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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來

勢洶洶，全球

都無法倖免。

由於防疫、抗

疫的緣故，香港教育界自年初起經歷了停課、短暫復

課的循環，校園生活被迫中斷。不過，教育界一直憑

着「停課不停學」的信念，千方百計支援學生在家學

習。為讓學生在疫假中有所反思，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及大公報在今年初舉辦「漫長的疫假」全港中小

學徵文比賽，吸引逾200所學校近1,000名學生參

加。得獎學生以純真動人的文字，書寫對疫假的感

悟，在疫情衝擊下表達出對個人及社會的積極期盼，

以愛團結抗疫，同時展現出對基層的關懷。

在上周六舉行的頒獎典禮，大會邀得特區政府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

忠、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張國義、中聯辦教育科

技部一級巡視員劉建豐、教聯會主席黃錦良等嘉賓出

席，鼓勵學生面對疫境，不怕困難，迎難而上。香港

文匯報訪問了多名得獎學生、評委、家長及學校代

表，分享比賽的得着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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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校長黃仲良：

比賽帶給學生正面的影響，讓學
生思考生活。因新冠肺炎疫情將
「理所當然」的東西突然變得「來
之不易」，讓他們有所反思，並從
中學懂感恩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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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協力 打贏疫戰 小學組

學生奪冠感受

領悟校園生活珍貴 初中組

不要放棄 陽光定來 高中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家長盧周慧儀：
鼓勵兒子參賽，是希望他能在漫長的疫假中，用文字

表達積極正面的態度，為自己、為大家打氣，共同面對
疫情，傳達正能量。

家長陳女士：
我們要讓孩子多學一些知識，多從書中汲取新知
識，培養他們的好奇心；亦要給予孩子自由度，讓他
們透過紙筆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將軍澳香島中學
校長鄧飛：
比賽主題能夠緊扣疫

情，甚具價值。原以為
參賽作品都是大吐苦水
的內容，但從學生分享
及評判點評中發現，文
章內容積極正面，難能
可貴！

評委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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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冠軍朱韵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小學組冠軍傅嘉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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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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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聖書院中六生朱韵呈，憑着
《等一等，陽光會出來》榮獲高
中組的冠軍。說起得獎感受，韵
呈笑道：「本身只是當作功課，
能夠得獎也感到喜出望外！」然
而，從字裏行間能夠看得出，她
的文章結構嚴謹、文筆優美，獲
得評審「文章記事抒懷，情感真
摯」的高度評價。
文章刻畫了母親在疫下工作的

辛勞形象，作者目睹母親在後巷
洗碗，晚上又翻箱倒櫃找止痛藥治療腰痛，母親為整個家庭的付
出，讓作者深受感動。韵呈坦言，文章取自於真實經歷，「我的
家庭屬於基層，疫情發生初期口罩很貴，母親的口罩用了幾次才
捨得扔，看得我心裏面感到鬱悶。」
韵呈在文中寫道：「母親堅強的個性永遠可在我的腦海裏令我終

生受用。」她表示，「我希望透過我的文章，展示給社會看，讓大
家了解基層的生活。」她正備考來年舉行的文憑試，希望未來能夠
考進大學的電影學系，甚至希望成為一名編劇，若有機會，未來甚
至想將現在的生活寫進劇本，呈現人們在疫境下的生活。
她坦言，目前的學習生活不利於她備考文憑試，只能希望疫情
能夠盡快過去，正如她在文章最後寫到的那樣：「如果在面對逆
境時，或許不要放棄希望，再等一等，陽光就一定會出來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培僑書院中三生門睿涵憑作品
《成就更好的自己！》獲得今次
徵文賽初中組冠軍。對於自己能
夠獲獎，睿涵笑言「當下非常驚
訝，以為老師傳錯了消息！」他
表示，由於文章取材於真實生
活，所以寫起來不是特別難，但
是寫作手法方面還是需要作出調
整。
他謙虛地提到，自己一貫寫作

風格較為詳實，故要在字數限制
中完整地表達想法是一大挑戰，「我需要將文字精煉之餘，也要
包含原有的意思」，他又提到寫作竅門，「我從中學會了捨
棄」，只保留必要的資訊內容。
睿涵指，沒有人能夠預測疫情走向，對於學習習慣的改變也感
到無奈，「以前在學校是面對面上課、交流，但疫情期間，很多
時間都變為在家學習」。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埋怨，「老師需要
拍片教學，這對他們而言也是一大挑戰！」
在得獎文章中，睿涵寫出了學生由停課的「欣喜若狂」，繼而
變為內心「有些許沉悶」的改變，領悟到校園生活的珍貴與美
好；他又在網課期間，因為多了空間與時間而培養出做飯的興
趣，「看着飯菜在鍋子裏蒸騰，讓我得到興奮的成就感和疫境中
夾存的絲絲幸福感。」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畢業生傅嘉
進憑着《美麗的世界暫時睡了》
榮獲小學組冠軍。他與香港文匯
報記者分享時指，非常榮幸能獲
得獎項，「一開始只是想獲得比
賽經驗，作品能被評判肯定、鼓
勵，也感到相當驚喜！」他認
為，評判的每一句評語，都是鞭
策自己做得更好的建議。
嘉進坦言，由於上學年停課佔

了大半時間，學校不僅沒法按既
定方案考完三次呈分試；加上學習進度落後，種種事情都讓他倍
感壓力。為了紓緩這種壓力，他透過閱讀課外書、靜下心來思
考，自然也對生活有了另一番體會，「這個比賽的作品我花了很
長的時間去構思！」
嘉進表示，新冠肺炎開始，社會環境都起了不少變化：行人少
了、車輛少了，甚至讓他感到不適應。為了突出這種不舒服的感
覺，他在文章中透過描寫維多利亞港的景色轉變：「一到晚上，
整個海港不再像往常一般，彷彿一朵鮮花在逐漸凋零」，用冷暖
色調的轉換強調心情的低落。
為了表達正能量，嘉進加插了鄰居小孩與母親的對話，教導孩
子只需要好好照料花盆裏面的小花，它自然會甦醒，「只要我們
齊心協力，一定能打贏這場『戰爭』」。剛升上中一的嘉進提
到，雖然學校只上半天的課，但他能在新環境中認識到新同學，
不再像停課期間一樣孤零零，所以會非常珍惜校園生活。

透露童真 呈現生活
著名兒童文學家、香港作家聯合會

副會長周蜜蜜是賽事的小學組評委。她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讚揚，這屆
學生作品水準甚高，「小學組學生很多
都有自己的想法，作品裏面透露着童真
的同時，也呈現着生活的真實狀態。」
周蜜蜜提到，冠軍作品穿插着文學

意象，發揮得較出色，非常難得，「其
餘作品也展示着特別的經歷，例如有學
生提到和父母當義工派發口罩，這些情
節都觸動了我。」她續指，也有不少學
生寫出自己的轉變：「以前不喜歡上
課，總以為放假很好玩，但這次比賽讓
他們有機會抒發不一樣的感受。」
她認為，新冠肺炎對整個社會，乃

至整個世界都是大事，學生被迫留家，
他們的視野反而更開闊，「以前學生也
許只顧着關心自己，但疫情影響之大，
也讓他們學會關心家人、朋友和同
學。」

看到學生積極向上一面
初中組評委、作家兼時事

評論員余非表示，今屆比賽
反應熱烈，「參賽學生之
多，超乎想像！」她指出，
從眾多作品裏面可以看出，學
生非常懂事、很乖，疫情尚未
結束已經想着要上課學習，
從比賽中能夠看到學生積極
向上的一面。
余非指，有別於一般的作

文比賽，是次比賽設題能夠
緊扣疫情，學生能夠從日常
生活中取材、抒發真實感
受，「題目十分貼切、吸
引。」她讚揚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大公報舉辦是次比
賽，「香港缺乏能夠緊扣日
常生活的徵文比賽，所以非
常值得舉辦！」

生活及疫情引發思考
高中組評委、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

教育研究中心講師許守仁大讚參賽學生
水平相當不錯，「這組的優勝者難以選
擇，因為不同作品各有優劣，評選過程
也感到掙扎！」
他指出，不少作品的內容非常深刻，

「因為生活及疫情引發了他們思考，從
文章可以看出這些學生比同齡人更『早
熟』。」他指出，「雖然現在是痛苦的
經歷，但過後會是一段重要的回憶」，
藉此勉勵學生勇於面對挑戰。
許守仁認為，是次比賽能夠鼓勵學生

寫作，「寫作不僅僅是表情達意，更重
要的是藉此訓練學生的思維，讓他們學
習如何提取、傳達訊息。」他續指，比
賽中不乏優秀、文筆優美的作品，「由
於通訊軟件改變了學生的溝通模式，如
何提升學生的文筆，是中文教育中的一
大挑戰」，他期望未來能舉辦更多類似
平台，提升學生的寫作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郭虹宇

家長校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