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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大学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应对

新冠疫情。而香港地区反应迅速，它吸取了

2003 年非典疫情的有益教训，当时香港是非

典疫情的中心。在全球范围内，香港地区是

限制新冠肺炎病例和死亡方面较为有效的司

法管辖区之一。 

虽然香港地区的大学已在秋季学期进行

了网络教学，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是非常复

杂的。在 1 月下旬，疫情爆发引起了紧急情

况，这时新学期刚开始几天或 多几周。在

一月的 后一周，又恰逢中国的农历新年假

期，这既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阻碍。它给

了大学有限的喘息空间；这也意味着许多学

生离开了香港，要么回到大陆地区，要么回

到其他国家。当假期结束，病毒来了，一些

学生没有或不能返回学校。在政府对许多非

当地人关闭边境之前，大学为归国学生安排

了隔离设施。 

专业、自主和行动 

一些大学很快就对控制疫情的传播产生

了影响。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开发了新冠

病毒的快速检测方法，并已在全球范围内采

用。在形成更广泛的回应方面，香港大学拥

有高度的机构自主权，因此可以迅速采取行

动，维持教学、研究和知识交流。然而，政

府确实创建了一个影子政策框架。特别是，

初决定将所有学校停课几周，后来又决定

在 1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停课 3 个月，这创造

了一种政策环境，大学必须尊重这种环境。 

在每一所主要的公立大学里， 初都成

立了一个由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

就重大问题与院长进行讨论。到 2020 年初，

这些核心团队只需进行一些小的人员变动，

就能采取行动，应对新冠疫情的日常挑战。 

最大的挑战 

从一开始， 大的挑战就是保持教学质

量。香港大学必须为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3 万名学生提供课程；必须处理学生从

世界许多地区在线访问的紧迫问题；还必须

处理互联网普及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在要求

学生查看和下载大量的课程资料文件时。 

与大多数大学一样，香港大学只有一小

部分的学术人员曾开设在线课程。这一小部

分开设过慕课课程的教师相对有经验，但他

们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老师只有面对面的

授课，这些课程由一个网站提供支持，该网

站存储课程材料、视频和演示文稿，提供一

个聊天室，并允许提交作业。此次疫情使得

全面参与在线教育的教师人数迅速上升，有

些老师不情愿，有些则热情高涨。这其中存

在一些阻力，甚至连一些拥护者也认为，整

个学期的在线教学缺乏面对面的教学，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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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当大的挑战。有迹象表明，在线课程和

面授课程的课堂出勤率是一样的；然而，在

线教学需要更多的规划和跟进。 

为了支持教师在线上课，香港大学举办

了一系列在线研讨会，还提供了按需解决问

题的服务，老师们可以通过社交网络随时联

络技术专家，然后有这些技术专家在 Zoom

帮他们解决问题。同时，香港大学也制作了

涵盖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短视频。相关部门会

定期向所有教师发送大量电子邮件，让他们

了解 新的发展情况。为了支持学生，工作

人员会定期发出大量电子邮件，并维护电子

邮件帐户，通过这些帐户，学生可以收到对

问题和疑虑的回复。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保

持良好的沟通渠道至关重要。 

香港的一些大学保留了一部分线下教

学，但前提是不破坏低密度环境的核心目标。 

香港大学确定了其本科课程的组成部分，对

那些只能在校园内通过实验室、工作室进行

教学的课程制定了计划，让 后一年的学生

以小组形式返回学校学习这部分的课程，以

使他们可以按时毕业。 

课程考试是一个需要全面应对的挑战。

香港在第一学期末采取的短期补救措施并不

完全成功，教师和学生都对评估系统失去了

信心。在第二学期，大学的预备工作稍有进

步，但仍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口试将取

代许多笔试，评估任务将大大多样化。 

在真实的课堂上提问比在网上或发短信

提问更有社会压力。许多教师和学生都提到，

通过 Zoom 课程增加了参与程度，这是出现

的为数不多的积极因素之一。信任很重要，

因为教师必须相信学生实际上是在线的，而

不只是通过电子设备显示他们正在上课，尽

管在面对面教学中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随着世界范围内学术会议、主题演讲和

其他海外会议的取消，大量的工作时间被重

新分配。员工会议在网上进行。学者和学生

节省了通勤时间。但在香港，在家工作则是

另一回事，因为大多数本地学生都住在狭小

的宿舍里，没有单独的学习空间。出于这个

原因，大学在整个紧急情况期间都保持图书

馆和学习场所的开放，建议学生遵循健康和

卫生规程。 

不可避免的缺点，意想不到的优点 

毫无疑问，这学期的在线教学也有不利

的一面。学生们只享有部分的大学生活，常

常感到孤独、失去动力、与世隔绝。临床实

习和实习的机会越来越少。交换项目被缩减

了。就连在线学习的支持者也渴望看到校园

活动和活力的回归。维持研究项目一直很困

难，尤其是依赖实地调查的部分。与社区、

其他机构和更广泛世界的联系都受到了损

害。 

在这个 不寻常的学期里，人们重新投

入到教学中来，这首先体现出了一些可能不

太明显但却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并不是说高

等教育将会改变——它不会。然而，现在许

多大学校园里都有一个对话平台，讨论教学

和学习的新方法，高级管理人员也有机会参

与其中。 

同样，在政府向企业提供各种补贴的时

候，他们可能会考虑资助大学，为学生探索

新的教育体验形式。不可否认的是，全球疫

情已经伤害了世界各地的大学，同时也使教

育体验多样化。当大学能够再次正常运转时，

从中汲取教训将是一项关键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