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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心社會撕裂 港人難回故鄉「疫情以前，我幫學生補
習只需要抓一些重點，現在幾
乎所有的內容都要給學生講一
遍。」在深圳為跨境生補習的
葉老師感嘆。葉老師也是香港
人，5年前開始在深圳給跨境
生補習，她表示，疫情以來，
跨境生長期在深圳上網課，學
習態度和質量有明顯退步。
「有學生上了一年多網

課，現在廣東話幾乎都不懂說
了。剛開始學校老師上網課時
還會提醒一下，現在也沒辦法
了。大人和小朋友都向現實低
了頭。有的學生學習退步了很
多，但是老師也鞭長莫及。」
葉老師說。
長期上網課，不少學生的

學習態度也變得懶散，功課需
要老師不斷追才提交。「有個
別學校的老師，可能顧不過
來，學生提交了功課也沒批
改。」重重壓力之下，有不少
跨境生選擇回流深圳。
葉老師指，她教授的5個

學生中，有兩個學生已經退了
香港學位，計劃今年9月入讀
深圳的學校。回流的學生也將
面臨巨大挑戰，葉老師坦言，
小學4年級以上回深圳讀書就
已經有些不切實際了，「他們
在香港讀書，不懂拼音，簡體
字也要從頭學起，而且經過一
年多的網課，孩子的成績明顯
退步，回流其實面臨更大問
題。」

香港銅鑼灣發生襲警事
件，令生活在深圳的港人陳太
震驚無比，她給朋友發去了一
條信息，「香港究竟怎麼了？
我們還回得去嗎？」
陳太20年前和先生開始北

上珠三角做生意，一對兒女也
在深圳的港人子弟學校讀書。
陳太介紹，先生近些年重回香
港一家企業上班，一周有一半
時間在香港，考慮到女兒已經離家讀大學，原計劃
讓兒子中學返港讀書，一家人在香港團聚。誰知計
劃趕不上變化，去年兒子小學六年級，撞正疫情來
襲。派位結果出爐，兒子爭氣獲派上水一所Band 1
中學，但短暫的歡欣之後，全家隨即陷入糾結。
陳太焦心的是，香港黑暴侵襲校園，社會氛圍

撕裂嚴重，她擔心，從小在內
地生活長大的兒子，回到香港
會受到排擠，她更不願意兒子
捲入政治風波之中。
一家人經過商量，最終決

定放棄香港的中學，留在深
圳。而對港生來說，兩地中學
課程和體系差別甚遠，升中是
一個分水嶺，在香港或內地升
學的路線就基本確定下來了。

陳太坦言，大女兒一直在內地升學，高中時參加
內地的港澳生聯考，考上北京一所知名高校，全家人
都很興奮。兒子沿襲這條路走，相信只要努力，也能
考上好大學，但令一家人心酸的是，「以前是我們主
動選擇在這裏。現在做選擇的時候，卻感覺香港，我
們的家鄉，好像回不去了一樣。」

「我正在諮詢香港的中學
能否保留學位。如果9月還不能
通關，就暫時先在深圳上學
了。」許太坦言。
許太家中兩個孩子在香港

上學，疫情來襲，二人留在深
圳家中上網課，頓時讓她手忙
腳亂。去年9月，讀二年級的兒
子轉回深圳一所知名的國際學
校就讀，「學校很熱門，兒子
去面試剛好被錄取，所以就回
來了。」
許太表示，大女兒所在的

學校是一所一條龍學校，沒有
升中的壓力，且學校的老師對
跨境生的照顧也比較細緻，上
網課主要是將教材的知識點逐
一錄下來，學生聽不懂也可以
反覆播放，「因此堅持了下
來，但還是很考驗家長，需要
陪同監督。」
培僑書院深圳龍華信義學

校啟動招生，在深圳也有機會
接受港式中學教育。看到這個
消息，許太第一時間為女兒報
名參加面試，幸運地獲得錄
取。
她認為，新學校的師資、

管理水平仍有不確定因素，但
不失為很好的後備選擇。

深圳優質學位競爭激烈

她坦言，長期上網課並非
不擔心女兒學業。一方面是認
為香港的教育有其優勢所在，
願意繼續接受港式教育。另一
方面，也出於無奈。深圳優質
學位競爭激烈，孩子回流無疑
面對巨大的挑戰。「兒子走國

際學校的路，也是在摸索，不知道未來
如何。」
在許太看來，高年級孩子回流「性

價比」太低，與其如此，不如讓孩子再
堅持幾年，通過DSE考試，若成績理
想，既可以申請香港或者海外高校，還
有更高的機率申請到內地的名校。

香港升中派位放榜的消
息，牽動不少在深圳的
跨境學童家庭。受疫
情影響，深港難以
自由往返通關，不
少跨境學生選擇
回流深圳求學。不
過，對於小五、小
六這些已屆升學年級
的學生來說，回流難以
適應內地課程，有的在深堅
持上網課，有的選擇赴港租屋求學。
「這條路，真是太難了！」他們感
嘆。

7月對於許多學生來說，暑期才剛剛開始，童童和媽媽卻忙着收拾行李，準備
重新赴港，參加中學的銜接課程。她是許多
跨境生中的「幸運兒」，早在3月份第一輪
面試便獲心儀學校錄取。但實際上過去一年
多備考的艱辛，更是一言難盡。

課程差異大 港生回流難

近年來，在跨境生群體中，關於回流
深圳的討論越來越熱烈。童童媽媽和朋友
多次探討過這個話題。但是隨着深圳學位
日趨緊張，港籍生回流深圳的難度越來越
大。多位跨境學童家長感嘆，深港兩地課
程差異甚大，一旦回流，核心的科目語
文、數學恐怕難以跟上內地生的步伐，僅
剩下英語優勢，「深圳的家庭越來越重視
英語，不少學生水平也不低，回流以後孩
子根本沒有競爭力。即使有學位房，港籍
孩子視同非深圳戶籍孩子，積分也不佔優
勢，好的學校很難進。」

權衡之下，童童媽媽決定，讓女兒盡努

力讀完6年，若能考上好的中學，就繼續留
在香港讀書。如果未能錄取心儀學校，就回
流深圳。
疫情來襲，童童的求學路更加艱難，只

能無奈在深圳家中上網課。眼看通關無望，
為了趕上第一次呈分試，去年6月，童童媽
媽決定帶着她到香港隔離。好在有熱心的同
學家長「收留」，童童和媽媽臨時寄居同學
在香港租的房屋。居家隔離後，參加兩天學
校的面授課程，就匆忙參加了呈分試。
「上網課真的很難跟上」。童童媽媽回

憶，第一次呈分試就受到打擊，原本成績在
Band 1頭的女兒，降到了Band 1中間，如
果保持這個水平，恐怕很難考上理想的學
校。這讓她更加堅定要讓女兒留在香港參加
面授課程。匆匆回了一趟深圳後，媽媽又帶
着童童回到香港。

朋友的親戚以很優惠的價格將房屋租給
童童母女，兩人便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備考生
涯。童童媽媽笑說，香港的房屋普遍很小
「除了床，只能放下一張小書桌，空間很
小。孩子爸爸每次打電話來，問的不是成
績，而是有沒有出門運動。」
條件雖簡陋，但值得欣慰的是童童懂

事，全心專注學習，很快在第2次呈分試中
追趕上來。今年4月，童童參加第一輪中學
面試時，全校僅有兩個名額，童童不負眾
望，獲得錄取。
採訪當天，童童和媽媽剛做完核酸檢

測，着急地收拾行李，中午抽空和朋友聚
餐。她調侃說，「從香港回來的接風宴還沒
吃，又成了散夥宴。」回顧過去一年多，童
童媽媽說千言萬語，只能用一個難字形容，
但這條路，現在也只能這樣堅持走下去。

母女來港租屋備考 小六生獲錄心儀校

疫下跨境生 升中路難行

■■陳太擔心若兒子回港校讀書會受到排陳太擔心若兒子回港校讀書會受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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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來襲，跨境生求學受到巨大影響。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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