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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西區傳統男校聖若瑟
英文書院，創校一百三十五年來出現首
位女校長。由副校長扶正為校長的陳美
梅表明： 「在可見將來，亦不會轉直資
，避免經濟能力欠佳學生，影響入讀機

會。」
近年不少老牌名校如拔萃男書院和

聖保羅書院，紛紛由津貼學校轉為直資
學校，天主教聖若瑟書院校友之一梁智
鴻及林健鋒亦建議學校轉為直資中學。

但陳美梅昨天向傳媒表明，辦學團體為
喇沙修士會，其辦學宗旨是有教無類
，不希望學校轉為直資後，令有讀書
能力但經濟欠佳的學生，削弱入讀機
會。

作為聖若瑟一百三十五年來的首位
女校長，陳美梅稱會以 「得展天賦」、
「得享自主」、 「得成領袖」帶領學校

發展，繼續鼓勵學生參加課外活動。

【本報訊】香港城市大學資
訊總監陳漢偉，近日獲選為《亞
洲資訊系統管理》（MIS Asia
）雜誌二○一○年度亞洲十五位
最卓越資訊科技創新人士之一，
並被 Horizon Watching.com 評
選為五十位最佳國際社會媒體資
訊總監及資訊科技領先人物之一
，成為本港獲此獎項第一人。

陳漢偉負責支援大學教學、
研究及行政運作的所有資訊科技
軟件、服務及政策，致力人工智
能達到優化效果、編排日程、安
排值班、編訂時間表及數據挖掘
的研究。其最新研究為知識管理
及運用網誌和維基技術。其領導
的團隊為適應大學四年制，將推
出學術資訊系統，協助學生根據
個人需求設計學習，並可預計個
別科目選讀人數，提高行政運作
效率。

【本報訊】天主教香港教區昨日發表聲明稱，收到
數名家長查詢九龍塘約克中英文小學暨幼稚園，以收取
二千至三千多元，為非天主教徒的學生和家長，開辦速
成洗禮課程，以協助學生升讀天主教小學。教區作出澄
清，強調絕無此事。校方回應表示，有關活動是由個別
家長發動，學校只借出場地使用，與校方無關。

天主教香港教區在聲明中表示，接到家長查詢約克
中英文小學暨幼稚園，在上星期的簡介會稱可以為非天
主教徒的學生和家長，開辦天主教教義速成課程，領洗
學生需付二千一百六十元，家長則要付三千二百五十五
元，由專責的菲律賓籍神父為他們主持洗禮，讓學生日
後以天主教徒身份升讀天主教小學，家長指校方聲稱已
就此安排同天主教會聯絡。

教區作出澄清，表示從未有學校與教區提及此事，
教區亦從未開辦這類速成課程。教區表示，按照教會傳
統及教區政策，為準備成人或兒童領洗入教的 「慕道班
」或 「主日學」是不會收費，同時，教區亦未曾接到隸
屬教區的菲律賓籍神父，開辦速成課程。

約克幼稚園是九龍塘著名私立幼稚園，校長梁馮淑
賢未有就事件正面回應，只透過傳真向傳媒解釋，該校
無任何宗教信仰，有關的慕道活動是由部分家長自發組
織，校方只借出場地年半至兩年的時間，目前，家長需
付近一千九百元參加有關的領洗。校方表示，稍後會向
天主教香港教區交代事件。

教育局回應表示，目前未收到有關的家長投訴，現
正向學校了解事件。據教育局資料顯示，若學生與某校
的辦學團體有相同的宗教信仰，申請入讀小一時獲加五
分，以提高學生入讀的機會。

中學生持續下滑，二○一六年將減
至五萬三千九百人，較○九年大減逾二
萬一千人。孫明揚自開學起不斷約晤學
界以至家長團體，昨日又先後與教協代
表，以及津貼中學議會逾三百名會員校
長商討對策。他於會後透露，正與津中
議會執委商談，增強誘因讓學校可以參
加縮班計劃。他表示，延長超額教師過
渡期是可考慮方案之一，他認為當大部
分學校同時參與縮班，標籤效應便可消
失於無形。

可延長超額教師過渡期
孫明揚表示，目前主要困難是處理

超額老師問題，重點是挽留老師在系統
之內，局方不是要以 「肥雞餐」送走老
師，但目前不會改變中學班級的師生比
例。對於學界有建議推行 「初中四班、
高中五班」，讓部分學校由三十班減至
二十七班，他說，會考慮增加彈性，以
達致二十七班、即 「初中四班、高中五

班」的相同效果。
教協代表與孫明揚會面後發出新聞

稿，稱局方將增加自願減班誘因，除容
許參與縮班學校凍結教師編制六年，並
計劃多給予三年時間消化超額教師。而
發起學界反殺校聯盟的教聯會主席黃均
瑜透露，局方增加誘因鼓勵學校參與縮
班，包括考慮增加高中人手及讓部分學
校由三十班減至二十七班。他表示，單
靠縮班計劃亦難以解決人口下跌問題，
加上津中議會收回的意見亦反映，有個
別學校表明不會縮班。

個別學校表明不會縮班
其中，天主教男校聖若瑟書院新任

校長陳美梅昨日表示，由於中西區並非
收生不足的 「重災區」，為避免縮班會
令家長失望、苦了家長，一旦區內學校
響應參加計劃，或導致學生要跨區上學
，希望當局慎重考慮推行政策的後果。
她說，教育局應就每區的收生情況來縮

班，除非教育局強制全港學校參與縮班
，否則學校不會自行縮班。

綜合本報資料，開設多間中學的辦
學團體，如天主教香港教區、中華基督
教會香港區會、保良局、東華三院以至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都對自願縮班有保

留，要求加大誘因。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就人口下降的

處理方案，局方正與不同團體接觸，並
理解學界最關注是如何處理超額教師問
題，教育局正與不同團體討論中，暫未
有定案。

【本報訊】縮班殺校潮席捲中學，但教育局建議學界自願減班的
呼籲迄無進展。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昨日承認正研究增強誘因，教協引
述局方考慮容許參與縮班學校凍結教師編制六年，並多給三年時間消
化超額教師。但中西區名校聖若瑟英文書院表明，為避免家長失望及
導致學生跨區上學，校方不會縮班。

浸大推生死教育課程
【本報訊】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將於十一月推出

多項生死教育課程，讓公眾人士，特別是長者及青少年
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死的問題。

為長者及其照顧者而設的三個課程，分別是 「豐盛
晚年生活系列︰與長者談生死」、 「面對死亡的奧秘」
、 「與癌病共存─實證臨終照顧」協助病人、其親屬或
醫顧人員克服情緒起跌及挫折，以及讓病人得到最佳的
身心照顧，有尊嚴地善終。

【本報訊】 「通識」是三三四學制下的重
頭戲。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推出音樂教
育新選修課程，邀世界頂尖華人音樂家盛宗亮
執教，提升學生音樂藝術修養。為迎接二○一
二年首批新高中學生入學，該院明年還將首推
「環球中國研究」本科課程，首年招生三十至

四十人，學生可赴美國維珍尼亞大學交流並於
該校選擇副修課程。

科大創校十九年，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一直
致力為全校六千多名本科生提供 「通識」課程
。去年五月執掌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首位華人
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之子李中清昨日與傳媒茶
敘時表示，學校專業課程側重深入和專攻，而
該院主修課程則看重要快速實用。他說，已將
音樂教育課程加入主修課程行列，可供學生選
讀。 「今年有七百多名學生，明年會有一千名
學生選修音樂，預計至二○一二年人數更多。
」他表示，作曲課目前也有三十多人選讀，遠
超當時預計的三、四人。

科大人文學部副教授盧思彥表示，音樂課

程主要分三班，分別是世界音樂、音樂劇及歌
劇。亦開設大師班、小組練習，學生自己亦需
創作音樂劇。該學院已邀請華人作曲家、麥克
阿瑟天才大獎得主盛宗亮於明年四月二十五日
至五月八日做客科大，並舉行工作坊。

人文科學學院一直未開設本科課程。李中
清表示，明年九月將首設 「環球中國研究」本
科課程，首年收生三十至四十名。該課程以全
球為平台，分別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美國
維珍妮亞大學、北京大學、巴黎政治學院簽訂
交流協議，只要成績合格，全部學生可赴上述
學校交流一學期或一年，但僅可在美國維珍尼
亞大學選擇副修課程。

人文科學學院副院長何傑堯稱，二○一二
年全港八間院校將開設三個全新課程， 「環球
中國研究」為其中一個，該課程主修部分包含
四個跨學科領域，包括環境、經濟和全球化；
文化遺產、族群和身份認同；政治及社會變遷
；文學、傳媒與傳意，學生需從四個領域選出
三個修讀。

世界頂尖音樂家科大執教

收三千元助學生入學
天主教區澄清無此事

教院學生上門教學障童
【本報訊】實習記者汪澄澄報道：五十名香港教育

學院學生經過培訓，將在未來五個月嘗試以上門輔導方
式，支援大埔和沙田的學障中小學生，預料約四十個家
庭受惠，其中，綜援家庭費用全免，申請學生資助者則
付半價。

這項名為 「學習 Easy Go」的計劃昨日啟動，由
香港教育學院、香港家庭教育學院和香港宣教會學校服
務隊共同策劃，是三家機構推動的 「新家長運動」其中
一個項目，上門輔導支援的學障生，來自大埔及沙田的
六至八間中小學。

家教學院主席狄志遠解釋： 「在對本港家長的街訪
中，很多人表示由於工作壓力，無時間輔導子女功課。
我們希望透過計劃，從知識、技巧及態度上幫助學生建
立學習信心，同時亦讓家長透過參與，獲得教育子女的
良方。」該院董事余榮輝說： 「很多家長不知道或不願
意承認自己教育方法存在問題，學習障礙只是表面現象
，計劃希望家長主動了解背後原因，並及早改進對子女
的教育方法。」

家教學院董事葉建源說： 「該計劃針對有學習障礙
的中小學生，提供每周三日，每日一個半小時的輔導，
內容包括功課講解及學習態度及習慣的培養。六個月課
程共兩千元，若是綜援家庭，費用全免，申請學生資助
的學生則付半價。」

教院協理副校長莫家豪表示： 「參與計劃的五十名
教院學生，經過培訓，能識別不同特殊學習需求兒童的
學習特質，針對如讀寫障礙、注意力不集中等個案，制
定輔導方法，幫助學生改善學習習慣，增加學習興趣。」

狄志遠表示，除 「學習 Easy Go」計劃外，為家
長、社工及相關人士設計的 「CEO 家長證書課程」及
「家長教育導師證書課程」亦在籌劃中，預期在今年內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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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計劃 本報攝

【本報訊】實習記者何佩玲報道：
今年香港末代會考共有十七名學生獲得
十優的成績，傳統名校聖若瑟英文書院
佔了四名。其中陳晉登更被香港科技大
學環境管理及科技系破格錄取，使他得
以免讀預科而由中五直升大學一年級，
比中六拔尖上大一更厲害。

陳晉登成為少年發明家陳易希後，
第二名獲科大破格取錄的中五畢業生。
昨天，他連同柯栢菱、柯嘉俊及戴樂天
出席母校聖若瑟書院記者會，他們四
人在今年中學會考同獲十優，被譽為狀
元。

受電影《絕望真相》影響
陳晉登獲科大環境管理及科技系破

格取錄。他表示，中二時看了電影《絕
望真相》而改變自己的環保觀，從而選
擇修讀環境管理及科技。問到連跳兩級
直升大學造成的壓力，他說，開學時已
經常獲科大的同學照顧，一個月來已經
完全適應大學的學習及生活。至於捨預

科而提早兩年讀大學的原因，他表示，
因為現時的環保問題越來越迫切，希望
自己可以做多一點環保的問題，幫助自
己累積更多的研究經驗。而且修讀的專
業涉及到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和生
物學等範疇的學科，可以令自己獲得更
多的學科知識。

陳晉登打算畢業後與更多公司合作
，觀察公司在發展過程中如何保護環保
，進而從公司的利益出發，但須從經濟
效益與社會方面為考慮前提。以他所接
觸的學科，幫助公司在社會、經濟、環
境上取得三贏的局面，或從事環保研究
的行業。他已經報名參加二○一○年的
社會企業挑戰賽，希望透過挑戰賽啟發
自己今後的發展道路。

親力親為參與環保活動
很多人關注提倡環保的人日常生活

有什麼實際行動。陳晉登說，經常參加
社會環保團體發起的環保活動，例如昨
晚由香港環保觸覺舉辦的 「七點至九點

無冷氣日」，雖然成效不顯著，但可以
藉此機會向市民宣傳環保的重要性。他
自己在家則會從基本的行動做起，如外
出時熄燈、減少使用塑膠袋，並向親朋

戚友宣傳環保。他表示，環保行動必須
從心出發，否則只會徒勞。

對於仍在中學讀預科的朋友，陳晉
登說，最重要是明確自己的目標，不要
被外在的得失影響內在價值。同時要建
立對學科的興趣才能享受讀書的樂趣。
他補充，自己的成功在於聖若瑟書院的
學習環境主動，老師會引導學生獨立思
考及批判問題的能力。

除了科大破格取錄中五畢業生，中
文大學近年也先後破格取錄何凱琳入醫
學院、簡文鋒入物理系。

繼少年發明家陳易希後
十優狀元陳晉登破格入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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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汪澄澄報道：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系統學系，本學期革
新電子商貿及環球商務系統管理等四個
學士課程，並將 「資訊系統」課程易名
為 「資訊管理」課程，增加管理實用元
素和必修科目，如風險管理、服務傳遞
系統的運作，令學生在畢業後更易投入

金融發展。
四個革新課程包括資訊管理（IM）

、電子商貿（EC）、環球商業系統管
理（GBSM）和營銷資訊管理（MIM）
，每年斥資約一百萬元予教學及實習用
途。招生主任梁漢榮表示，去年收生一
百三十人，其中IM課程人數最多，有

五十七人。該系教授馬建針對IM課程
說： 「課程幫助學生學會在最短時間，
從大量雜亂資訊中獲取最有效信息及跨
行業金融管理。」課程主任何滿棠補充
： 「課程注重教授學生利用電子科技，
多元獲取及分析信息，實現風險管理，
操作性強。」

梁漢榮透露，去年招生成績要求須
達兩科C，新學制開始即適應大學聯合
招生，入學成績初步決定為 「三三二二
」的基本入學標準。

城大革新資訊管理課程

聖若瑟書院不轉直資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昨表示，正研究增強誘因，鼓勵學校參與縮班
本報攝

▲李中清（左）表示，音樂已加入主修課程行列，目前已有七
百人修讀 本報攝

◀聖若瑟書院四
名末代會考十優
狀元中，陳晉登
被香港科技大學
環境管理與科技
系破格錄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