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副學位課程十年內激增兩倍。開荒牛之一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院長黃志漢
認為，開辦副學位方向正確，但政府 「太心急」 ，以致學生出路不足，質素參差。他透露
浸大持續教育學院擬明年起，旗下十個專業均為績點（GPA）達標的學生提供四年制自資
學位課程，學歷全由浸會大學頒授。

本報記者 成 野

浸大打通課程銜接副學士
學生績點達標便可升讀學位

三個故事 三種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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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就成績不好」
。浸大持續教育學院院長黃
志漢不是自謙，而是實打實
的數據：六年小學轉校四次

、成績總在最差的兩成（Bottom 20）之列、考試
零分、輟學三年。

黃志漢自言當年小學會考差不多全港包尾，只
可入讀私校。中一想過要好好念書，認真準備了一
遭。 「那時候發考卷是從最後一名發到第一名，好
殘忍」，有一次，平時總憑 「包尾」成績早早領到
考卷的他，遲遲未聽到老師叫自己名字，心裡欣喜

若狂。可惜試卷派完仍未領到，還被老師叫到教室
外，訓斥 「為什麼舞弊」。

心灰意冷的他不想辯解，亦不願再念書，就此
輟學。當時年僅十二、三歲，頂着烈日給人送汽水
，又到影樓替別人拍結婚相。談起當年的辛苦，他
一笑置之， 「最鍾意影相，現在水平都不錯」。

輟學三年後，有感 「這樣下去，沒出路，都找
不到女朋友」。下決心重返校園，別的中學都不願
意收，只有中文中學培英中學接納他， 「那時候，
我比其他同學大三歲，成績也不好，好自卑」。

和所有從小因成績欠佳而不斷受白眼、批評甚

至體罰的學生一樣，當時的黃志漢並非不想改變，
只因少了一點契機。某天，他終於聽到一位老師說
「那個插班生的作文寫得好好」。至今他說起來仍

是滿臉的驕傲， 「這是第一次有人讚我，及後抱着
『唔衰得』的心態，常常考第一。」

讀完博士、留學，又返港進入高校。將二十餘
年的光陰獻給了浸會大學。學生來了一批又走了一
批，他戲稱自己 「baby face」，卻仍被歲月添了些
許皺紋。

「我想告訴學生，沒考好不代表你能力差，可
能是傳統的考試不適合你」，黃志漢說，比如學院
中修讀音樂專業的學生，成績或許達不到音樂專業
學士學位課程的錄取要求，但他們音樂天賦和靈氣
不應被忽略。

踏進三月，春暖花開，高中畢業同學正因
應自己的志趣、條件和能力，按照本地、中國
內地以至海外專上院校的招生日程，申請報讀
學士或副學士課程。香港高中新學制，加強與
中國內地以至海外學制的接軌，為學生規劃未
來發展，提供更多元化的出路和機會。

雙學制年 學額充足
2012 年是雙學制年，應屆中六和中七畢

業同學，約有十萬零四千人；而各種升學的途
徑，合共提供約十一萬個學額，包括超過七萬
五千個專上課程學額，約三萬五千個新毅進課
程、職業教育及訓練、持續進修課程的學額。
同學們只要打算繼續升學，無論成績如何，都
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銜接課程。

升大比率 無須過慮
新學制實施後，所有學生都有機會升讀中

六，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能進入公營大學
的學生比例或會較低。在2012/13雙學制年，
教資會資助院校及香港演藝學院將分別為新舊
學制每批學生提供15150個第一年學士學位課
程學額，（即合共30 300個學額）；自資專
上院校亦會提供約 7 400 個學士課程收生學
額。此外，院校預計會提供約37 500個公帑
資助及全日制經評審自資副學士課程收生學額
。以整體同齡人口為基數，修讀學位及專上課
程的比率，不會因新學制而下降，反而會因新
學制而上升。在新學制之下，學校不用一如舊
制，要為考生的高考成績排名而煩惱。

網上資訊 多元出路
教育局設計的新高中畢業生多元出路網頁

，今年一月底上載到 「新學制網上簡報」
（www.edb.gov.hk/nas），我們會透過網頁及
其他渠道，持續發放和更新學生出路的資訊
，以及辦理各項重要手續的日誌，給同學們
參考。

特寫

局中人語

媒體報道，本港八大資助院校下自資學院一手
拿公帑，一手辦自資課程，一○／一一學年進帳高
達五十億元，猶如八大的 「搖錢樹」。但黃志漢接
受傳媒訪問時，直斥此說 「無知」，坦言開辦自資
課程諸多不易，包括政府規劃不足，發展急功近利
；各校課程良莠不齊，充斥賣廣告，打價格戰現象
，浸大持續教育學院十年未漲學費，更要償還三點
六億元的政府貸款，赤字頻出。

副學士急速發展配套少
身兼浸大國際學院院長的黃志漢稱，該院在本

港率先開設副學位課程。此舉源於一九九五年，他
赴美參加持續教育會議。 「回來就和政府協商，香
港能不能開辦」。當年十月開始收生，學生畢業後
的主要出路為海外升學。因課程受歡迎，到九九年
收生增至三百。 「開辦原意是給年輕人多出路，不
要一試定終身」。

但在二○○○年，特區政府提出十年內將香港
高等教育普及率從當時的百分之三十，提升至六成
。至○三年，副學士課程人數已猛增一倍，○六年
全港共二萬八千人修讀副學士課程。黃志漢認為，
提升大專普及率方向正確，但量化指標，難免變為
行政任務。短期急速增長（見附表）而配套不足，
勢必埋下隱患。

全港現有十五所院校，以自負盈虧形式開辦副
學位課程。以市場來解決高等教育普及的問題，固
然吸納力強，卻亦會引發不良競爭。 「○六年，街

上到處都是廣告」好似兜售商品。應運而生的是無休
止的 「價格戰」，部分學校為了壓縮成本，不惜刪減
先修課程的上課時數，以致課程良莠不齊。

既要對抗成本上漲和市場壓價的夾擊，黃志漢稱
浸大國際學院已十餘年未加學費；又因校區建設而欠
下政府三點六億元的債務，每年需還貸四千萬。 「前
幾年，除了還貸，本來就有赤字，去年轉虧為盈，但
算上債務還是赤字」。

黃志漢指出，媒體用個案和 「倔頭進士」等詞彙
渲染副學士 「不成功」，令整個社會對副學士的認識
普遍悲觀。曾有畢業生搵工時，遭遇對副學士有成見
的老闆， 「其實好多學生都很不錯，有些批評其實不
合理」。

為此，浸大持續教育學院與浸會大學合作開辦六
個學位銜接課程，為學生 「搵出路」。並於○九年推

出 「自資學位課程優先取錄計劃」，予中七畢業及有
意升讀副學士的學生申請。申請者需先完成學院的副
學士，繼而升讀自資學位課程，並由浸大頒授文憑。
目前的六個專業，平均每個提供八十個銜接學額。

黃志漢透露，擬於二○一三年，將學院十個專業
全部 「打通」至學士學位課程，學生讀完副學位後只
要績點 「達標」即可升讀，預計績點 「至少在二點八
以上」。

民政事務局和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在二○一
二學年開展的 「學校體
育計劃推廣主任」先導

計劃，得到教育局及香港體育學院協助，並由藝術及體
育發展基金撥款資助。

計劃除了要在學校加強推廣體育文化，讓學生有更
多機會參與體育運動外，還為了給退役運動員提供在職
培訓平台，使他們可以在熟悉的體育範疇，開展事業，
投入社會工作。

新設的 「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由香港體育學院
推薦的退役運動員擔任。計劃除為運動員提供工作機會
外，還為他們安排進修。入職前，體院會為他們提供基
本行政管理訓練，如溝通技巧、目標制訂、時間管理、
項目管理、計劃書撰寫技巧等；入職後，他們可申請教
育資助繼續進修；在職期間學校亦會委任導師，輔導推

廣主任執行工作。
試驗計劃為期三年，於今年九月推行，試行期間最

多提供 15 個名額，供全港官立及津貼中學申請。每家
獲選的學校一年可獲撥款最高 30 萬元，以聘請體育計
劃推廣主任及舉辦相關活動。申請的學校須提交計劃書
，提出體育發展策略，闡明如何在推廣主任協助下逐步
達到目標。推廣主任的主要工作就是協助學校執行計劃
書，提升校園的體育文化和學生對運動的興趣，為香港
體壇培育生力軍。

對於退役運動員，這既是發揮所長的機會，也是邁
向新領域的機會。他們通過擔任推廣主任的培訓，將有
機會向更多相關行業發展，例如擔任體育總會的行政助
理、活動幹事及大型活動統籌等工作。

這可以說是退役運動員、學生、學校都可以得益的
三贏方案。我們會定期檢討計劃的成效，以制訂未來的
長遠目標和方向。

本港自資副學位課程擴張情況
年份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資料來源：《專上教育界別檢討第二階段檢討報告》

副學位總學額

9467

13180

16455

19100

26890

29107

28121

公帑資助

6846

7634

9623

10788

9813

9301

8448

自資

2621

5546

6832

8312

17077

19806

19673

院長曾是包尾大幡

一夕之間，雙耳由半聾變
全聾；勝券在握的實驗題得分
近乎零；夠條件又夠熱情竟落
選於最心儀的學院！三個學生

，三個故事，同遭有生以來大挫折，悲觀失望但沒有絕
望，他們深知，失敗其實孕育着成功的種子， 「塞翁失
馬，焉知非福」。幾經奮鬥，他們贏得了備受推崇的尤
德紀念基金獎學金，踏上成功新台階。

二十三歲的勞恩慈，就讀於著名女校聖保祿學校。
從小四默書次次零分到會考取得二十六分，天與地的成
績在於年幼多病，長服抗生素導致十歲時完全失聰，遭
同學歧視又被老師嫌棄。 「我曾祈求天主重賜我聽力，
最終是覺得自己太無用，更給世界遺棄。」幸好，小五
班主任的一句話帶給她溫暖和希望。

「入讀浸會大學英文系是我的人生轉捩點。我獲得
第一個獎學金，由前校長吳清輝伉儷頒發，使我知道傷
殘人士一樣有出頭天。」令勞恩慈感激的是，老師一次
次鼓勵她申請滙豐銀行海外獎學金，使她得以赴英國交
流一年，更用上高科技助聽器，由此提高其自立自強的
信心和勇氣，每周一小時的全班全英語辯論更使這位失
聰者不再失語，也不再失意。昨天，她得到前港督尤德
遺孀嘉許，將赴牛津大學攻讀碩士課程，為未來考取政
務官、服務香港鋪路。

失敗孕育成功
相對而言，中六生盧安迪的人生路充滿幸運和成功

。小四時，他就是奧數迷，其後代表學校以至香港出戰
數學奧林匹克、物理奧林匹克，屢屢獲獎。不料，中四
參加台北物理奧林匹克，竟在一道實驗題遭遇滑鐵盧，
「用了五小時，居然開不了機，全題十分只得零點四，

原因至今不知道，真是失敗又失望」。
盧安迪沒有自暴自棄，因為 「每次失敗總會為成功

播下種子，重新站起來才會有收穫的一天」。也是中四
那一年，本地大學讓他無條件提早拔尖，被他婉拒；雖

然已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無條件取錄，但他堅持先要完
成中學教育，與同是十七歲的少年人一同接受首屆文憑
試的考驗。

流行歌這樣唱：小小苦楚等於激勵。但得悉名落演
藝學院收生榜後，令李慧心這個戲劇狂熱分子幾乎發瘋
，不是苦海翻細浪，而是天昏連地暗。好歹入了一所大
學，自問天分不如同學，導師又冷淡，她把三分一時間
花在搞校外戲劇，結果只能以總平均二點幾勉強取得數
碼圖像榮譽學士。心有不甘的慧心，決意重考演藝學院
，說服了父母財政支持，更打動了考官。在演藝，她如
魚得水，總積分躍至三點七，先後執導《死佬日記》、
《伽里略傳》等。

下一站，李慧心要到英國考取表演製作碩士，為登
上西九文化藝術區的大舞台而打拚。她和勞恩慈、盧安
迪，連同八百多名得獎者，昨天齊集大會堂領取第二十
五屆尤德紀念基金獎學金。三人同聲寄語今年的文憑試
和中七高考生：盡自己努力做到最好。因為，失敗是成
功的踏腳石！

─記尤德紀念基金獎學金得主 本報記者 呂少群

局長隨筆

學校體育先導計劃達三贏
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

▲左起：李慧心、盧安迪和勞恩慈，同獲尤德獎學
金，同稱盡己所能成功在望 本報記者呂少群攝

▲黃志漢認為，開辦副學位方向正確，但政府
「太心急」 ，以致學生出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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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撰文表示本港文憑試學生出路
多元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