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跨境學生人數首次破萬，達
12865人，且呈現每年30%的增長幅度。首
家跨境學童服務中心在羅湖區婦女兒童活動
中心成立，一個月來已為1000多跨境學生和
家長提供服務，服務總監張玉清表示，跨境
學童增多，適合兩地工作的社工難以覓到。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電】

跨境學童乏社會服務

大嶼山八成考生首選本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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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首屆中學文憑試
主科的筆試接近尾聲。一項調查
發現，逾八成受訪應屆考生認為
，只要符合入讀本地大學的基本
要求，都會列為升學首選，否則
會選擇報讀副學位、新毅進、中
專教育文憑等課程。

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於
今年一月中，訪問大嶼山的六間
中學共七百名應屆文憑試考生，
有關升學意向及應試壓力。調查
發現，逾八成受訪者表示，若考
獲 「三三二二」最低入讀本地大
學的要求，均希望能考入心儀學
系。

決定升學或就業出路時，七
成受訪考生會以個人興趣及理想
出發，其次是個人優點及專長。
若遇到升學問題時，他們會第一
時間向朋友傾訴，其次是家人及
老師。調查亦問及受訪者的應試
壓力，以十分為最高，八成半人
的壓力指數達五分或以上，主要
是憂慮將來出路。

曾失意於最後一屆舊制會考
的應屆文憑試考生葉曉晴，兩年
前轉讀新高中課程。她認為，新
制課程比會考繁複，但她有信心
從會考七分的成績反敗為勝，希
望爭取入讀本地大學。她與同為
應屆考生的葉文匯均表示，會趁
放榜前的時間做兼職，希望留積
蓄將來升大學之用。

負責調查的聖公會福利協會
服務總監鄭麗玲分析，普遍考生

需要升學出路的支援。她建議，
政府增加培訓朋輩輔導員、生涯
規劃工作坊等。 「聖公會將在七
月七日，為家長及考生舉辦 『家
長模擬放榜日』，讓他們先熟習
當日的運作流程。」下月十日，
該會將在東涌，為應屆文憑試及
高考考生舉辦招聘日，逾千份全
職及兼職工作提供即場面試及取
錄。

【本報訊】由生輝粵劇研究中心主辦、華意堂藝術策劃
統籌的兒童粵劇班，將於五月一日下午在高山劇場舉行結業
演出，四齣以 「孝道」為題的折子戲是《王祥臥冰求鯉》、
《緹縈陳情救父》、《趙咨迎盜》及《雲英繼父守城》。

去年8月起，50多名年齡由5歲至16歲的學生於香港文
化中心、高山劇場及大埔文娛中心分別接受30節粵劇培訓
課程，認識粵劇中唱、做、唸、打四功的表演方式。

結業演出的門票分 60 元及 40 元，節目查詢可致電
27221630。

兒童粵劇匯演五一舉行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二十七日電】香港大學內
地學習千人計劃啟動儀式在復旦大學舉行。教育部
副部長郝平、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復旦大學校長
楊玉良、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潘永華、上海市政府副
秘書長翁鐵慧及其他高校代表等十餘位嘉賓，出席
了啟動儀式。

去年八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參加香港大
學百周年校慶時，宣布中央政府將設立專項資金，
每年支持一千名港大學生和老師到內地學習、考察
、開展科研。這項計劃由教育部港澳台辦會同中聯
辦教科部與香港大學具體落實，以上海為基地向全
國發散。復旦大學是港大該計劃啟動時的重點合作
大學之一。

啟動儀式上，幾名在復旦學習的港大交流學生
分享了自己在內地的學習經歷。二年級學生陳俊霖
和他的夥伴們已經在復旦經濟學院學習了兩個多月
。他說，來之前擔憂上海生活成本高，生活模式與
港差異較大自己不能適應。來滬之初，也有諸多不
習慣，如在復旦校園來往必須要靠自行車，學校食
堂的飯菜與家裡的口味不同。在復旦師生的幫助下
，很快克服了陌生環境，現在，他們可以和復旦同
學一起在草地上休息，也開始為上海遊客帶路，並
享受上海的生活。

陳俊霖說，復旦學子對政治理念的激烈討論和
對未來的期盼常常影響他們，上海的歷史建築也讓
他們着迷。在他看來，滬港兩地可以取長補短，建
成兩個各具特色的繁榮城市，共同為國家做貢獻。
他同時感謝千人計劃給他們這樣的機會， 「見證祖
國的繁榮和一日千里的發展」。

【本報訊】中學文憑試數學（進階部分）
昨天同時 M1 和 M2 卷，後者難度最高。有考
M2 的數理尖子表示微積分部分頗具挑戰性，
有一道題甚至連計算機花了五分鐘也算不出，
但該卷不是純粹考計數，而是要求考生運用技
巧列式運算以至驗證，他對此模式甚表欣賞。

全港七萬餘文憑試考生本月十六日集體考
完數學科（基礎卷），昨天輪到選修進階部分
（挑戰卷）的逾萬考生考 M1 和 M2 卷，前者
考微積分及統計，後者是微積分及代數，聖保
羅男女中學的盧安迪選答最具難度的M2卷，
考時兩個半小時。他說： 「個人發揮不錯，做
完剩下半小時檢查。其他同學則反映最後兩題
較困難。」

對在數學基礎卷取得 5**（A）的盧安迪
稱，同學所指是M2的第十三和十四題， 「難
的方式大異其趣。第十三題技巧較強，要根據
前面結果而推展，有些考生未想透，就可能做
不下去。」第十四題同樣考微積分，要列式又
要驗證，他用計算機去驗算，足足五分鐘也未
見結果，當然他還是靠人手運算，列式而完成
答卷。

綜觀數學M2卷，盧同學認為頗有挑戰度
， 「對比考評局之前的練習卷，正式卷的形
式更妙。我知道坊間有些試卷仿照練習卷的
模式和題型，同學如果照足去操，看來頗有
風險。」

行百里者半九十。香港教育
改革實行了十二年，正逢高中與
大學銜接的關鍵時刻，卻遇政府
換屆、教局易帥，新人事新作風

雖是必然，但由誰領軍教育，其政策取向以至如何推動教改
，都是當前急務。

前教統會委員、教聯會主席黃均瑜慨嘆，教改在今年特
首選舉論壇總被視作負面，殊不知小學因教改而氣象一新。
沙鷗也注意到，教改踏入落實期，但當年教統會、教資會主
席叱咤風雲、諮詢團體領袖為教改解畫的景象盡成記憶，猝
逝的課程發展議會主席高彥鳴為新學制發聲純屬少數。黃均
瑜接話，高官問責制，教統會收歸教育局長旗下，政策都由
局長決定，教學語言微調更是自行去游說，教統會只早了幾
小時得悉定案而已。教統會委員鄧飛表示，委員罕有舉手提
案機會， 「議程都是提前幾個月通知。」

儘管五年來教改持續，教育卻不再是施政重點，孫明揚
的主力是拆彈而非推新猷。預期七月一日梁振英上台將帶來
改變，誰掌教育局至關重要。對熱傳的黃玉山和張炳良，黃
均瑜表示兩人都從事高等教育，前者曾統課程發展議會而熟
悉基礎教育，張炳良則有豐富政治歷練。

至於風聞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更上層樓，黃均瑜
表歡迎，但認為關鍵是體會了解教育前線處境。教聯會副主
席胡少偉呼籲作五年規劃， 「教育經費不要只求年年清，應
着眼長遠。例如大學雙班年一擴一縮的問題，高中學制檢討
關乎未來三年，不能急就章。」

誰是新一任教育局長？說不定在五月五日教聯會旺角道
新會所揭幕日一併揭盅，黃均瑜透露梁振英、黃玉山、張炳
良、謝凌潔貞等都答允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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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李嘉誠基金會捐資八百三十五萬元
予醫管局，為那打素醫院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患
者，興建名為 「怡晴軒」的兒童及青少年全人健康
服務中心，預計明年中投入服務，屆時可處理的兒
童精神科門診個案，可由每年一百二十宗增至約四
百宗。

年處理個案增280宗
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新界東醫院聯網總人口

約一百三十萬，二十歲以下的佔二十三萬，當中不
少兒童和青少年患有心理或精神科疾病，如自閉症
、過度活躍症、情緒困擾和焦慮症等。是次李嘉誠
基金會（基金會）捐出八百三十五萬支持設立的
「怡晴軒」，聯同醫管局的配套資金，可望為那打

素醫院新界東聯網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患者帶來
新希望。

「怡晴軒」將為新界東聯網內的兒童和青少年

患者，提供精神健康醫療模式，以促進家長、學校
及醫院三方合作。該計劃於一○至一一年間，曾推
行 「早期識別及到校支援試驗計劃」，為就讀於主
流小學、疑似缺乏專注力和過度活躍的學童，提供
早期介入及到校支援服務，協助他們發揮學習潛能。

提供一站式服務
那打素醫院行政總監鄭信恩非常感謝基金會的

支持，表示 「怡晴軒」發展計劃可建立全方位的協
力支援平台，聯繫醫院、社會福利署、衛生署和區
內學校、家長、家庭醫生、社福機構及相關服務單
位。

除提供精神科及其他有關醫護服務， 「怡晴軒
」發展計劃發展醫社協作模式，從臨床兒童精神科
與心理學診斷及評估、職業和語言治療、醫護照料
、醫院院牧的心靈關注，以致社區內社工的協助、
家長和老師的關懷等，可說是一站式精神健康服務

。 「怡晴軒」的醫社協作模式與基金會 「香港仁愛
香港」公益行動所提倡的關愛本地社區精神非常配
合。

總額三億港元的 「香港仁愛香港」公益行動，
在二○一一年與醫管局合作，擴展自二○○八年推
行的 「人間有情」香港寧養服務，增設寧養服務網
站 「寧舍」，讓罹患末期癌症的病人感受人間的關
愛。

捐資835萬建青少年服務中心
李嘉誠基金助精神病患者

▲ 「怡晴軒」 計劃其中一項精神健康訓
練活動──利用豐富的影像，訓練學童
的生活技巧。

在深圳的10萬涉港家庭中，三分之一在羅湖區定
居。目前，每天有7000多跨境學童從羅湖口岸過境。
在羅湖區港人子弟學校就讀的港人子弟有近600人，在
羅湖區其他學校就讀的港人子弟約有 200 人。上月 22
日，首家跨境學童服務中心在羅湖區婦女兒童活動中
心成立掛牌。

目前，跨境學童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有：學童及
家長的英語培訓，功課輔導，家長職業培訓，親職效
能教育，還評估壓力指數，建立了跨境家庭互助網。
服務中心又開設由社工接聽的 「抵港一線通」熱線，
提供香港教育、社福等諮詢服務。

服務總監張玉清介紹，目前，每天往返深港兩地
在服務中心工作的香港社工有4個，全職老師2個，流
動的老師4個。隨着跨境學童增多，服務需求增加，社
工人手明顯不夠。她說： 「我們招聘社工的要求比較
高，會普通話，熟悉內地文化，老師要是香港的註冊
教師，有興趣在內地工作。」她坦言，每天往返深港
工作很辛苦，單程也要2個小時。所以很少國際社工報
名。

這項幫助深港兩地跨境家庭、由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670萬港幣捐助支持的 「蛻變新力量──跨境
家庭共建香江」的項目只有為期三年的時間。

據統計，今年跨境讀書的12865人中，幼稚園學童
達 5708 人，佔 44%；小學 5276 人，佔 41%。香港學位
緊張的情況預計還要持續多年。

服務中心不是補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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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副部長郝平（右六），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
（右五），港大校長徐立之（左六），中聯辦科技部部
長潘永華（左四），教育部國際司司長張秀琴（右四）
等共同啟動香港大學千人內地交流計劃 本報攝

領軍教育與推動教改
沙 鷗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的團隊致力推動兒童
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體現李嘉誠基金會 「香港
仁愛香港」 提倡的關愛本地社區精神

◀鄭麗玲（左
一）建議，政
府應增加培
訓朋輩輔導
員、生涯規
劃工作坊。
旁為葉文匯
（中）及葉曉
晴

本報記者
李盛芝攝

4點30分以後，跨境學童陸續來了。
江同學一放學就來到跨境學童服務中心，
他把書包放在課室，拿出一個蘋果，在教
室外面的大廳裡吃了起來。 「你好乖」，
聽見老師表揚他，他顧不得和老師打招呼
就和另一個同學玩起了飛行棋。

休息了半個小時，孩子們去做功課了
，幾個媽媽就靜靜地坐在大廳等候。江媽
媽說， 「在沒有來這裡做功課以前，整個
晚上都在做功課。我要做飯做家務，他還
要問我功課，真是忙不開，自己又不專業
，又缺少耐心，管教孩子也不當，真的好
無助。」

針對這一情況，跨境學童服務中心從
今年2月開始，提供功課輔導服務，開設
有英文實習班，功課輔導班，每天2個小
時，由香港導師任教。 「我們不是補習社
」服務總監張玉清說，只針對孩子的功課
需要，提供課程輔導及解答學生的功課疑
難。

深港的課程有許多的不同，首先香港
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繁體字， 「繁體
字我都不會寫，也沒法輔導，全得靠孩子
自己學習，英文程度也深。」江媽媽說，
孩子回到深圳，英文、繁體字都沒有使用
和練習的環境，所以英語成績一直不好。
導師馬姑娘很有耐心，鼓勵他，幫助他，
現在學習成績提高了，也會與其他小朋友
相處了。

◀首家跨境學童服務中心上月在羅湖區婦
女兒童活動中心成立掛牌

本報記者王一梅攝

◀孩子們在中心玩耍
本報記者王一梅攝

▲目前，每天有7000多跨境學童從羅湖口
岸過境，在羅湖區港人子弟學校就讀的港
人子弟有近600人，在羅湖區其他學校就
讀的港人子弟約有200人

中學文憑試戰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