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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種豆」助中學生悟科研落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播種、澆水，發芽、成長，讓一粒大豆種子健康地長大，成為人類的

主要糧食，當中大有學問。為讓年輕一代感受生命的奧妙，以及農業與科研如何影響人民生活，中

文大學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聯同多名教育專家推出全新的「STEAM@Soybean」計劃，讓中學

生以大豆為切入點，體會到科研絕不只實驗室的紙上談兵，亦能涉獵農業、經濟等實際應用課題。

計劃亦會安排學生前往國家西北地區，親身了解國家農業發展現況，希望啟發更多年輕人走上科研

的道路。

 
為推廣STEAM（科學、科技、工程、人文及數學）教育，中大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大

豆專家林漢明，與中大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專業顧問劉國智，獲得教育局優質教育基金撥款220

萬港元及善德基金支持，並聯同「大教育平台」，將於今年2月起展開一項以大豆科研為主題的

STEAM 教育活動計劃—「STEAM@Soybean」。該項目將舉行3 年，預計有30所至40所本地中學、約

900名至1,200名學生參與。

 
暑假北上了解國家農業發展

 
計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中學生大豆種植試驗計劃」、「西北、華南科企實地體驗」，以及「

探究學習」。參與的學校將獲發一包大豆種子，學生需要將其種植並觀察其成長狀態；計劃並將挑

選約40名學生進入此階段，於本年暑假前往國家西北地區，了解國家農業及科研發展；在第三階段

，教師與學生將參與學術性較高的工作坊，並嘗試對大豆進行雜交育種。林漢明表示，若學生成功

將「耐逆大豆」與「南非抗病大豆」成功結合，未來將帶此成果到南非或甘肅省進行實驗，為貢獻

社會出一分力。

 
林漢明指，學生有機會走進真實的農田，希望他們能從感性的角度認識農業的重要性；而在考察前

後的科學訓練，涵蓋地理、農業、科學、商業等各方面，讓他們全面認識農業對於國家、社會的影

響。

 
他強調，大學的科研不能只停留在象牙塔中，必須將科研成果用於貢獻社會；而在中學推廣科學教

育，將有助培養更多科研人才，推動社會發展。劉國智表示，港生在去年底最新公佈的「學生能力

國際評估計劃（PISA）」科學能力分數下跌，可見科學教育碰上了挑戰。他提到，中大過往曾就推



廣大豆科研推出先導計劃，過程中學生踴躍發問，展示強烈的好奇心，與一般上課時提不起勁的樣

子截然不同。

 
盼計劃納生物科校本評核

 
他續說，在計劃正式開展時，會游說學校將大豆計劃納入生物科校本評核（SBA），可望對成績有實

際幫助，藉以提升學生的科研興趣；而中大也會在過程中收集、整理教材，計劃最快在2022年推出

大豆相關的完整教材套，內容包括講座錄影虛擬實境片段等等。

 
「大教育平台」董事戴希立表示， 這次STEAM 計劃會同時強調人文元素，認為大學除了要花資源在

科研上，也要花時間及心力在年輕一代，以培養未來科研人才。

 
####

 
中大日前為新計劃舉行簡介會。右起：劉國智、林漢明、戴希立。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攝

 
2019 年甘肅大豆先導計劃曾帶領學生前往甘肅省了解農業發展概況。中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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