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憑試放榜，除了誕
生多名狀元外，當中亦有
不少學生的勵志故事。
在內地出生，中一才來港

讀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的基層女生陳佩
妍，四歲時出席喜宴，被滾油灼傷導致
頸部及膊頭位置留疤，至今已經歷多次
手術。她在生活中常因頸部疤痕而遭受路
人異樣的眼光，亦曾經對學習失去信心，
但在中二班主任的鼓勵下，陳佩妍走出迷茫，重
拾人生方向。

今年DSE，佩妍取得了六科25分的成績，她
希望能夠入讀第一志願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在未來成為一名優秀的中文老師。

大公報記者 鍾怡（文）
文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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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升學吸引力增 港生冀扎根灣區展拳腳
【大公報訊】記者黎慧怡報道：昨

日中學文憑試放榜，不少參加內地高校
免試招生計劃的同學爭先拿着成績報讀
內地院校或等待錄取。有獲北京大學錄
取的港生表示，內地對疫情的防控令她
對北上升學充滿信心，亦嚮往北大濃厚
的學術氛圍和團結的朋輩文化。有獲暨
南大學保送的DSE考生看好未來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冀學有所成，日後
把握機會在大灣區一展拳腳。

擬留內地考公務員
培僑中學今年七名同學分別升讀清

華大學、北京大學及復旦大學，其中清
華錄取一人，北大錄取兩人，復旦錄取
四人。林惠儀同學考獲DSE七科31分佳

績，是培僑中學獲北京大學錄取的同學
之一。林同學表示，自己曾在內地生活
過一段時間，相當嚮往內地的環境和生
活，對於內地學校學生之間團結、互相
競爭又互相鼓勵的學習氛圍十分憧憬。

林同學亦坦言曾考慮北上升學還是
留港讀大學，但在她心中，北京大學是
享譽全球的知名大學，其優美的環境、
濃厚的學術氛圍和文化深深吸引她，另
外內地物價較低，生活亦更為便利。她
提到，去年疫情肆虐全球，內地很快將
疫情控制得很好，給予了她很大的信
心。她雀躍地表示正收拾行囊，準備隔
離檢疫負笈北上。林同學即將入讀北大
的公共管理專業，她認為內地發展前景
勢頭良好，未來或留在內地考公務員，

或回流香港從事與公共管理相關的職
位。

報讀內地高校創九年新高
創知中學副校長黃麗燕表示，該校

今年約13%至15%學生選擇升讀內地大
學院校，約13名同學正等待內地聯招的
錄取結果。她透露，暨南大學和華僑大
學以往是該校學生的熱門選擇，暨大、
華大兩校聯招亦正進行中，昨日DSE放
榜後，不少學生帶着成績單到兩校招生
辦申請報讀心儀的學科。

創知中學王同學亦透過免試招生計
劃，被暨南大學金融系錄取。他認為，
國家正大力建設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
且着重以經濟發展為主，與他未來的專

業十分對口，希
望把握大灣區內
地城市的發展機遇，未來職業地首選也
是大灣區。他亦冀望大學應以學業和自
身前途為主，見及香港的大學校園內仍
有一些政治因素，憂慮會影響自己專心
學習，因而選擇到內地升學。

考評局秘書長魏向東昨日在一電台
節目上表示，過往幾年到內地升學的文
憑試考生不斷上升，內地已是本港考生
升學的最大境外目的地。根據中國教育
留學交流（香港）中心資料，今年約
4780名考生透過文憑試招生報讀內地高
校，創九年新高，加上透過港澳台聯招
考試及自主招生計劃的報考人數，共
14707名港生報讀內地高校。



克服燙傷陰影奪佳績 女生盼執教鞭
獲良師勉勵走出迷茫 冀以生命影響生命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程俊豪同學今屆文憑試
考得六科18分，他感謝父母和老師的支持。後排

左起：俊豪父親、李靜雯校長、俊豪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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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自修成正果

▲培僑中學今年有七名同學分別升讀清
華大學、北京大學及復旦大學。

▲培僑中學林惠儀同學以DSE七科31分
佳績，獲北京大學公共管理專業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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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灼傷導致陳佩妍的疤痕由下巴
延至胸口，她做過四、五次植皮手術，對
上一次是2019年4月，每次手術都要預備
兩至三星期時間。她說，受傷對自己有一
定的影響，比如學習進度慢，需要花大量
時間請假做手術，而且家裏經濟狀況一
般，但每次手術都要花費幾萬至十幾萬。
另外，疤痕亦影響外觀，走在路上經常遭
受路人的異樣眼光，所以自己對外表沒什
麼自信。陳佩妍說， 「但是在學校，老師
和同學都很和善，不會特意問我疤痕的
事，或者取笑我的樣貌。」 目前，陳佩妍
已康復，除了活動脖子時因為有疤痕拉扯
而不如正常人靈活外，沒有太大影響，她
每日亦會做一些拉筋運動來緩解疤痕萎
縮。回憶苦難經歷，陳佩妍說： 「意外令
我看起來特別，但這些挑戰，讓我變得更
加堅韌。」

兒時受創五度植皮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校長呂恆森說，

陳佩妍中二開始接受老師的正面鼓勵，長

期以來的認同感讓她更積極讀書，學校亦
會讓她參加一些活動，比如接待嘉賓，藉
此幫助她提升膽量。今年DSE，她取得了
總分六科25分，中文和視覺藝術皆5*的好
成績。

陳佩妍是福建人，中一時和家人一起
來香港。她說，自己性格有點內向，想事
情較悲觀，中二之前沒什麼自信，讀書也
一般，但是老師會給予鼓勵。 「老師經常
讚我很用心學中文和視覺藝術，畫畫和寫
作也很棒。」 她續說，如果沒有遇到老
師，也許會更迷茫，覺得即使讀不到書也
沒關係。受老師影響，陳佩妍中二開始立
志成為一名中學中文老師，因為老師可以
改變學生很多，比如幫助青春期的學生走
出迷茫。她希望能夠入讀第一志願香港浸
會大學中文系，在未來成為一名優秀的中
文老師。

陳佩妍和父母一起生活在160方呎的出
租屋，爸爸做地盤工作，媽媽是家庭主
婦。疫情期間，學校特意開放學習場所給
她溫書。談及學習心得，她說，自己中文

科寫作不錯，
這次亦拿了
5**。文科的
學習在於平時的累
積，不一定是深奧的
書籍，看小說也能提高閱讀和寫作能力。
面對未來，陳佩妍有很大的信心，除了讀
好平時課程，她亦希望能在大學補好粵
語，為將來做中文老師打好基礎。

特殊教育考生成績驕人
有接受特殊教育的考生亦在今年DSE

獲取驕人成績，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今年共有七名特殊學生應考，最高考獲最
佳五科18分。該校最佳考生程俊豪，今年
20歲，中三時因患上神經退化性疾病，由
主流學校轉至特殊學校，需要靠輪椅代
步。他指日後會向商科、電腦及數據科學
方面進修。班主任阮善盈老師表示，俊豪
手部的靈活度較差，但他上進好學，經常
主動要求返校補課備戰文憑試，對他的積
極態度感到高興。

劏房女生奪35分報親恩

▲利同學報讀市場學學
士課程，並即日獲得取
錄。

恒大報名人數升逾一成 熱門科三人爭一額

▲

恒
生
大
學
今
年
報
名
人
數
較
去
年

多
逾
一
成
，
料
與
大
學
早
年
成
功
正

名
有
關
。

【大公報訊】記者練怡蘭報道：中學
文憑試（DSE）昨日放榜，在DSE考生人
數10年創新低的情況下，一些自資院校均
表示收生人數並不會減少。當中香港恒生
大學校長何順文昨日表示，今年報名人數
較去年多逾10%，料與大學早年成功正名
有關。有考生的DSE成績達到入讀大學的
最低門檻，即日報讀自資學士課程便獲得
取錄。

何順文稱，今年的中六學生人數下

跌，但該校今年的新生報名人數比去年增
加一成，較為意外。他認為有關升幅或於
大學早年正名有關，其中商學院較為熱
門，金融分析和人力資源管理等科目或要
三人搶一個學位。

有考生即日獲取錄
應屆文憑試考生利同學昨日與媽媽一

同到恒生大學了解課程資料，DSE成績達
到「33222」的利同學稱，他報讀了恒大的

市場學學士課程，並已經即日獲得取錄。
考生盧同學的文憑試最佳五科成績有15
分，她相信能考入本地資助大學的機會不
大，已報讀了恒大的媒體及傳播科技自資
學士課程，剛完成面試，已獲取錄了。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表示，截至昨日中
午12時，學院有超過1.2萬人報名，與去年
同時段的數字相若。

職業訓練局高級助理執行幹事任影嬋
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疫情下今年續以
網上形式進行收生程序，目前已接獲約2.7
萬人報名。被問到今年的考生數目減少，
會否影響選擇報讀職訓局課程的人數，任
影嬋說今屆仍有五成多考生未達至大學最
低收生門檻，相信高級文憑或副學士仍存
在需求。她透露，最受歡迎的三個學士課
程包括 「廣告設計」 、 「營養及健康管
理」 及 「廚藝及管理」 ，平均八人爭一個
位；而最熱門的三個高級文憑課程則是
「醫療保健」 、 「西式包餅」 及 「藥劑科
學」 ，平均五人爭一個位。

【大公報
訊】記者葉心弦
報道：作為香港
新移民，慕光英
文書院的周雅琳

和周燦林，
從當年一句
英文都說不
完整，到如
今DSE分別

考獲總分28分和25
分佳績，進步不可小

覷。校長梁超然表示，疫情期間
學校設有晚間自修室，而這兩位
同學是自修室的 「必備客人」 。

周雅琳三年前跟隨父親從廣
東開平來香港生活並重讀中四，
由於她英語水平太差，用英文回
答自己曾經選修科目都回答不
出，導致面試的五間學校都將她
拒之門外。她當時有萌生放棄的
念頭，但從事基層工作的父親一
直鼓勵她，並主動提出籌錢讓她
上英語輔導班。

最後通過努力，周雅琳DSE
總分有28分，英語為4級，數學
5*，通識5級，中史4級，地理
5*，最高分科目為中國語文科，
獲5**。此前周雅琳就有攻讀中
文並有成為中文教師的想法，表

示希望能到中大攻讀中文，據她
透露，目前她已經完成一輪面
試，並且成功入讀機率很大。

被問到為何要每天到學校晚
間自修室，周雅琳說，自己和爺
爺奶奶住一間屋，由於他們晚上
會看電視娛樂節目，聲音嘈雜令
她難以專注學習，所以就選擇去
自修室溫書。

獲校長一對一教中史
周燦林中一來到香港，升中

四選科時，想同時修讀物理和中
史，但學校兩科時間表相撞，不
能同時選修，由於周燦林對中史
非常熱愛，最後求得校長梁超然
將他收為中史科 「入室弟子」 ，
一對一上堂。最終周燦林亦不負
眾望，中史科考取5*佳績。據他
透露，入讀心儀的港大歷史系有
好大把握，他25分總分，高出該
學科最低要求1至2分。

關於英語的學習和提升方
法，周雅琳表示自己平均每日會
用2個小時用作學習英語，亦堅持
寫英語作文。而周燦林則建議
「興趣配合」 ，例如他喜歡中
史，所以平時就會閱讀有關中史
類題材的英文書，讓興趣融入英
語學習當中。

【大公
報訊】記者
葉 心 弦 報
道：來自李
求恩紀念中

學的陳紫瑜同
學在今年亦考取好成
績，通識教育5**；

中文、數學及歷史科均考獲5*成
績；經濟科取得5級，最佳六科共

取得35分。已報金融專業欲日後
報答母親養育之恩。

2018年從江門來到香港的陳
紫瑜表示，初來香港亦有克服英
文學習困難的經歷，加上位於
新蒲崗的劏房十分擠迫，覺得在
港生活並不容易。疫情期間一直
在家溫習得到母親悉心照顧，陳
紫瑜坦言，母親的付出就是她前
進的動力。

▲周雅琳同學

▲陳紫瑜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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