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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附小首推提名招小一生

2300家長迫爆簡介會

【本報訊】香港浸會大學在第五十六屆開學禮上歡
迎二千多名本科新生。校方同場為陳宇齡、余國春、張
安德、范錦平四位名人頒授 「榮譽大學院士」。

「南天海角，獅子山前，我校聳立輝煌」。昨日下
午，浸大善衡校園大學會堂內逾二千三百名本科新生齊
起立，共唱校歌。面對一張張對大學充滿新鮮感的面孔
，校長陳新滋致辭歡迎新同學 「加入浸大大家庭」。他
引述美國著名教育家約翰杜威之言： 「教育是生活的過
程，而非為生活張羅」，鼓勵學生在大學期間觀察生活
，領略活學之道。

同場，香港中醫界翹楚陳宇齡、裕華集團主席余國
春、退休企業家張安德、林大輝中學創校校長范錦平獲
浸大頒予榮譽大學院士。

陳宇齡於一九九一年開始中藥保健產品製作，其後

於一九九八年成立培力藥業集團。他為浸大中醫藥學院
提供支持，並贊助學院舉辦課程與活動。裕華集團主席
余國春熱心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曾贈五百萬支持浸大
校園建設和發展當代中國研究所。退休企業家張安德於
一九九二年創立 「張安德慈善基金」，曾為多間院校捐
資，包括贈一千萬助浸大中醫藥學院設立 「張安德中醫
藥國際貢獻獎」。范錦平為教育工作者，先後出任廠商
會中學和林大輝中學創校校長。

陳新滋表示，頒授 「榮譽大學院士」是為了表彰他
們為社會所做的貢獻，並感謝他們對浸大的支持。他透
露，今後可能每年均會有三至五名為社會作傑出貢獻的
人士獲頒 「榮譽大學院士」。出席儀式的還包括浸大校
董會主席王英偉、副主席鄭恩基，校董會司庫梁永祥。

余國春等獲浸大頒榮譽院士

【本報訊】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贊成開設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但認為在具體構思和推行方式上

應進行調整。
教育局提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諮詢日前結束，

港大同學會教育基金昨天發表聲明稱，在中、小學推行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宜操之過急，應兩至三年試點後

才全面落實。聲明表示，諮詢方案建議中的五大範疇個人
、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應平衡，且最好相互關聯，環
環相扣；同時需鼓勵學生分析現時問題，提出改善建議。

在教育資源和教材的配給上，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
育基金認為，當局應該設立在職及職前培訓，為教師提供
專業發展課程；教材內容要具體、多元並多角度；社會及
相關教育團體應該盡快開發教材。

基金會肯定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有必要，認為此舉
幫助學生認識身份與國情，提高公民品德與素質。

港大同學會撐設國民教育科

獲兒童藝術雙年銀獎
劉見之再度揚威國際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熙報道：對家庭而言，家中
有兒童升小一是件令人高興的事。看着孩子慢慢長大，
即將邁入人生的第一個求學階段，家長們滿心歡喜，充
滿期許的同時，不由得擔心懵懂的孩子是否能適應學校
規律的團體生活。相比幼稚園，小學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面對學習模式與學習環境的巨大轉變，不少小一生難
以適從， 「哭哭鬧鬧」，甚至大叫 「不願上學」。

特區政府於二○○○年推行教育改革， 「建議加強
幼兒教育和小學教育的銜接」，自此幼小銜接問題備受
關注，不少學校將此列入工作範圍，但多數也僅是舉辦
幾次活動，成效並不明顯。十年來，觀塘官立小學為小
一生量身定做一套為期四個月的全方位 「幼小銜接課程
」，包括透過與幼稚園互相探訪、觀課，增加幼小間的
聯繫、推行 「關愛小天使計劃」、邀請家長擔任校內活
動義工照顧幼小學生等，成效顯著。

邀家長任社工助適應環境
昨日僅是新學期的第四日，觀塘官小的小一生已開

始適應小學生活，在高年級哥哥姐姐的帶領下井然有序
地走入課室。一年級誠班班主任吳佩君說： 「起初，也
有學生哭鬧現象，經過了解，知道是 『睏』所致，便常
提醒他夜晚應早點休息，並將情況反饋給家長，情況果
然有好轉。」她表示： 「家校聯繫很重要，除每月一次
的 『小一通訊』，學校亦會邀請家長任校內活動社工，
幫助學生盡快適應小學生活。」

朋輩輔助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在觀塘官立小學校園
裡，常見到高年級小天使對小一生照顧有加的畫面。校
長麥惠英解釋： 「小一生通常需較多的關注，關愛小天
使既可以降低教師的工作量，並將愛延續到課堂外，比
如帶領小一生逛校園等，是對教師工作的補充。」

另外，近年來學校更加強與幼稚園間的聯繫，互相
探訪，了解幼稚園課程特點，並將幼稚園教學風格帶入
銜接課程，包括開設主題課程，在課室設計上與幼稚園
相近等。至於小一學生無法長時間集中注意力的問題，
學校更通過多樣化的學習活動，包括小組討論、角色扮
演、合作學習等以提高其專注力。

觀塘官小多活動助幼小銜接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六日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
最近訪港時宣布，內地將承認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資歷。香
港實施的 「三三四新學制」，將於二○一二年九月迎來首
批四年制大一新生，內地高校亦承認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資
歷，免試錄取港生。暨南大學招生辦調研員莊友明博士今
天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根據實際情況，學校初步制定錄
取方案，採用 「4+1」模式，免試錄取港生，明年並對新
學制高三畢業生首次實行保送生制度，錄取尖子港生。

據悉，從二○○九年九月份香港推行 「三三四新學制
」，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這意味着香港高
校將於二○一二年九月迎來首批四年制大一新同學。

莊友明表示，香港高校明年將有首批四年制大一新生
，鑑於香港各大學錄取科目要求，暨大已制定 「4+1」模
式，依據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四個核心
科目+1個科目成績，再加面試，免試錄取香港學生。

二○一二年香港有兩類學生畢業，一類是新學制首屆
高中畢業學生，錄取按 「4+1」模式，再加面試。另一類
是最後一屆中七學生，錄取按原模式，即中七高級程度會
考成績+面試模式。

暨大4+1模式免試收港生

記者角記者角

【本報訊】年僅五歲的小畫家劉見之，近日再獲繪
畫殊榮。剛於新學年升讀男拔附小的劉見之，以中國水
墨畫 「粵劇花旦」參加第六屆國際兒童藝術雙年展，並
獲頒發獎狀及銀牌獎項。他至今已獲得二十個國際繪畫
賽獎項。

五百名來自二十多個不同國家和地區、五至十八歲
兒童畫家的畫作，正在孟加拉Shishu Academy舉行的
第六屆國際兒童藝術雙年展中展出。此藝術展分為六個
年齡組別，每個組別包括一個金獎、三個銀獎及六個銅
獎獎項。經挑選的畫作在此雙年展中展出，其作者由大
會頒發榮譽獎。

劉見之為是次比賽中歷來最年輕的中國得獎學生。
他因居住在香港西貢鄉外，因而有機會接觸和觀看傳統
大戲。見之早前獲邀到孟加拉國駐香港領事館領獎，並
由孟加拉國駐港領事親自頒發獎狀及獎牌。

經歷過審計署風暴，直資小學的名氣不跌反升。每
年學費高達六萬元的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昨日舉
行二○一二／一三學年小一簡介會，吸引二千三百名家
長慕名而來，包括前傳媒人黃德如夫婦、藝人李嘉慧、
劉曉彤，後者更提早為一三年入學的兒子 「探路」。

簡介會在學校禮堂舉行，上下層均座無虛席，校方
臨時開放十多個課室，安排家長經由視頻收看禮堂直播
。今年由小學部副校長升任校長的梁麗美表示，幼稚園
提名（助學）計劃，由幼稚園校長提名兩名學生申請，
申請者最低要求是幼稚園操行須為A-級、學業成績在
全級首十名。 「除品學兼優，學生還要符合學校的學費
全數減免資格，以三人家庭為例，每年可動用收入不多
於十八萬元。」

撥七學額予提名計劃
梁麗美說，下學年共有一百四十個小一學額，校方

將撥出百分之五、即七個小一學額予提名計劃。 「申請
的學生跟其他申請者一同面試，符合條件又獲取錄的學
生，除可豁免全年六萬元學費，校方亦會資助校巴、校
服、書簿、午膳及一項繳費課外活動和樂器班費用」。

但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主席曾甘秀雲認為，家
長不要為讓子女入讀名校，而過早催谷他們發展，否則
會造成反效果。

小學校監兼中學部校長陳黃麗娟表示，推出計劃並
非擺脫直資學校的貴族形象，而是要教學多元化，讓不
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入讀。問及校方撥出總收入的多少百
分比作計劃之用，她說，中、小學部均設助學金，每名
學生最高可獲十萬元，總開支佔校方收入約兩成。

昨日的簡介會上，不乏社會知名人士出席，包括去

年已提早前來 「取經」的黃德如夫婦。她表示，兒子明
年正式入讀小一， 「該校校風純樸、對學生關愛，因此
，早已決定報讀」。而藝人劉曉彤是位 「心急媽媽」，
兒子今年才四歲多，現已經讓他參加游泳、畫畫、音樂
班， 「不惜花上十萬九千七培養兒子，希望他入讀好學
校」。

梁麗美說，該校由即日起至本周五（九日）接受申請
，本月底至十一月上旬，分階段展開兩輪面試，首輪以
二至四人小組遊戲觀察學生，其後單獨面見校長或副校
長，從而挑選二百人進入次輪面試，由校長親自跟學生
和家長傾談二十分鐘，最終取錄約一百四十名學生。去
年該校收到二千三百份申請表，平均十五人爭一學位。

【本報訊】實習記者鄧穎霖報道：為落實電子評卷，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計劃重新發展位於新蒲崗爵祿街的考評
局大樓，改建為電子評卷暨考試中心。該大樓僅七層樓高
，考評局計劃將之拆卸，改建為十五層的大樓，昨日獲得
黃大仙區議會所有出席議員支持。

黃大仙區議會昨日討論 「重新發展考評局大樓為電子
評卷暨考試中心」（上圖）。考評局代表認為，辦公地方
能集中在同一大樓，可省回租金開支，減低服務成本，有
助內部運作，更可減低閱卷員遺失考卷的風險，並期望明
年年底可展開重建工程，於三年後落成。

新大樓的樓宇布局和所採用物料將以節能、環保為主
要考慮因素，擬設有綠化平台為新蒲崗社區增添綠化空間
，主要是為全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全面實行電子評卷、全港
性系統評估、國際及專業考試等及用作主考員、閱卷員、
教師及評核人員的培訓場地。重建後的新大樓將會為考生
、教師、閱卷員和社區大眾提供一系列與考評相關服務。

九龍東缺乏評核中心多年，新大樓可方便區內工作的
中小學校老師，讓同區居住或工作的閱卷員前往電子評卷
中心工作，數以千計於區內工作或居住的考生亦可得到更
方便的考評服務。

電子評卷的優點是，可即時監察閱卷情況，及早發現
評卷時的問題，並作出即時更正；可將個別題目分發予不
同閱卷員評閱，增加一致性；同步分發答卷予兩名閱卷員
以雙評方式評卷；電腦計分，減低輸入分數時出錯的機會
及可更詳細分析考生的表現。

考評局大樓擬重建
獲黃大仙區會支持

▲觀塘官立小學高年級關愛校園小天使幫助小一
生適應小學學習生活 本報攝

▶浸大舉行頒授
榮譽大學院士儀
式，左起：陳新
滋、鄭恩基、陳
宇齡、余國春、
王英偉、張安德
、范錦平和梁永
祥

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這
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宣傳口號，十
多年來用以推動社會向所有人提供
同等的機會。人們記憶猶新的有反
對年齡歧視、妊娠（懷孕）歧視以
至膚色歧視，藉以宣揚年紀大不等
於競爭力低、腹大便便一樣能幹活

、身體殘障者的能力未必輸給健全者。可以說，這些是為
弱勢者討公道，在一定意義上，堪稱合理又合情。

不過，物極必反，慎防矯枉過正。一般人對 「歧視」
的理解或反應，幾乎離不開強凌弱、大欺小、富壓窮，殊
不知事物總有例外。就拿近日鬧得熱哄哄的 「劏校」為例
，事件風眼所在的校舍原是小學縮班殺校下的剩餘，當局
因應推行新高中學制而分配給中學作擴展之用，最初分配
給一間特殊學校，其後因應其所佔所用資源，而決定讓一
間中學也伸展至此，集中使用校舍的五至六樓，預期形成
傷健學校師生共用一座校舍、各有獨立出入口的局面。若
然成事，這不正是 「傷健一家」的理想畫面。

很遺憾，兩校未入伙，竟先鬧出歧視風波。歧視對方
的不是健全中學生，而是那間專門服務六至十八歲身體弱
能兒童的特殊學校。其理由是，傷殘學生難以（或者乾脆
說無法）與健全中學生同用一個升降機，並稱兩校同處將
衍生安全和管理問題。簡單一句話，這座校舍一早重新分
配給我校，就不必也不用再分給其他學校了。套用歷史故
事，大有宋太祖所謂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意味。

於是，原本被視為弱勢的學校師生及其家長，為了保
持對獲分配校舍的絕對控制權，勇敢地高調地站出來，向
教育局請願，不得其領後，即向立法會投訴。理由是 「教
育局出爾反爾，強詞奪理」。也許教育局最開始答應全座
校舍撥給某間學校，其後考慮到公眾資源未及善用，乃由
單一學校改為兩校共用，或令某方面一場歡喜一場空，但
未至於一無所有吧。

從有關特殊學校的反應，沙鷗的觀感是歧視對象逆轉
。兩校共用一校舍，真是水火不容？

歧視風波 沙 鷗

▲每年學費高達六萬元的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小，
昨舉行下學年小一簡介會，吸引二千三百名家長
慕名而來 本報攝

聖保羅男女附小面試貼士
●校方注重學生 「純真」 ，家長切忌為面試而額外操
練子女

●學生要有良好溝通、專注力集中、謙遜有禮

●學生不宜過分造作，面試時切忌對校長說 「我好鍾
意你」 、 「可不可以攬下你」 、 「希望下次可以見
到你」

●個人資料簿頁數不宜過多，設計普通、內容精簡即
可以

●學生的幼稚園表現、活動、體藝出色，校方只用作
參考，絕不會 「加分」

資料來源：聖保羅男女附小

去年審計署點名批評本港部分直資學校
的獎助學金使用率低，未能惠及基層學生。
位於南區、全港學費最貴的直資小學聖保羅
男女中學附屬小學，首設 「幼稚園提名（助
學）計劃」 ，讓下學年入讀小一的學生申請
，名額七個。成功獲取錄的學生，不但豁免
全年學費，更獲資助校車、校服、書簿等費
用。校方否認此舉是為擺脫直資學校高不可
攀的形象。

本報記者 李盛芝

▲劉見之以中國水墨畫 「粵劇花旦」 參加第六屆
國際兒童藝術雙年展，獲頒銀牌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