要的人，親子關係自然更為密切。
．因材施教

正規學校一班師生比例約為 1 比 30，學生能力有差異，興趣也不一樣，但在現有制度下，
他們只能接受一致的教學內容，課程未能有效照顧學生興趣及學習差異。反之，在家教學由
父母因應子女的專長及興趣，度身訂做合適課程，更能因應孩子能力提供教學資源，而子女
面對學習困難也有「專人」解答，可提升教學效能。
不同意的論點
．未能提供專業適切的教學資源

在家教學多倚賴父母或聘請不同私人導師，然而一般父母均要工作，是否有足夠時間教
導子女成疑，而父母不可能深入認識各科，也只有極少數人可負擔聘請多名家教導師。在家
教學難像學校教育般，在不同學科及課外活動均有專業培訓導師。可見學校教育能更全面及
持續地照顧學生多元學習需要，有利學生的智能發展。
．未能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學校教育讓學生與同齡學童相處，他們要共同學習、參與課外活動和協作活動等，青少
年在過程中可學習溝通及社交技巧，同時建立人際關係，在確立個人價值及建立自尊感方面
尤為重要。反而在家教學，青少年只面對父母及外聘教師，與同齡學童相處的機會大減，難
以建立朋輩關係及學習社交技巧，影響其長遠發展。
傾向「同意」的駁論：在家教學可替代性低

在家教學優點較難取代，因為教育資源有限，青少年不可能在正規學校得到度身訂做的
教學。雖然在校學習有較充足的學習資源等好處，但政府可大力發展網上教學資源，又或資
助家庭教學，令在家教學有較彈性的教學模式。
傾向「不同意」的駁論：在家教學影響深遠

即使在校教育未必能為每名學生提供獨一無二的課程，然而如中文及英文等科目，是不
論學生興趣均必須學習，故若在家教學未能提供有質素的教學資源，影響將非常深遠。與朋
輩相處及社交能力也不可或缺，青少年在學校較易得到相關經驗，故學校教育仍較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