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 

  

 

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 2016 

 

 

 

 
 

 

 

投票學生：4,961人 

首十則人道新聞得票率介乎 67.4%至 38.4%，2則兩岸新聞，8則國際新聞。 

 
  

1 3342票 IS烹煮俘虜 騙婦吃兒屍 (03/03/2015)  

2 3079票 IS瞄頭掃射 屠殺 200敍兵孩童 (11/11/2015)  

3 3000票 IS擄 600雅族兒童 洗腦訓練做人肉炸彈 (16/01/2016)  

4 2715票 少年溺斃 同學邊笑邊拍片 (28/05/2015)  

5 2416票 逼學生吃糞 韓教授囚 12年 (27/11/2015)  

6 2397票 誤炸無國界醫生 美或犯戰爭罪 殺 19 醫護平民 活燒床上病人 (05/10/2015)  

7 2168票 美警濫殺黑人流浪漢 (03/03/2015)  

8 2099票 吉林被挖眼童奇蹟重見光明 (28/02/2016)  

9 1961票 敍四年內戰 21萬人死 (03/03/2015) 

10 1905票 曼谷四面佛炸彈襲擊 (18/08/2015)  

Q1. 「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是什麼？ 

「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自 2007年開始舉辦，由中學生發掘富啟

發性的人道新聞，引發同學對人道議題作多角度思考，帶動朋輩的討論及交

流，豐富學習經驗，鼓勵同學多行一步，活出人道。 

 

Q2. 十大人道新聞如何誕生？ 

14位中學生擔任人道新聞大使，與人道教研室義務導師組成籌委會，經歷多

次工作坊，反覆討論及多角度思考後，選出 30則候選人道新聞，接受中學

生投票。最後更分析選舉結果，製作成這份《號外》！ 

十大人道新聞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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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 

伊斯蘭國殺害俘虜，再欺騙其母親吃下亡子的新聞成為本年度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

聞。伊斯蘭國殺害俘虜、人質的新聞近年不絕於耳。而今次事件中，受害者不單是死

去的俘虜，更包括為見兒子一面，因而犯險前往伊斯蘭國據點的母親。原以為得到殷

勤招待的母親，駭然獲知吃下的肉湯竟是用親子的肉烹煮。伊斯蘭國這種匪夷所思的

惡行令中學生心痛惡絕，而中學生亦對俘虜及其母親深表同情及憐憫。 

 

第二位 

伊斯蘭國今次以殘酷的大屠殺方式處決

了 200名敍利亞兒童及士兵，場面令人心

寒。按法理來說，兒童及被俘虜、失去戰

鬥能力的士兵，是應該受到人道的對待，

不應被濫殺，但伊斯蘭國卻罔顧法紀、藐

視人命，只要是不幸落入手上的人質，都

會面對死亡的威脅。中學生認為保護生命

的人道精神於任何時間都要維護，伊斯蘭

國實在無權剝削他人的生存權利。 

 

第三位 

伊斯蘭國為增加人手充裕部隊，強行擄走

600 名兒童作為新兵，將大量的無辜兒童

捲入武裝衝突當中。中學生關注與自己年

紀相約，甚至更為幼小的兒童的生存權

利，認為需要保護脆弱的一群。對於兒童

被洗腦成為殺人機器，或者成為人肉炸彈

都顯得非常關注。 

 

第四位 

一名 15 歲少年與朋友結伴同遊，下水嬉

戲時不幸遇溺，豈料同伴以為同學只是在

開玩笑，只顧在岸邊拍攝片段，未有及時

伸出援手，導致少年溺死。新聞反映出時

下青年喜愛拍攝影片，遇到不同事情都是

拍攝為先，將娛樂放在第一位，而忽視事

情的本質及重要性，缺乏危機意識，以今

次為例就是置朋友的安危於不顧。中學生

看見這則新聞，一方面對受害人予以同

情，另一方面亦對事件感同身受，不難想

像如果自己與同伴一起時，會否遇上類似

的事件。 

 

第五位 

欺凌事件於香港偶有發生，但又有誰想到

一位大學教授，竟然會是一個施虐者，多

番以行為差、品行不佳為由，虐待一名受

聘於他的學生，強迫受害人吃下人的排泄

物。該名韓國教授不單令受害人身體受

傷，更侮辱了受害人的自我價值、踐踏了

他的尊嚴，形同心理謀殺。中學生讀到此

則與師生有關的欺凌事件，很容易便產生

共鳴、對受害人的遭遇產生同理心和憐憫

心。 
 



 

第九位 

敍利亞戰火不斷， 

自 2011年爆發內戰 

以來，至今逾 21萬人 

因戰事而喪生。更令人心痛是，有數以百

萬計的敍利亞平民每天飽受戰火摧殘，活

活受罪。香港的中學生雖然遠離戰火，未

體會過戰爭的可怕之處，但其實他們透過

媒體都不難認識戰爭所帶來的禍害。因

此，他們關注敍利內戰，亦期望各國伸出 

援手協助受戰爭影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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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位 

無國界醫生於阿富汗設立醫院救死扶

傷，卻被美軍轟炸超過一小時，以致多

名醫護人員及病人傷亡。眾所周知，醫

院、醫護人員及傷病者是需要保護的，

就算是武裝衝突發生時，亦應按《國際

人道法》的法規而免受攻擊。豈料是次

無國界醫生卻遭到襲擊，儘管軍方表示

是誤炸，但人命終究是無法挽回。中學

生明白保護平民生命的重要，同時期望

不同的國家尊重法律，保護不參戰的人

與物。 

 

第七位 

美國的一名黑人流浪漢被指涉嫌搶劫而

被捕，警員為制服他而用電槍試圖將他電

暈，惟未見成效，最終以五槍擊斃流浪

漢。警員的職責本是保護人民，但事件中

的警員只是為制服一名手無寸鐵的流浪

漢，便用上超出實際需要的武力去對付

他，以死亡去結束一宗搶劫案，造成不必

要的痛苦。中學生既對處於弱勢的流浪漢

寄予同情，亦聯想到一些擁有權力、武力

的人，如果濫用自己的權勢，將會對他

人、對社會帶來難以預料的惡果。 

 

第八位 

慘遭挖眼的 12歲吉林男童小碩，本來餘

生都要於黑暗中生活，惟香港醫生林順

潮及其醫療團隊堅持為他醫療，經過多

番努力，小碩得以重見光明，日後更有

望恢復三、四成視力，入讀主流學校。

中學生讀到與自己年齡相若的小碩的遭

遇，不免更為留意，而另一方面，林醫

生堅守醫者的信念，用心去醫治病人，

關懷傷困，最終出現奇蹟，令人鼓舞，

亦令中學生和小碩一樣，希望以林醫生

為榜樣，幫助面對危難的人。 

 

第十位 

泰國的旅遊熱點曼谷四面佛遭到炸彈襲擊，造成數十人死亡，超過百人受傷，傷者

包括了 3名港人。不管施襲者是想破壞泰國經濟和旅遊業，或是其他原因，刻意使

大量無辜的市民、遊客遭遇橫禍，引起全球恐慌就是不應該。香港人熱愛前往泰國

旅遊，加上是次有港人受傷，中學生很容易聯想到切身的安全問題，及思考不人道

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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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已經圓滿結束，就著今年中學生最

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投票結果，我們這一群人道新聞大使嘗試就投票結果進

行分析，並想藉此機會將以下 3個分析重點向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發現過去一年國際社會所發生形形色色的人道事件，許多都受到

中學生的關注。由候選的 30則人道新聞，以至最終入選成為本年度十大的人

道新聞，當中國際新聞遠較本地新聞為多，佔 8 則之多，它們多數是國際大

事，諸如伊斯蘭國的不人道行為、敘利亞大規模而持續的內戰、泰國熱門旅

遊區受到恐怖襲擊等，得到媒體廣泛報道，以致中學生對這些新聞較為熟悉

及更為關注。加上這些新聞事件大多對人的生命造成威脅，部份事件受害者

的數目更是非常之多，凡此種種，使得這些新聞對中學生造成較大的衝擊，

於投票時更容易勾起中學生的回憶、興趣、關注及反思。 

 

另外，綜觀本年度入選的人道新聞，不難發現伊斯蘭國 (IS) 是一個最令中

學生關注的人道議題。首三位的人道新聞全是跟伊斯蘭國的不人道行為和它

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有關。例如：第一位的「IS烹煮俘虜，騙婦吃兒屍」帶出

殺害俘虜、欺騙母親吃親兒等令人髮指的行徑。伊斯蘭國的舉動每每都異於

常態，挑戰人類社會普遍認同的道德價值觀，違反國際法規。雖然香港的中

學生並未親身接觸伊斯蘭國，但透過新聞報道對此組織一點也不陌生。對於

中學生來說，伊斯蘭國的不人道行為除了帶來恐懼，還為世界帶來前所未見

的人道危機，影響世界人類的安危，為人帶來了痛苦。眼看世界被伊斯蘭國

破壞而不再安穩，作為中學生都為身受其害的人士感到傷痛，藉投票表達對

伊斯蘭國不人道行徑的關注。 

 

最後，我們亦發現中學生所關心的人道新聞，大多涉及一些「人為」的負面

事件，種種惡行導致無辜者受苦，例如：兒童、學生、俘虜、傷病者、醫護

人員、流浪漢、遊客及戰爭中的平民等；當中牽涉到兒童及學生的新聞更佔

半數。按理說，以上提及的人士都應該受到關懷和保護，然而，根據新聞報

道，他們卻受到不人道的對待，以致身心受到傷害，甚至遭遇不測。我們不

禁要問一句：「這些傷害及痛苦是否可以避免？我們這些生於和平、安穩環境

的香港中學生，是否有能力去做些事，改變不人道的事件？」  

 

總的來說，是次「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反映中學生對國際人道事

件的關注。然而，我們亦不能忽視人道事件對自己的影響，就像曼谷四面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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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怖襲擊，當時也有在泰國旅遊的香港人遇害。這一刻看似遙遠的人道事

件，下一刻可能就在我們身邊發生。只要我們願意細心觀察，不難發現生活

中經常會遇到不少人道事件。當遇到不人道的事情，又或是弱勢社群需要我

們幫助時，我們可以伸出援手，關懷身邊的人和事，彰顯人道精神。我們亦

可以向身邊的人分享「人道」訊息，鼓勵更多人為「人道」出一分力。雖然

個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當愈來愈多有心「人道」的人聚在一起，積少成多，

相信世界到時會因你、我對「人道」的付出而變得更美好！ 

 
 

 

 

 

 

 

 

 

 

 

 

 

 

 

 

 

 

 

 

 

 

 

 

 

 

 

 

 

 

 

 

 



 

 

 

陳燕飛 

 

 

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是人道教研室(香港紅十字會的一個義工小組，

主力推動人道教育)的重點活動之一，旨在透過分析新聞中的人道價值及新聞

價值，並以價值澄清方式，讓導師與中學生一同探討當中的人道議題並對內

容作出思考。今年有來自 9間中學的 14位新聞大使參與，從過去一年的新聞

中，選出 30則候選人道新聞，供全港中學生投票。 

 

今年入選的首 3則人道新聞都與極端恐怖主義伊斯蘭國有關，基於新聞內容

非常震撼，引起各界的關注及討論，所以學生們對這些新聞比較熟識，乃至

紛紛投票讓其高踞選舉的頭三位。然而在一眾人道新聞大使及導師選取候選

新聞的過程中，有其他兩類新聞亦引起大家的熱烈討論。第一類是難民相關

的新聞，隨著敍利亞等地區的難民數字直線上升，及愈來愈多難民逃往歐洲，

難民問題曝露於陽光底下，相關新聞近一年被廣泛報道，見於大大小小的香

港媒體。如何人道處理難民問題，成為工作坊熱門討論話題之一。 

第二類是救援設施及救援人員受襲的新聞，這些理應受國際法保護的人與物，

不幸成為襲擊目標，同樣受到人道新聞大使的正視及希望有更多人作出回應，

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雖然最終入選的以負面新聞為主，但不論是人道或

不人道新聞事件，重點是背後所反映的人道價值，以及作為旁觀者的我們，

可以怎樣回應。 

 

今年是我第一次參與中學生最關

心的人道新聞選舉，挑戰除了是以

新手身份擔任主席外，更困難是要

用言辭與一眾導師、人道新聞大使

探討「人道」。作為參與紅十字會

多年的義工，「人道」於我而言並

不陌生，但要於短時間內向他人闡

明並非易事，「人道」不是三言兩

語就可以交待清楚。況且，每個人

對「人道」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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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十字會就以「保護生命、關懷傷困、維護尊嚴」去演繹，講的大概就

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相互尊重。 

 

「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予人的觀感相對學術性，這或許是令中學

生甚至導師卻步的原因之一。不過學術性不等於沈悶，當中確有辛酸，但只

要衝破「唔識講」這個障礙，投入討論，多說幾遍，就會變成自己的一套語

言。寄望人道新聞大使完成活動後，繼續保持探索人道事件的熱誠，將這份

熱誠感染身邊的親友。 我深信即使今日只是撒下寥寥可數的人道種子，經年

累月，一定會見到茁壯的樹林。 

 

 

 

 

 

 

 

 

 

 

 

 

 

 

 

 

 

 

 

 

 

 

 

 

 

 

 



 

 

 

 

 

 

 

 

 

 

 

 

 

 

 

 

 

 

 

 

 

 

 

 

 

 

 

 

 

 

 

 

 

 

 

 

 

 

 

我們的心聲~人道新聞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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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本年度的人道新聞大使是一個難能可

貴的經歷。經過幾個月以來的學習與探

索，讓我加深對人道的認識和其價值所

在。人道兩個字看似普通，看似不重要，

但其實它的存在是非常重要。對我來說，

人道是人的基本核心價值。它亦是我們做

人處事的一個準則。走人道的路並不容

易，需要大家一起的參與及支持、力量與

鼓勵。非常感謝大家給予我一個機會，讓

我有所得著。最後，希望大家繼續關注人

道價值，繼續傳承人道精神。 

梁柏軒 

擔任人道新聞大使是個難忘的經歷，讓我

與其他來自不同背景、團隊的同學，有個

難得的平台去探討人道，使我對人道與時

事有更深入的了解。人道每天都發生於我

們周遭，經過這次經歷就加強了我對人道

的觸覺，使我更有向身邊人推廣人道的意

識，喚醒同儕對人道的關注，令社會更多

人願意實踐人道。感謝導師與其他大使，

從一連串的工作坊，探索、分析、宣傳等

等，他們提供了很多的幫助及付出，為我

帶來了不一樣的體驗，獲得了很多得著，

選舉才能順利完成。 

林瑞庭 

在活動過程中重新認識了人道，不斷刺激

我思考，原來人道和生活是可以息息相

關。作為中學生未必可以親身改變整個社

會，但可以感染身邊人，關注社會上的人

道事件。我認為活動初期可以再增加對「人

道」的講解及討論，令一眾人道新聞大使

可以有更深刻的體會。在小組討論時，與

其他組員、導師互相交流，導師提出的問

題往往一針見血，令我獲益良多。而是次

要協助宣傳工作，對我來說所牽涉的製作

工夫就比較困難了。 

林峻毅 

由一開始只知道紅十字會對人道的定義，

到現在開始對人道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兩

個多月來被無數次問到「為何你認為這是

人道新聞」，由一開始啞口無言，到現在可

以自信地向人解釋，明顯地看見自己的成

長。其實，人道事件每一天都在發生，然

而當我們親眼遇見時，會視而不見，還是

挺身而出？經過兩個多月的學習，令我反

思了許多。曾經，我目睹過車禍，為何他

人見義勇為，自己卻做不到？不斷的反

思，讓我感到自己思想的成熟。學習之餘，

也讓我從中得到不少快樂，和組員、導師

吵吵鬧鬧、笑聲不斷，一同度過工作坊，

這一定是我值得回味的回憶。 

胡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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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擔任人道新聞大使的經歷，我覺

得獲益良多，學到很多關於人道價值的知

識。由於我不是紅十字會青年團的會員，

所以這次是我第一次接觸有關人道的活

動，非常感激紅十字會提供這個寶貴的機

會給我。我學習到何謂「人道」，例如：尊

重人的生命、維護人的尊嚴。而令我最難

忘的經歷，就是要從八十多篇人道新聞

中，選出最具人道價值的新聞來作為候選

人道新聞。 

區佳音 

 

我覺得今年擔任人道新聞大使可以令我更

加知道人道價值和新聞價值的關係。當我

去翻閱每一份報章時，我更加會思考這篇

新聞的人道價值是甚麼，新聞價值是甚

麼。可能一件事在不同報章有不同的報道

手法。究竟應該要採納那份報道成為一篇

候選人道新聞，是我和組員每次爭論的話

題。雖然每次都可能要爭論很久才能決

定，但最終仍能選擇出 30 則候選人道新

聞，令我感到自豪。 

王崇彥 

 

整個工作坊都十分趕，要在 2 至 3 個月內

搜尋過去一年的新聞，然後要經過討論，

再從 80 多篇內選出 30 篇候選的人道新

聞。雖然好辛苦，但從中卻學到好多東西，

例如：什麼是新聞價值，什麼是人道價值

等。當中我亦認識到很多的新朋友。拍攝

宣傳片時，大家都有好多建議，拍了好多

條「膠片」，我覺得好好玩。希望下年可以

同大家繼續做人道新聞大使。 

葉瑩慧 

 

經過兩個月擔任人道新聞大使，活動不僅

令我更了解世界各地的時事，開擴眼界，

更令我認識了不少熱情的人，每一次會議

時我都會發現自己看事情時不夠全面，而

和組員討論時便能發現自己忽略的地方，

並加以改正，這一切都要感謝組員和導師

的指導。 

張文憶 

 

兩個月的學習令我對「人道」的看法，從

一無所知，到現在對「人道」略有見解，

過程艱辛但回憶滿滿。其實到現在我仍不

敢保證對「人道」充分了解，不過，經過

多個月的思考和討論，我明白「人道」無

既定標準，每一個人的想法亦有不同。我

認為是次活動對我是一次全新的經歷和挑

戰，通過工作坊與不同背景的同伴互相交

流，以及導師的引導，令我眼界大開，從

此改變對「人道」與「新聞」的態度。今

次工作坊活動安排、教程都非常妥當，唯

一需要改善的是導師與學員的溝通。導師

向學員發放的消息應解釋清楚，否則學員

的努力就因不合規格而付諸流水。「人道」

概念艱深，相信短短數月的時間只能令學

員識其皮毛。希望將來完成整個活動後，

能夠有跟進的活動，鞏固學員的學習經

驗，增進見識。 

余明姿 

 



 

「人道」一詞，在參與是次活動之前彷彿離自己很遠。我以為人道指的可能僅僅在於感動

的「犧牲自己、救助他人」事件，只是公務員、醫療工作者會呈現的精神，但是次作為「人

道新聞大使」，我發現原來人道時時在我們身邊。 

 

起初，我篩選第一輪新聞時對「人道」的認知很模糊，只靠直覺便選出十則新聞。當中有

很多是我後來發現未必吻合人道價值，或者新聞價值不高。到了活動後期，參與過多次工

作坊後，我選擇人道新聞的方向明確了不少。譬如在第三次工作坊，我們大使內部需要從

八十多篇新聞中篩選最後入圍的三十則候選新聞時，我的選擇時間短了不少，我相信這是

多位導師耐心引導我們思考的成果。 

 

我非常慶幸成為人道新聞大使，讓從未參與過紅十字會活動的我對人道有更深的認識。人

道危機也好、人道行為也好，原來有很多新聞也能引起中學生的關注，從而更深入探究、

鑽研人道，以致將來即使做的是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亦能呈現人道光輝。人道在每個

人心中都有著有一個獨特的準則，有些人認為犧牲自己就是人道，有人認為天災人禍也屬

人道之一，但每一種人道，都是世界上值得讓人知道、讓人關注。 

 

作為時下的中學生，我認為有必要在學校推動人道教育，

才能令大家投身社會時彰顯光輝。「人道新聞大使」是一

個很好的機會，因此，我亦希望來年亦能推廣活動，讓我

校同學了解人道。 

 

我亦想藉此機會表達我對各位導師的感謝，沒有他們負責

主持會議，我們組也不會對人道有了這麼深的認識。希望

「人道新聞大使」能一直延續下去，在全港推動人道教育、

繼續發揚光大。 

李樂妍 

 

 

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歷時三個月。在這寥寥數月當中，種種的被拒，挫敗和挑戰，

再加上繁重的工作，都使我在過程中感到灰心槁形。可是，常聽人說，「把芝麻看成西瓜

的人，永遠也得不到西瓜」，此句是提醒人們莫被芝麻阻擋視綫，因小問題而失去大理想。

的確如此，得知艱難，則失之不易，縱使當中所遇到的問題接二連三，可是我最終所尋找

到的，所得到的不但比困難的阻力來得要大，也是難以獲得的收穫。所以，「失之東隅，

得之桑榆」這一句大概最能形容我此刻最想表達的。 

 

首先，透過此活動，我對於人道這兩個字有了一個全新的剖析和看法。其實每個人對人道

的定義和看法也不同，有些人認為只要能為人類提供了最基本的需求，就稱之人道，有些

人則認為是一種從心而發的關懷。根據紅十字會，人道的定義可解為「保護生命、關懷傷



 

困以及維護尊嚴」，一開始，我對人道的理解也僅限於此，但經過與組員們的探討後，我

增加了對人道的理解，其實廣義上人道可理解為一個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的一種世界觀，

當中包含了自由、平等和探索的權利，如果只可簡單的概括人道，那我會說是「博愛」，

尊重的文化便是人道的文化。 因此，我瞭解到人道並不受限於單單的幾個定義或是表達

方式，它其實是一種崇高且切身的精神，一切關於人，例如權利，價值等都應被我們捍衛

和宣揚。 

 

其次，經過幾輪的新聞搜索，我對身邊任何的人道事件，對社會上的時事，甚至是對世界

的熱門人道議題，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也更關心當中的人道爭論。就如早前加州將安樂死

合法化一事而言，同樣在人道的角度看來，它存在著生命與尊嚴的悖謬。末期病患者不論

是肉體、心靈，以至家庭關係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擾和煎熬。在順應病患的意願下，為

他們結束生命，讓他們有尊嚴的死去，維護了人道的核心價值-尊嚴。然而，另一方面，

執行安樂死就是扼殺一個人的生命，就是殺死一個人，病患將永遠失去康復的機會。有見

及此，安樂死維護了尊嚴的同時，卻罔顧了生命的價值。這類型的事件帶領我們這群人道

新聞大使去反思，應該做社會覺得對的事(不可殺人)，或是順應病患的意願？究竟人有沒

有權利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以換取尊嚴？在這類型的新聞裡，魚與熊掌，不能兼得，使

我們去思考如何衡量二者，並反思人道的價值如何取捨，又如何平衡。而且，與導師、組

員討論時亦令我從新審視自己一路以來堅不可摧的價值觀。我還記得我組的導師以關愛座

為例，他們提到當社會上某些人太著重爭論關愛座的價值，或者就著他人讓座與否而作出

激烈的爭論時，就把本來所推廣的關愛，推己及人的原意給遺忘了。無可否認，我大概也

是遺忘本質的其中一位吧。不論母乳餵哺問題，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具有極大爭議性的

難民問題皆是。以難民問題作例子，或許大家也會像我一樣，把着眼點統統放在經濟利益，

文化衝突之上。可是，再認真想想，基於人道層面，脆弱的難民無疑要被受保護，在探討

難民問題時，難民的生命，權利必須被捍衛。所以，在此也想借機感謝我組的導師，成就

和 Joyce，令我在思考、判斷不同事件時亦不應忘記考慮最基本的人道因素，更必須顧及

和考慮人類的生命和權利。就如我的導師們所說”When upholding humanity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ith a same goal”。 

 

最後，我希望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能達到一石激起千層浪之效，透過 30 則人道

新聞去喚醒學生們日常生活中對人道問題的關注，而令他們有所裨益。 

區皜姸 

 

 

這是我首次參加人道教育的活動，並很慶幸能成為人道新聞大使。「人道」這概念一直埋

藏在我內心深處，直至參加這活動之後，自己才像被剛點醒一樣。現在我已懂得從「人道」

角度來分析新聞，藉此提高自己的批判性思考。這個活動使人難忘、使人感到有意義，希

望下次還有參加的機會。 

郭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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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聲~義務導師 

成為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

的導師已經第三年，很高興透過這個

活動與一班中學生一起探索「人

道」。縱然過程漫長又辛苦，但感覺

是開心又感動，看見一班大使在繁忙

的校園學習之外，仍然願意花上時間

和精神去探索人道新聞，努力思考新

聞中的人道價值，著實給我一份鼓

勵，繼續「為人道向前」！ 

羅麗貞，Linda 

 

作為今次的其中一位導師，好榮幸能

夠明白如何透過「人道價值」、「新聞

價值」來衡量一則「人道新聞」。整

體而言，人道新聞是一個良好、重要

的平台讓導師將人道理念融合至探

索活動中，讓中學生了解到香港作為

不受武裝衝突影響的城市，亦能夠體

驗香港紅十字會的人道精神。 

甄子佳 

去年我還是人道新聞大使，今年是我

第一次轉個身分，以師兄、導師的身

分去參加這個活動，給我的感覺是非

常特別，因為能夠用一個不同的身分

去感受自己以前曾經作為參加者的

活動，是特別的難能可貴。 

施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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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脫離了中學生身份的我還能

以「師姐」的身份跟一群中學生們一

起參與這個年度盛事。 

每上一次工作坊就等於跟中學生們

再經歷一次昔日當大使的心路歷

程：從對「人道」毫無概念，到花不

少時間及心血找新聞，再從討論中漸

漸找到自己心中對「人道」的詮釋。

當中令我感到最難忘的是這班大使

非常樂意就他們所閱讀的新聞提出

意見、問題，甚至發展成一場具有價

值的討論。看到大使們的積極參與，

作為「師姐」的我除了無比感動外，

還覺得他們也在帶領我對「人道」思

考更多。 

願各位能將是次新聞選舉中的得著

好好在日常生活中應用出來，讓我們

能過一個充滿「人道」的生活。 

江家欣，Christy 

 

每一年中學生都帶給我不同的反

思，每每是我們意想不到的。今年我

最深刻的是從活動中，知道中學生是

怎樣看人道價值。原來中學生一直都

關心世界及普世價值。這一年香港及

世界發生很多令人關注的事件，香港

的中學生已經不再沉默，在很多社會

議題上都主動發表意見。那麼究竟中

學生最關心甚麼呢? 在香港，沒災

難，沒戰爭，實在是福地，可能未必

能體會到人在疾苦時生命與尊嚴的

珍貴。但無可否認，人道價值在香港

將會愈來愈重要。我深信透過這個活

動， 我和中學生都能一同成長。 

譚成就，Calvin 

 

很高興能夠與各位人道新聞大使，在

看似熟悉的領域不斷探索未知。由第

一次工作坊認識新聞價值和人道價

值，到逐漸懂得比較不同報道、仔細

分析，最終選出三十則人道新聞供全

港中學生投票。雖然過程中要攪盡腦

汁，討論時亦不乏批判氣氛，但相信

大家吸收各人的意見後，必定有所得

著。最後要感謝各位的積極投入，希

望大家繼續感染身邊人活出人道！ 

 郭子泓，Wesly 

 



 

人道新聞大使： 

區皜妍 區佳音 張文憶 郭曉明  

黎鑑賢 林瑞庭 林峻毅 李樂妍 梁柏軒 

潘俊軒 王崇彥 胡懿 葉瑩慧 余明姿 

人道教研室導師： 

陳燕飛 陳志剛 左穎德 鄭鎮鍾 

郭子泓 郭盈悅 羅麗貞 譚成就 

鄧俊安 黃淑君 黃嘉純 甄子佳 

師兄師姐： 

江家欣 施嘉豪 阮旭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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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人道新聞大使代表學校(排名不分先後)： 

 將軍澳官立中學  英華書院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拔萃女書院 

 金文泰中學  香島中學 

 衛理中學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參與學校(排名不分先後)： 

 英華書院*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英皇書院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拔萃女書院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台山商會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南屯門官立中學  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馬鞍山崇真中學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荔景天主教中學*  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學校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投票人數超過 500，獲頒「積極參與獎」以示嘉許。 

**參與名單未能盡錄個人身份的投票者，在此感謝每一位參與投票的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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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 

2016 年 5月 8日 

想重溫今屆「中學生最關心的人道新聞選舉」的精彩時刻，

請即登入我們的面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