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規限思維 vs 發揮創意 

大公報專欄 2011 年 9 月 8 日 

 

 

圖：科學創意中心總監黃金耀（前）培育出多位傑出 
的少年科學家（後左起：陳易希、李安琪、林俊禧） 

 



 
黃金耀(右)、陳易希(左)與其怍品「智能保安機器人」在國際 
賽獲二等獎，陳其後更獲小行星命名 

 

為人父母者都望子成龍，但香港人那眼考試成績的思維卻阻礙子女追求和學

習真正的知識。近年報章雜誌通篇的補習廣告，聲稱「承諾你數學科拿 A，否則

原銀奉還」，或是「三個月內學曉科學」。這種「教育」模式不僅約束了面對公開

試的中學生，更會危及年幼的小學生。現實是填鴨式教育不會教曉他們任何東

西，反而扼殺了孩子的思維。 

 

知識是重要的，在現今這世代，它不再局限於課堂內，任何人連線到互聯網

都能隨時找到世界上的任何知識。但如果我們在教導我們的孩子時，仍不訓練他

們如何獨立和創新地思考，那麼他們長大後必定會給其他國家的孩子比下去。愛

因斯坦曾説：「創意比知識更為重要」，還有一種説法：「知識可以改變命運」，但



是我更贊同「創意可以改變人類」！ 

 

成長關鍵在乎如何探索世界 

報道指出，有部分香港的小朋友 12 歲不會自己繫鞋帶、8 歲仍不會自己吃飯，

相信這是因為家長過度保護、溺愛和掌控子女所致。我認為我們要給孩子們多一

點空間去探索世界、多一點機會做屬於他們自己的事及多一點時間思考。 

 

為鼓勵孩子們發揮創意，我們不應再打擊他們的創造力。所有小孩子天生都

具有創意，12 歲前為最佳。他們常會問很多有趣的問題、提出一些有創意的想

法，但這些問題和想法往往會被我們成年人扼殺，有時候更會被同輩取笑。多年

來的規限導致小孩子的創造力有所下降，令他們變得循規蹈矩，然後努力學習以

爭取好成績，長大後成為律師、會計師、醫生等；但有部分孩子仍然會繼續問一

些傻問題，表現他們對週遭的好奇心，他們長大後便有機會是出色的科學家、發

明家或者是藝術家。 

 

有一個非常好的天才少年科學家的例子，就是陳易希，他是經由本會發掘和

培育。記得我們初次接觸易希，他就像一個 12 歲的普通孩子、來自一個普通的

家庭、在屯門一所普通的學校唸書，但他超凡創新的意念和對科學的熱誠卻讓我

們震驚不已。因此我們極力為他提供機會參加不同的全國性以及國際性的科學比

賽，他傑出的表現展示他比年長的參加者更有才華。在 2005 年，他卓越的成績

更獲得國際天文學聯盟認可，把一顆編號「20780」的小行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當時易希年僅 15 歲，只有少數諾貝爾科學得獎者獲此殊榮。他的科學發明已經

達到大學研究級的水平，因此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史無前例地破格錄取易

希，讓他免試入讀大學的工程系。 

 

在很多國家，因特殊才能而獲大學免試取錄是很普遍的事，但是香港的學生



仍然只能依循傳統、以考試為主的途徑進入大學，這對創造力和獨立思考是沒有

鼓勵作用的。因此有僱主指出香港的年輕人在解決問題時缺乏創新的意念，我們

不應感到驚訝；大部分香港學生只習慣牢記教材中的解題方法來應付問題，他們

甚少發掘真正的問題，更遑論提出有創意的答案！ 

 

要成為出色的科學人才，走的絕不是一條平坦的路。在接下來的日子，我會

在這裡為大家講述激發創意的方法，並帶大家走進多位本港年輕科學人才的世

界，一同分享他們的成長背後的甜酸苦辣，敬請各位期待！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金耀 



家長鼓勵成孩子進步泉源 

大公報專欄 2011 年 9 月 15 日 

 
第 26 屆全國青少年創新科技大賽，港隊共獲 53 個獎項，成績是歷來最好 

 

 

圖：年僅 11 歲的何汶謙憑其作品「密碼轉轉轉」，獲比賽（小學組）一等獎 

 

上周説過，要有效發揮孩子們的創意，需要學校和家庭的配合；孩子們可以

透過在學校的學習，然後在家中實踐自己獨特的創造力。來自於家庭的支持和鼓

勵，比任何外在的力量都要重要。孩子們的第一個啟蒙來源是家長，作為父母的



我們不應扼殺孩子們的創意，相反，更應該好好鼓勵他們多進行天馬行空的創

作，哪怕他們的想法很不現實─因為不代表這種想法，在現今一日千里的科技發

展下不會實現。中國人的思想向來重視規矩，方就是方、圓就是圓，不像西方人

一樣喜歡發掘事物不同面。作為家長，應該多提供一個能夠讓孩子們發揮想像力

的空間，正如西方諺語所説，讓他們從錯誤中學習（Learn from Error），這樣其

實更能有效提高孩子們的學習效率。只有不斷從失敗中學到有用的事物，孩子們

才可以慢慢提高他們對事情的分析力，我們不需要永遠站在作為家長角度，以一

個全能全知的角色去管理孩子，我們更需要的是一顆陪他們探險的心。 

 

創意生活與 8 種態度 

就在今年的第 26 屆全國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中，就有一個好好的例子，説明

了來自家庭的動力有多重要。大賽在 8 月 2 日至 8 日在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市舉

行，香港代表隊共獲得 53 個獎項，並同時奪得多個首次獲得的獎項，是歷來最

好成績之一。在我們的代表隊之中，有一位令人充滿驚喜的同學，他就是隊中唯

一的一位小學同學、年僅 11 歲的何汶謙。汶謙在比賽中憑創意發明「密碼轉轉

轉」─主要用於改善提款機鍵入密碼的保安漏洞而設的裝置─勇奪小學組「技術

與設計」組別中的一等獎。汶謙曾經表示在創作概念，主要是受到來自父親的一

些舊照片的啟發，從而有了一個創新發明的意念；在製作的過程中，有些不容易

被克服的難關，也在家人的支持和鼓勵下，一一破關。 

 

更重要的一點，是汶謙在第 13 屆香港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中獲獎後，奪得了

代表香港出戰全國賽的資格，這個殊榮並不是隨手可得的；但由於自身年紀比較

小，而且不熟悉陌生的環境，汶謙曾經一度因為壓力而想放棄參賽。他的父母卻

一直從旁鼓勵和支援他，不但在精神上給予汶謙極大的鼓舞，他的母親更是身體

力行，陪伴他前往內蒙古比賽，給予了他最堅定的支持，使汶謙能全心投入比賽、

奪取殊榮。因此家庭和父母才是孩子們不斷進步、有效投入創意學習的最大泉源。 



 

為鼓勵我們的孩子有一個富創意的生活和學習得更創新，我建議家長和同學

們都需要時常記以下 8 種態度：好奇心（Curiosity）、冒險精神（Risk- taking）、

擴闊視野（Exposure）、敏銳觀覺（Awareness）、愛思考（Thinking）、愛幻想

（Imagination）、有遠見（Vision）、古靈精怪（Eccentric）；這樣才能做一個充滿

創造力的人！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金耀 



學生特點能成為人生舞台 

大公報專欄 2011 年 9 月 22 日 

 

 

圖：林偉才老師在第 26 屆全國青少年科技 

創新大賽 

 

 

圖：梁頌軒同學代表香港區出戰第 25 屆全國 

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 

 

我們説過，每個孩子天生都是具有創意的，可以是科學發明、文學寫作，也

可以是藝術繪畫。每一個小朋友都有自己獨特的創意思維，我們可以任憑孩子們

天馬行空地創作，但這樣未必可以令孩子有所成就。好的創意需要啟發，我們的

老師就肩負啟迪這個任務。 



家長是每個孩子第一個啟蒙老師，父母可以引領孩子探索很多未知事物；老

師是孩子在探索期間的明燈，給予在探索中的他們指引一條光明的路。孩子們的

創意是否能夠得到激發，很大程度上取決於老師的教學。因此我們會常鼓勵老師

運用一些具有創意的教學方法來指導學生，令他們更投入學習，更容易理解所需

要明白的知識。 

 

創意教學法 掘青年人才 

 

創意教學手法在普遍學校中其實並不容易實行，畢竟現在的老師都需要同時

應付很多的教學和行政工作，再要求他們在教學上不斷推陳出新，確實是有點苛

求。但好的教育工作者始終會以啟發孩子們為最大的目標，我們所做的是教育──

不單是灌輸知識，最重要的是讓孩子們從中領悟並且變成一個自我學習過程，因

此我們應該為當中能夠在教學方法中發掘新點子的同工鼓掌。不少同工不但能夠

激發學生的創意思維和創作熱情，更身體力行進行創新發明，從行動上啟迪學生

一同創作。 

 

好的創新教學法可以帶動學生學習，例如本屆全國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中，

代表香港區出戰科技輔導員項目的老師林偉才，就以我們都認識的一個小活動

──羅馬炮架，設計出一系列有趣的創意科學活動，讓同學能參與其中、透過手

腦並用的學習經歷及解決問題的過程、培養同學們的創造力和探究精神，並讓他

們發展「學會學習」的能力；另一點更重要的是，老師具有發掘學生潛能的能力。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其中一位理事黃錫年就是一個好例子。他曾經奪得全國青少年

科技創新大賽十佳科技輔導員，又曾於今年代表香港前往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學及

工程大獎賽中進行教學分享，不但身體力行推行創意教學，更樂於努力發掘青少

年人才。 

 



不少具有優秀潛質的青年科學人才都有與眾不同的特點，他們有可能不善於

表達自己，或是沒法專注一般的課業，但他們都有很強的思考能力和創意，可惜

未必被身邊的人所理解；梁頌軒正是其中一位。他在入學初期，屢屢因為課業不

佳而遭到批評；但黃老師卻發現了頌軒在創意發明的潛質、為頌軒開啟了人生另

一扇門，使他能夠投入到自己的興趣中。不但展現了頌軒的才能，他更取得不俗

的成績，在去年的全國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中勇奪二等獎之外，更代表香港區出

戰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在這個創意與知識同樣重要的年代，我們應該

為努力推行創意教學的老師們給予大力的支持，是他們將創新意念融合到生活當

中，教會我們的孩子以獨立的精神進行思考，而且不受制於框架、勇於挑戰新事

物；更重要的是，老師們為我們發掘了更多的青年人才，使他們能夠在屬於自己

的舞台上一展所長，發光發亮。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金耀 



學校政策影響孩子發展 

大公報專欄 2011 年 9 月 29 日 

 

 

黃博士與聖公會李炳中學的校長和老師們在全國賽賽場上合照 

 

聖保羅男女中學附屬小學在港區頒獎禮的合照 

 

家校合作，一向是我們教育倡導的宗旨。我們之前説過來自父母的支持和老

師的教導激發孩子們創意的重要因素。學校作為家庭以外孩子們最重要的成長地

方，對激發孩子們的創意思維，有關鍵性的影響。 

 

在我們傳統的教育模式下，學校都承擔知識傳承的責任。在今天的社會，學



校更具有很多不同的角色，不但需要教導學生技巧和知識，更需要向他們灌輸倫

理道德觀念，並且要啟發他們成長，使孩子們能夠開發出自己的潛能。 

 

兩所中小學獲全國榮譽 

 

近年，越來越多的學校注重全人發展；不少學校在教導孩子們課本知識的同

時，也開始推行更多具挑戰性的新式課程，讓有特殊潛質的同學都能發揮自己的

長處。經過多年的努力，這些學校的教育方案終於獲得認同。今年在內蒙古自治

區呼和浩特市舉辦的第 26 屆全國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中，香港首次有學校獲得

「全國十佳優秀創新科技教育學校」的榮譽，更是一所小學和一所中學、共兩間

學校獲獎，實在令人鼓舞！ 

 

獲得此優秀榮譽的分別是聖保羅男女中學附屬小學及聖公會李炳中學。在評

審的過程中，來自中國青少年科協的專家直接走進兩所學校進行全方位考察，對

兩所學校進行不同程度的評核，從不同的方面認真地了解學校在推動科技創新教

育的政策，最後不但將兩所學校評選為「全國十佳優秀創新科技教育學校」，更

稱讚他們的教育水平具有領先地位，值得全國不同省份和地區的學校學習。 

 

聖保羅男女中學附屬小學一直大力鼓勵同學們參與科研創作，不但積極參與

每年均會舉辦的全港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最特別的地方是該校沒有傳統的暑期

作業，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暑期的科技創新研究報告，希望藉此鼓勵孩子們運用假

期來進行創作。聖公會李炳中學同樣是全力推動學生參與科研活動，尤其是多年

來一直組織同學參加不同類型的科技比賽，致力發展出一套學習和應用結合的模

式，將科學原理用於創作上，研究出不少具有高度實用性的作品。 

 

大家可能有錯覺認為能夠推行這樣具規模的創新活動推廣的學校都必定要是



傳統名校，但位於天水圍的順德聯誼總會翁祐中學打破了這個定律。今年剛是創

校 10 週年的翁祐中學，不但是近年科學比賽的常客，更是「星之子」林俊禧和

「星之女」李安琪的母校。翁佑中學在初中課程加入了解難和創意訓練，讓同學

們可以從實用性作出發點來幫助別人；而且該校更是全港唯一在初中引入電腦立

體動畫科作為常規課程的學校，讓同學們接觸更多不同類型的課程，發掘他們不

同方面的才能。  

 

人與人之間存在一定的差異，但不代表這是能力和成績上的分別。每個孩子

都具有自己天生的特質，和獨有的優異才能，只要我們的學校都倡導和支持多元

智慧的發展，我相信我們的孩子也會有天能登上諾貝爾獎的領獎台！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金耀 



事半功倍 vs 事倍功半 

大公報專欄 2011 年 10 月 6 日 

 

 
一批大學學士和碩士畢業時與黃博士（右一）合照，當中數人來自於不同的學院和學科，有文有

理──大學的學習成功與否，與所學專業並沒有關係 

 

跟往年一樣，學生經過一個炎熱的暑假後，又要重新投入繁忙的學校生活，

唯一不同的是今年的高三同學，是首批要參加第一屆中學文憑試的學生。這批高

三同學，不但需要應付一個全新的考試，還要同時考慮選修大學學科的問題。 

 

這批學生比以往準備升讀大學的中七同學的還要年輕一歲，他們對自己的選

科喜好和前途問題，更可能未有一個清晰的方向。在這樣一個年輕的階段，便要

面對一個對人生有重大影響的抉擇，可想而知會對他們造成多大的壓力。如果在

這時候得不到家長及老師的從旁輔導，他們可能會作出一些不正確或令自己後悔

的決定；但現時香港的家長給予子女選科的建議，未必一定是對他們的子女有利

的。 

 

選科應重能力和興趣 

時至今日，大部分的家長依然渴望自己的子女能修讀一些將來能找到一份高



收入工作的學科，反而忽略了子女本身的興趣和能力；他們更不會想到，一個人

的成功往往是源於他對事物的熱愛及鑽研。如果學生們在選修學科時，只是順應

父母的要求或與將來的工作收入掛帥，卻沒有考慮自己是否真正對該科目感興趣

的話，他們往往在入學後，即使花上很大的力氣，都未必能在成績上有出眾的表

現。 

 

最近有一齣印度電影在香港上映，這電影不但在海內外市場錄得破紀錄的

票房，更獲影評人及觀眾一致好評。這電影名叫《作死不離三兄弟》（3 Idiots），

影片描述了三個印度青年在大學認識、成為摯友的一段細膩感人的友誼，亦帶出

印度社會的父母一心望子成龍、強迫子女進入一般人都渴望報讀的某培育專業工

程師大學的可悲現象。片中的男主角自小熱愛工程學，經常鑽研各種工程理論，

並把理論應用於日常生活中，造出很多有趣的發明。他進入印度的著名工程大學

後，經常挑戰大學推崇的背頌課本及重考試成績的政策，因而激怒了大學校長而

險被逐離校；儘管如此，他在工程學的才華令大學校長及老師折服，讓他以一等

榮譽畢業。反觀他的一位大學好友，自小只對攝影感興趣，但礙於父親的希望，

被迫進入工程大學；但任憑他怎樣努力，成績總是差強人意。幸好最終得到片中

主角的鼓勵、朝自己的興趣發展，成為出色的攝影師。 

 

這部電影不但帶出一般傳統學校過分注重學生的考試成績，忽略培訓學生的

獨立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現象，亦反映出東方社會的家長認為讀書就是為將來找

到穩定收入的工作，所以只希望子女報讀傳統熱門科目，從而成為專業人士。但

試想像這個世界沒有發明家，沒有科學家，你會以什麼代步？你會以何處為居

所？你會以什麼蔽體？人類對事物的研究及發明，使世界變得更完善和更豐富。

我們的傳統教育模式，大多只讓學生學習及背誦書本上的知識，但絕少鼓勵學生

透過探索研究及發明來創造自己的知識。 

 



同學們及家長們應緊記，選科應先考慮自己的興趣及能力，切勿盲目跟從潮

流。正所謂行行出狀元，創意更可出狀元！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金耀 



創意不限學科行業 

大公報專欄 2011 年 10 月 13 日 

 

 

陳易希在第二十屆全國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上獲獎 

 

 
禤彥勳在第二十屆全國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上獲獎 

 

美國的蘋果公司最近再次推出新一代的智慧手機，迅速成為全球創新科技愛

好者的焦點話題。由推出智慧手機到平板電腦，蘋果公司所帶動的風潮席捲全

球，其産品的設計及功能都具備超前的意念，成為創新的指標。但有誰會記得，

在上世紀 90 年代初期，當時的蘋果電腦公司曾經陷入瀕臨破産及倒閉的邊沿。



大家有沒有想過是什麼令一個已經快將被淘汰的公司被拯救，並重回正軌，然後

走在行業的領先地位？答案就是創意！如何令一部普通的手提電話變得內容更

豐富、功用更強大，蘋果公司的前行政總裁喬布斯及其科研團隊向我們作出了最

佳的示範。 

 

背誦式教育 限制創意 

特區政府在 2003 提出大力推動六大産業，創意産業包括其中。然而經過 8

年時間，創意産業只佔本地生産總值的 4%，從數字上來説實在不高；而且從宏

觀的意義上來説，香港仍沒有成功將創意融入各行業中。 

 

現今世界的創意發展已經從單純産業式運作轉變成為創意經濟發展。先進者

如歐美國家每天都有創新産品推出，甚至同在亞洲的韓國和日本都是比較成熟的

創意經濟型社會，它們的創意運作不限於某幾個産品，而是遍佈在各行業中。 

 

香港何以經常落於人後？首先，教育制度限制了學生的創意思維模式。國際

創意經濟大師 John Howkins 指出，每個人都具有創意的精神，只要得到引導，

就可以充分發揮並貢獻我們的社會和經濟。正如筆者一直都説，創意來自於人，

教育就是培育人才的最直接方法。香港的課程與其他地區相比，不論歐美，甚或

新加坡、台灣和韓國都比較保守。我們的課程很大程度依賴背誦，考試的模式導

致學生不得不背誦，這樣或多或少限制了年輕人的思維模式和創作能力。在新課

程設計下，我們應該鼓勵更多的跨學科合作，使創意教育不只限於特定的科目，

從而擴展到所有的學科。這也是現今社會的大趨勢，創意不限於設計、美術和電

影的行業，更多的創意點子其實可以用於商業、工程和科技等項目上。 

 

正如筆者在上期説過，我們的社會過分重那些與金錢掛帥的行業，導致現在

的經濟比例失衡，從而令大家只希望加入專業行業以獲得高收入；年輕人不願投



身其他行業，間接導致創意和科研技術等行業人才凋零，最終經濟就邁進一個惡

性循環當中。 

 

同時間，創意和科研發展的推動力度也遠不如其他地區。政府已經牽頭發展

創意産業，八年來先後創立了數碼港和科學園，以及即將建設的西九龍文娛藝術

區，這些都是鼓勵創意和科研工業的好政策。但歷史經驗告訴我們，空有硬體設

施是不足夠的，還需要軟件上的支援。 

 

在新的經濟發展趨勢下，政府應該如何在軟件上作出支援？參考外國的經

驗，在支援科研和創意教育上，除繼續加大力度投入資金外，政府也可以為支援

創意工作和科研技術發展的機構提供更多政策上的優惠。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稅

務優惠給予支持科研及創意工業的商業團體，吸引商業團體投入資金及人力支援

創意及科研工業的發展，同時將創意技術帶給不同行業，推動真正的創意經濟發

展！ 

 

被譽為蘋果電腦創意靈魂的喬布斯日前離世，但好的創意不會離我們而去，

反而會流傳萬世。接下來的兩周，我將會在這裡介紹兩位年輕科學人才─陳易希

和禤彥勳，如何拚創意進行創業，敬請期待！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金耀 



興趣開啟「摘星之路」 

大公報專欄 2011 年 10 月 20 日 

 

 
陳易希在初中階段鑽研發明 

 

 
易希在小時候已經喜歡在不同的店鋪尋找機械零件來進行創造發明 

 

我們的一生面對不同的選擇，早前和大家討論過，學生學習自己喜愛的科目

的重要性和對日後發展的影響。從今期開始我會跟大家講述兩個真實的例子，以



印證之前這個説法。 

 

第一個我想講的例子，便是很多香港人都熟識的「星之子」陳易希。2005 年

11 月 2 日，當我還是一位中學老師時，那天早上，學校的工友拿一疊當天的報

紙進入教員室分派給老師，我看見這天報章的頭條後，開心到目瞪口呆。報章上

印 10 個大字：「天上有顆星 ─ 命名陳易希」！這是我們香港人的驕傲，亦是我

們「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多年來的努力成果；易希憑自己的努力，其成績獲得

了世界的認同！ 

 

電子工程興趣路 親子同行 

易希 14 歲時，就代表香港特別行政區前往美國參加「第 55 屆 Intel 國際科學

與工程大獎賽」，他不但與來自世界各地的青年科學愛好者進行交流，最終更於

所在的工程學組別擊敗了來自世界各地的 140 多名對手，奪得個人組別工程科二

等獎的殊榮，並因此獲得「國際天文聯會」以其名字為一粒小行星命名。這不但

是易希的一個極大的榮譽，亦令香港人為此感到無比的光榮。易希的成功正是因

他從小到大，都能夠朝自己感興趣的事物不斷鑽研，從而累積豐富的經驗；專注

於一項興趣也使他學習得更深入和獲得更全面的知識。 

 

當其他小男孩在踢足球、打籃球時，易希卻喜歡獨自在家中拆解東西，家中

幾乎每一個零件、每一顆螺絲都被他轉動過。而且他熱愛發明創造，他為家居加

裝了很多他發明的設計，例如電子門鎖等簡便小發明，都是他年少時候就創造出

來的。對於他的興趣，易希的爸爸不但沒有因此責罵或阻止他，反讓他繼續研究。 

 

易希的爸爸是一位汽車維修員，所以閒來還會和易希一起研究汽車維修。易

希 13 歲的時候，他曾經要求父親代他報讀一個必須是 16 歲或以上人士才能報讀

的電子技術課程，希望父親能把所學的回來教自己。易希爸爸竟也因他的苦苦哀



求而報讀了該課程，雖然自己日間要上班，下班後還要上課，的確很辛苦，但為

了兒子對電子工程的熱誠，易希爸爸身體力行的作出支持。後來，易希四出尋找

學習機會，最終也找到一間名為「中華業餘無線電研究會」，願意取錄他入讀初

級電子課程。 

 

反觀與易希同齡的學生，大多數都會被家長安排報讀補習班學習英語、考試

補習班或現今的家長都熱衷於子女學習的鋼琴班等等；易希卻跟隨自己的興趣，

選擇跟一眾成人一起上課，學習電子課程。正因他對電子科學發明的興趣才能促

使他鍥而不捨、廢寢忘餐地不斷創造及鑽研新的發明，終於取得他日後的成就。 

 

易希創作發明的故事並沒有隨他獲得小行星命名而完結，下星期在這裡繼續

為大家講述他的「摘星之路」。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金耀 



學術成績不代表全部才華 

大公報專欄 2011 年 10 月 27 日 

 

 
易希作為 Apps 開發者，早前為教師團體製作出一個有趣的 Apps 作為對教師 
的支援 

 

 
易希在 Intel 大獎賽的頒獎台上與一眾得獎者同享喜悅 

 

 



今期我們繼續「星之子」陳易希的「摘星之路」。 

 

當年易希在就讀中一時，適逢學校舉辦學生會選舉，在好奇心和機緣巧合下，

易希認識了一位參選的師兄，易希自動請纓把自己在家中研究的機械人帶回學

校，幫這位師兄助選，結果易希的師兄成功當選。易希這個機械人就正因為這次

的選舉，讓大家得以認識；同時也得到老師們的青睞，推薦他參加「香港新一代

文化協會」於 2003 年舉辦的「香港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 

 

易希在這次比賽中以他發明的「智慧機械人」勇奪一等獎，一鳴驚人。其後

他憑上述的發明代表香港區到中國內地參加了「全國青少年科技創新大賽」，並

在這個全國各省的精英雲集的比賽中，同樣奪得一等獎的佳績。 

 

易希 14 歲時獲選代表香港遠赴美國俄勒岡州參加「第 55 屆 Intel 國際科學與

工程大獎賽」，當時他更是比賽中年紀最輕的參賽者之一。最後易希擊敗來自世

界各地的多名對手，勇奪工程學二等獎；他也因這個獎項，獲得「國際天文聯會」

以他的名字為一粒小行星命名的殊榮，成為首名獲得小行星命名的香港人。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是承辦這個比賽的香港區選拔賽單位，除了帶領同

學參賽，「新一代」還會為同學提供一連串的培訓，包括提升研究和發明的質素

及增加他們英語演説技巧，務求他們能在賽前更好地裝備自己。易希能夠獲得這

麼好的成績，我們不但感到無限的光榮，更肯定了我們多年來於培育科技人才方

面所付出的努力；他的成功亦大大的促使了香港政府及普羅大眾對科研活動及發

展的關注。 

 

年紀輕輕與諾獎得主齊名 

雖然易希在科學研究方面有優秀的表現，但他在學校內的學術成績只屬一



般。憑他於科研方面所顯露的才華，當時的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破格取錄了

剛完成中學會考的易希，使他成為首位無須憑中學會考或高級程度會考成績而直

接獲得取錄入讀大學的香港學生。易希隨後憑他所取得的多個驕人成績，在 2007

年以 17 歲之齡在北京獲頒發「影響世界華人大獎」，同時獲獎的 10 位得主包括

諾貝爾得獎者楊振寧教授、奧運金牌運動員劉翔及國際影星章子怡！由此可見，

易希的才華是有目共睹的，並獲得多方的認同。 

 

現在易希已完成了科大的大學課程，緊接開始他碩士研究的課程並同時成立

了自己的公司，專為客戶設計網上應用程式；早前他更應一間香港著名意大利餐

廳的邀請，為它設計了一個應用於平板電腦的電子餐牌。 

 

易希的故事令我們看到一個來自草根階層的小男孩，憑對自己興趣的堅持和

努力，同樣可以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璀璨未來。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金耀 



興趣「戰勝」熱門學科 

大公報專欄 2011 年 11 月 3 日 

 

 

禤彥勳憑其作品「新一代機械腳」奪得英特 

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三等獎 

 

 
彥勳獲得「明天小小科學家」的稱號，成為全國最優秀的青 

年科學家之一 

 

繼上兩期與大家分享了香港的第一位「星之子」陳易希的故事後，今期想和

大家認識另一位勇於堅持自己的興趣、為自己的理想奮鬥的青年，他就是現任「香



港科學英才會」的主席禤彥勳。 

 

禤彥勳對科學的興趣及鑽研，有跟易希同樣的熱情及鍥而不捨的精神，他的

志願也是成為一個科學家；亦曾於多個國際和國家級的科學比賽中獲得彪炳的戰

績。彥勳於 2006 年參加「第 57 屆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憑其研究成

果「新一代機械腳」奪得「工程學」三等獎兼特別獎，他更在同年於第 5 屆「明

天小小科學家」獎勵活動中，擊敗全中國數萬名參加者，勇奪「明天小小科學家」

此全國最高榮譽稱號。這活動由國家教育部主辦，目的是選出有志成為科學家的

學生，對象為就讀中六及中七、品學兼優並有個人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的學生。挑

選過程極為嚴格，賽事中被譽為「中國青少年諾貝爾獎」也由彥勳獲得，可見他

確是一位熱愛科學、對研究發明充滿熱誠的年輕科學家。 

 

中學時期，彥勳就讀於傳統名校，同學於畢業時大多會選擇進入大學修讀熱

門的學科，例如金融、法律或醫學等學科。彥勳的父母亦從小對他有極高的期望，

所以彥勳於就讀中七時，亦曾考慮進入大學選修醫科，但他於上述一系列比賽獲

獎後，對自己於科研方面的發展更具信心，所以最終決定於進入大學時，修讀自

己喜愛的物理學。雖然心中承受很大的壓力，但最終他堅持自己的興趣及理想，

獲父母的諒解及支持，完成了四年物理學的大學課程。 

 

繼續研究不忘育才 

彥勳完成大學課程後，他對科研的興趣及對科學知識的追尋並沒減退及停

止，他繼續於香港理工大學進行科學研究的工作。更難得的是，他對培育新一代

的科研人才亦不遺餘力。彥勳擔任「香港科學英才會」（以下簡稱「英才會」）的

主席，積極參與並推動很多有關培訓中小學生於科研發展方面的活動。「英才會」

是「香港新一代文化拹會」其中一個屬會，於 1999 年成立，旨在凝聚每年曾於

各大型比賽中得獎的科學精英加入「英才會」，共同提升香港青少年對科學的興



趣及視野，攜手為科普工作獻出更大力量；「星之子」陳易希和「星之女」李安

琪都是其中的成員。 

 

除此之外，彥勳現時亦成立了自己的公司，專門研發及銷售創新産品，例如

他最新的發明品是一個可儲存「八達通」卡的智慧手機殼，此專利發明是現時在

市場上唯一可以配合手機及「八達通」咭同時使用的産品。由此可見，他勇於追

求自己理想的抉擇是絕對正確的，因這不但能開展他感興趣的工作，亦正是他這

份對科研工作的熱情，促使他不斷研發新産品，為人類的未來作出重大的貢獻。 

 

雖然香港可能少了一位醫生，但絕對多了一位對人類歷史有更深遠影響的科

學家！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金耀 



推創意科技 平台最關鍵 

大公報 2011 年 11 月 10 日 

 

 
小朋友也積極參與創新科技嘉年華的攤位活動 

 

 

科學創意中心的義工正在為公眾介紹展出的作品 

 

早前説過，推動創意教育和創新科技發展，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社會各界

的參與才能取得成功，而且缺一不可。政府自 2003 年推動創意産業發展開始，

大大小小的創意産業發展計劃均已陸續實行。其中自 2003 年開始舉辦、由香港

創新科技署主辦的「創新科技節」至今已是第 7 屆，每年均吸引不同界別人士參



與。 

 

「創新科技節」於本年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3 日舉行。活動獲越來越多的機構

和團體的支持，並發展成為本地的創意和高新科技發展展覽的盛事之一；其中重

點項目當屬於在香港科學園舉行的「創新科技嘉年華」。一連 9 天舉行的嘉年華

節目豐富，有適合普羅市民參與的科普講座、適合一家大小的創意工作坊、專業

性強的座談會，並有專為業界發展而設立的業界研討會，分別為市民大眾及業界

人士提供渠道去了解現時的創意和科技發展的趨勢。 

 

「創新科技嘉年華」之所以被視為一個成功的項目，主要是因為如同我剛才

所説，獲得了來自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和配合，才得以辦得有聲有色。除了牽頭的

政府部門以外，多個活動的合作夥伴，包括大專院校、研發中心、專業團體、科

技企業和青年教育團體等都參與其中開設展館及攤位，提供全面及多元化的資訊

給予參與者。「創新科技嘉年華」不同於一般的專業或學術論壇，它提供了一個

平台給予大眾市民參與到高新科技和創意活動當中，讓最新的創意科技項目得到

推廣，這樣就達到了科學和創意普及的目的。 

 

需政府及社會支持與配合 

香港的創意産業發展，其實非常需要同類型的合作項目，當社會資源有限的

時候，我們都不能依靠單獨的團體去運作和發展新興的産業，相反，我們需要更

多的配合和支援。我們常説的跨學科、跨部門乃至跨機構的合作，就如「創新科

技嘉年華」一樣，不正是一種創意思考模式的體現嗎？ 

 

香港經濟邁向轉型的階段的今天，我們應該以宏觀的角度來規劃，從科學園

和數碼港的出現，到今天的「創新科技嘉年華」，還有將來的西九文娛藝術區，

都是創意發展的一個大方向：由政府主導，並配合不同團體的支援，為我們的下



一代開發更多的資源，共同推動創意和科技的發展。 

 

文章見報的今天，「創新科技嘉年華」已經舉辦得如火如荼；明天 11 月 11 日

的 11 時 11 分將會有另一項體現政府和社會合作的盛事同樣在香港科學園舉辦。

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屬下的「香港科學創意學會」主辦，並獲得政府支持，舉

行一個共創健力士世界紀錄活動，名為「同一太陽下」，邀請超過 1300 人一同用

環保物料製作太陽燒烤爐進行環保燒烤，為創意和環保共同出力！希望各位讀者

有時間一同前來科學園作為見證，並為參與者打氣！ 

 

在剛過去的週日，同樣有一個由我們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連同

香港數碼港主辦的創意比賽完成總評和頒獎典禮，那就是「香港青少年 3D 動畫

創作大賽」。下一期，我將會為大家講述一下這個現在全港唯一的動畫創作大賽，

敬請期待！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金耀 



推廣動畫創作 支援創意教育 

大公報 2011 年 11 月 17 日 

 

 

香港青少年 3D 動畫創作大賽 2011 各組別冠軍得獎者合照 

 

 

入圍同學介紹作品後即席回應評判團的提問 

 

近年全球掀起 3D 電影熱潮，不少觀眾都嘆服電影內逼真的人物造型和背景。

大家有沒有想過親手製作一個 3D 動畫故事？其實在我們身邊，早已有不少的中

小學生投入其中。 

 

 



上期提到的「創新科技嘉年華」中，其中一項盛事正是「2011 年香港青少年

3D 動畫創作大賽」的總評及頒獎典禮。這項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

心及香港數碼港管理有限公司合辦，並獲得香港創新科技署全力支持及創意香港

提供資金支援的比賽，已經是第 4 屆舉辦。今屆賽事吸引了來自 100 間學校、超

過 700 位同學參加，成為其中一項學界重點的創意比賽。比賽主題為「一人有一

個夢想」，我們希望參賽同學能透過製作動畫表達對夢想的憧憬，並將夢想融入

到 3D 動畫製作當中，激勵大家要堅持自己的夢想，繼續奮鬥。 

 

舉辦「香港青少年 3D 動畫創作大賽」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推廣 3D 動畫技術，

為熱愛創作的同學提供展現才華的機會，並培育同學們在創新、科技和設計方面

的能力，將藝術和科技結合。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大力推動創意工業，科創中心

作為全港唯一肩負推動科學和創意教育的青少年教育機構，希望藉比賽將 3D 動

畫創作技術向社會大眾推廣、使 3D 動畫創作帶入更普及的階段，令更多人可以

親身接觸到 3D 動畫創作的原理和技術。 

 

3D 技術滲入學習 

其實數碼娛樂和 3D 動畫已經為人熟悉，無論是看電影、網絡遊戲、家中的

立體數碼電視機和播放器，乃至我們現在每天使用的手機都已經開發出 3D 技

術。香港的創意工業才起步不久，更應該注重教育和培訓工作，不能只推出硬體

設施而忽略了軟件上的配合。我們可以看到現在不少的産品都在研發 3D 技術，

證明了這項技術能夠帶來很大的商機；不單是香港，世界各地都十分需要這類人

才。 

 

自 2008 年，參與「香港青少年 3D 動畫創作大賽」的人數不斷上升，參賽作

品的水準也越來越高。不少同學在比賽獲獎後得以改進作品的品質，繼而獲得參

加國際性比賽的機會。在參與國際賽事期間，同學都大大擴闊了眼界，並能與世



界各地的 3D 動畫製作人才交流。同時，科創中心也為獲獎的同學提供實用的學

習和培訓的機會，安排他們前往著名的創意媒體公司進行 1 至 2 周的實習工作，

使他們親身體會現實的 3D 動畫製作的工作環境。 

 

3D 技術的普及，加上比賽的成功，現在不少學校都開始重視 3D 動畫發展，

甚至開設相關課程，亦不時組隊參與各類比賽、互相交流經驗，對創意工業的發

展有很大的幫助。現時，在相關領域辦得最成功的可算是順德聯誼總會翁祐中

學。這所是「星之女」李安琪的母校，不單在科學研究和發明為同學提供很大的

支援，更是全港唯一一所在中一至中三開辦電腦立體動畫科常規課程的中學；教

材也是以中學生的程度專門編寫的，使同學在學習的過程中更容易理解和明白。

翁祐的同學的 3D 動畫創作技術已經可以比肩國外水平，屢屢在外國比賽中獲

獎，為港爭光！ 

 

技術可以逐步鍛煉，但創意則不可以刻意培訓，只有通過長時間的嘗試和學

習才能培養創新的態度。正如我之前所説，香港需要加強創意教育的支援，而這

需要各方面的積極配合，「香港青少年 3D 動畫創作大賽」也是一個成功的好例

子！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主任 



知識是激發創意的根本 

大公報 2011 年 12 月 15 日 

 

 

曾思晉正在與其他參賽者交流 

 

 
黃萃榆的參賽展位 

 

 

 



當 11 月各位同學都在忙於追趕功課和準備考試的時候，有兩位同學正暫停學

習，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帶領代表香港前往北京比賽，追逐自己

的夢想。 

 

在 11 月 15 至 22 日，來自聖保祿學校的黃萃榆及來自迦密柏雨中學的曾思晉

帶自己的研究項目前往北京，與來自全國不同省份的 98 位同學一同參與第 11 屆

「明天小小科學家」獎勵活動，最終他們分別奪得二等獎及三等獎。 

 

「明天小小科學家」獎勵活動不同於一般的科學比賽，它是一個結合科學研

究、學術水平測試及個人品格素質測試的比賽；每年都有來自全國 31 個省市、

自治區及直轄市的超過 600 名同學報名。經過三輪的評審後，最終有 100 位優秀

的同學能夠出席每年 11 月在北京舉辦的總評活動。除評審出一等獎、二等獎及

三等獎外，最傑出的三位參賽同學將會獲得「明天小小科學家」的稱號。由於競

賽水平很高，並且能夠參與的同學都是最優秀的，因此本獎勵活動又被稱為「中

國少年諾貝爾獎」。 

 

科研賽也考文明品格 

「明天小小科學家」獎勵活動除了要求參賽的同學要擁有獨立研究項目能力

外，更需要參賽同學具備廣闊的視野及良好品格。在比賽期間，參賽同學除了要

就自己的研究項目與超過 60 名專家學者進行答辯之外，更要參與圍繞中外歷史

及古今文化的知識水平測試；此外，比賽期間同學會獲安排參與社會公益活動，

透過義務工作體驗，考察同學的精神文明及個人品格。 

 

比賽以外，同學更有機會與外國知名的科學家進行會面研討，增進個人的專

業科學知識；同時走訪航空航天科技博物館、並參觀北京大學及清華大學的科學

學院和各大實驗室，實地觀察及體會現今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 



能夠在如此高水平的比賽當中脫穎而出，實在是難能可貴。在以往的比賽當

中，也曾經有香港的同學獲得最高榮譽，分別是 05 年參賽、現任香港科學英才

會的禤彥勳，及 09 年就讀迦密柏雨中學的朱凱鳴同學，兩人都曾經在最優秀的

百名參賽者中摘魁而回，奪得「明天小小科學家」的稱號，完了自己的科研夢外，

也證明香港學生也能夠躋身國家前列位置。前者現正修讀自己的第三個碩士學

位，更開辦自己的公司、設計創新科研産品；後者正在香港大學修讀醫科，為成

為出色醫生而努力，這也證明了堅持理想便能成功。 

 

這個被稱為「中國少年諾貝爾獎」的比賽至今雖然只是舉辦了 11 屆，但水平

卻非常高，能夠參賽的同學都是極為優秀的；從比賽中我們亦看到了中港兩地同

學的差異。 

 

國內的優秀學生不但對自己專注的科研項目上有扎實的認識，更對文學藝術

及天文地理都有廣泛的涉獵，並且擁有更主動和積極的態度，永遠都抱一股學習

的衝勁，這無疑比本港的同學更優勝。這也是香港的教育值得借鑒的地方。如何

提高同學的學習興趣，並讓他們更廣泛地學習不同的知識，是我們在中學課程改

革中遇到的問題，除了需要激發同學的創意，我們需要同學擁有更扎實的知識；

沒有穩固的理論，即便有創新的點子也不能付諸實踐，不是十分可惜嗎？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金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