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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輯

第五波疫情嚴峻

新冠疫情肆虐，本地大學被迫數度暫停面授課堂，不但影響學
生的學習與校園生活，亦對其身心健康，以至其他方面發展帶來
影響。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過去兩年投放逾兩億
元予八所本地政府資助大學，推出一系列學生支援計劃，同時發
展虛擬教學。面對仍然嚴峻的第五波疫情，教資會最近再額外注
資5,000萬元，助各院校進一步加強對學生的支援。

疫情爆發至今兩年多，為香港帶來前所未見的

挑戰，各界均受到影響。大學生因面授課堂暫

停，跟同學和老師聯誼交流、參與課外活動，以

至享受校園生活的機會減少。疫症的傳播和生活

方式的改變亦令他們倍感壓力和焦慮，影響精神

健康。另一方面，疫情導致香港經濟轉差，增加

了大學生求職的難度，他們對職業規劃諮詢及支

援服務的需求亦相應提高。

疫情期間支援不斷

教資會於2020年11月撥款5,000萬元，推出「 學

生支援計劃 」，支援八大開展涵蓋心理輔導、精

神健康、職業規劃及發展，以至體能及健康生活

的學生支援服務。八大各自運用有關撥款，在

2020/21至2021/22學年，推展合共75項計劃及服

務，如網上心理輔導、精神健康講座及活動，以

至網上求職博覽和求職者工作坊等。學生支援計

劃原定今年6月30日結束，教資會有鑑於第五波疫

情對社會的打擊較前四波嚴峻，最近再注資5,000

萬元將計劃延長18個月（至

2023年12月31日），以支持

八大加強和深化各類學生支援

服務。兩次撥款令整個計劃的

資助金額，累積至1億元。教

資會期望八大善用額外款項組

織學生參與抗疫相關的義工活

動，或在第五波疫情完結後參

與推動疫後復原的志願服務，

讓學生在回饋社會之餘，豐富

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

四方面推展虛擬教學

疫情期間，八大部分時間暫停面授課堂及教學

活動，並廣泛採用線上模式授課，取得成效的同

時，逐漸形成教學的主要模式。教資會預料大學

在疫情過後仍然持續推展虛擬教學，與面授課堂

互為補足，提升教與學的效能，因此聯同質素保

證局於去年1月額外提供1.65億元，作為推展虛擬

教學策略性發展的特別撥款（簡稱「 虛擬教學撥

款 」）予八大，支持大學朝四方面開展更多元化

的虛擬教學項目。其中包括發展虛擬教學的管治

架構、評核方式、質素保證系統及最佳的專業實

踐典範；豐富虛擬學習的整體教育體驗；探索新

策略、教學法、平台及設施以實現虛擬或混合式

教學的長遠願景；以及推廣在實習和臨場培訓等

情景下融合虛擬教學。

特別撥款分為兩部分，當中1.5億元按大學學生

人數為基準分配給各校，每所大學至少可獲得

1,500萬元；餘下1,500萬元專供八大推行跨院校

協作項目，每所大學獲平均分配187.5萬元。各校

分別利用特別撥款推出不同的虛擬教學項目，各

有特色。

香港浸會大學在疫情期間，充分運用教資會

的資助，推出一系列涵蓋不同層面的支援措

施，全面照顧學生不同的需要。浸大副校長

（教與學）周偉立博士指，針對學生精神健康

與情緒支援，校方成立了一支精神健康急救

隊，由學生充當隊長為其他同學提供朋輩輔

導，如聆聽他們的心事和情緒問題，予以開

解，若情況嚴重則轉介專業輔導人員跟進。急

救隊長亦會籌辦網上及線下精神健康講座，分

享紓緩情緒和減壓的方法。計劃推出至今，有

約二百名學生成為急救隊長。

職前培訓應對工作新常態

疫情打擊經濟，影響就業市場，加上企業數

碼轉型的趨勢，改變了大學生就業所需的技

能。校方特別推出技能提升計劃，鼓勵及資助

學生學習就業市場所需的專業知識，例如數碼

行銷、數據分析及人工智能等。另外，校方亦

跟不同界別的專業團體合作，舉辦網上課程，

例如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從業員證書課程，藉

此鼓勵學生善用課餘時間進修，提升求職就業

的競爭力。疫情令學生無法到海外進行工作實

習，失卻擴闊視野的機會。校方積極聯絡外國

企業，安排網上工作實習，工作種類多元化，

包括替企業設計程式、收集數據，以至撰寫社

交媒體的宣傳貼文。周博士稱，疫情令企業改

變固有工作模式，如日常會議改為網上進行，

員工透過社交程式洽談公事。學生通過參與網

上工作實習，不但可汲取工作經驗，更可親身

體驗現今企業的工作模式和生態，為將來投身

職場作準備。

善用科技革新教學模式

疫情期間，浸大利用教資會撥款優化網絡系

統，提升頻寬速度，以便進行網上授課。校方

同時為教師提供培訓，讓他們更掌握網上教學

的技巧，並善用科技促進師生互動，提升教與

學的成效。另一方面，校方亦致力研究革新評

核模式，在傳統的筆試外，開拓更多評核渠道

和方法，如網上實時測試，更全面和有效地評

核學生的表現。

周博士指，浸大一向重視服務學習，鼓勵學

生參與義工服務，以所學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人

士。疫情令實體活動被迫暫停，校方不願學生

因此錯失學習的機會，於是推出網上服務學習

計劃。透過跟不同的非牟利組織和社會服務機

構合作，針對服務對象的需要，由學生推行網

上義工服務。例如：中醫學生拍攝短片，教導

行動不便需要接受推拿治療的長者自行在家中

按壓穴位，紓緩肌肉；修讀教育的學生透過視

像系統，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童補習。校方將運

用教資會的額外資助，繼續推動服務學習。

浸大在推廣虛擬教學的跨院校協作亦十分活

躍。例如：浸大牽頭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

育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攜手推展「 學術誠信與

道德——增強現實技術 」計劃，利用增強現實

（AR）技術，以情境案例的方式展現抽象的學

術誠信與道德議題，引導學生討論和反思；該

計劃是其中一個教資會資助的跨院校協作項

目。

香港中文大學針對疫情亦推出了多元化

的支援措施，切合學生不同的需要。中大副

校長兼統計學系教授潘偉賢以手機應用程式

UrHeard為例，這是個為方便學生諮詢大學

生活及學習上問題而設的網上平台。學生透

過附設的過濾和短信功能，更可搜尋和聯繫

相關背景及領域的朋輩聆聽者，藉經驗交流

建立朋輩支援網絡。另外，校方為鼓勵學生

在疫情期間多做運動，特別開發名為「 相

『 躍 』中大 」的應用程式。學生可透過程式

瀏覽150多條不同種類的運動示範影片，進

行日常鍛煉。程式亦可推薦不同難度級別的

健步行、緩跑和行山路線，並記錄步行距

離、時間和燃燒的卡路里。

開發手機程式 全方位就業支援

針對學生求職就業支援，校方分別開發了

「 中大精英招聘網 」和Career Success兩個

應用程式。前者配備職位搜索功能，方便學

生尋找職位空缺和工作機會；後者協助學生

作職業生涯規劃，由探索個人興趣出發，認

識不同行業和工作崗位，確立事業發展的方

向。程式亦會教授求職面試的技巧。另外，

校方亦舉辦「 在學在職計劃 」，並得到逾百

家企業提供工作實習機會，讓升讀四年級的

學生參與為期8個月的實習，汲取工作經

驗。

網上交流突破疫情限制

虛擬教學方面，潘教授直言這是大學近年

重點發展項目之一，而教資會虛擬教學撥款

不只是經費上的資助，還包含四大建議發展

方向，給予校方明確指引和啟發。針對疫情

令世界各地的學生交流陷入停頓，中大推出

虛擬學生交流計劃。校方通過環太平洋大學

聯盟（APRU），與聯盟成員院校接洽，得

到其中39間院校支持開放各種線上學分課

程及課外活動讓中大及其他學校學生參加，

數目多達六百項，當中涵蓋文化、全球領導

力、職業規劃和社區服務等議題。學生足不

出戶就能接受國際教育和體驗。另外，校方

亦致力發展融合虛擬實境教學，給予學生嶄

新學習體驗。其中工程學院開發了遠程操作

在線遙控機器人的實驗平台，讓學習通過虛

擬實境技術操控機械人進行各種工程實驗。

跨院校協作項目方面，中大利用大學研發

的知識與教育交流平台（KEEP），與多間

大學合作共同推展虛擬教學，其中包括香港

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嶺南大學和其他

大學。KEEP透過先進技術，讓不同院校的

網上學習系統互相銜接，開放網上學習課程

給各校學生修讀，促進知識的交流。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在過去兩年撥款共2億6,500萬元，支援大學及學生應對疫情。

▲結合學習和社會現實的虛擬教學活動。

▲浸大資助學生舉辦體育活動促進同學身心健康。

▲周偉立博士稱，校方藉不同的支援措施
照顧學生在疫情期間的需要。

▲中醫學生通過視像系統教導行動不便長者自行在
家中按壓穴位。

▲潘偉賢教授指，中大在疫情期間，善用
科技推出一系列學生支援措施。

▲UrHeard程式讓學生透過過濾和短信功能，搜尋
和聯繫相關背景及領域的朋輩聆聽者。

▲Career Success提供多方面就業輔導支援。

▲學生透過「 相『 躍』中大」程式，觀看不同類型的
運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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