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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修室未開 DSE考生溫習難
備試最後階段 康文署場所仍然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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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早前的記者會上表
示，在疫情沒有出現反彈跡象並持續呈下降趨
勢的前提下，以三個月分三個階段，由4月21
日起解除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第一階段包括
重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所有體育處所、博
物館、表演場地和圖書館。不過，DSE核心科
目在4月22日便開考，時間上似乎未能滿足考
生的需要，加上考期壓縮至三星期，考生七天
內要考完4科核心科目，壓力大增。

家長為兒子租酒店房溫書
黃太的兒子是應屆DSE考生，現正緊張備

考，無奈家裏有個5歲小妹妹，疫下提前放暑
假又無地方可去，日日在家玩鬧。 「小朋友比
較難自我控制，有時唔記得就大聲講話，成日
話住佢，佢又更加唔開心，好難搞。」 黃太
說，之前兒子會去圖書館、自修室溫習，如果
妹妹去幼兒中心或興趣班，他偶爾也會留在家
中溫書。自從這些公共場所關閉後，兒子沒有
安靜溫書的地方，學習大受影響。

早前，黃太上網找尋短租房或短租酒店，
終於為兒子覓得一間酒店房，月租萬元。她
說，租酒店每天有人打掃，還包早餐，她只需
為兒子送兩餐飯，不會影響本身的工作， 「有
時自己忙，就畀錢兒子叫外賣。」

黃太希望政府盡早
開放溫習場所，供DSE考
生備考。

「我們都算搵到地
方溫書，基層家庭租唔
起，點算？」 除了溫習設
施，黃太認為康樂體育設
施也有必要盡早開放，
「不少學生在停課期間體

能下降，精力體力跟不
上，也會影響學習」 。

此外，有好心人在
網上教路，考生可網購隔音棉貼在房間上，以
收減噪音效果。

圖書館關閉 難覓參考書
廠商會中學DSE應屆考生李桐欣對《大公

報》表示，希望圖書館盡早開放。 「因為圖書
館有參考書可以提供，類似精讀、答案解析嗰
類。之前就想看一些參考書，但無奈圖書館沒
有開放，要再買。」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回覆《大公報》查詢時
表示，待當局本星期公布詳細的放寬社交距離
措施安排後，康文署會在適時公布場地重開的
日期。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柯穎敏報
道：教育局昨日公布，為公營學校新聘
任教師舉行的第二輪《基本法》測試，
將於5月21日舉行。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由2022／23
學年開始，教師必須持有《基本法》測
試及格成績，方可獲學校聘用為常額教
師。考慮到教師對參加《基本法》測試
的需求，教育局作出特別安排，再次開
放第二輪《基本法》測試供有需要的教
師申請。

較早前已提交申請參加第二輪《基
本法》測試的申請人毋須另行申請或更
改已提交的選擇。

除測試日期之外，先前選取的時段
和考場所屬地區將維持不變。教育局會

在5月6日或之前以電郵通知申請人有關
結果。教育局亦會以手機短訊提醒申請
人留意有關電郵。

4月22日接受新申請
至於新申請者，可於4月22日上午

9時起至4月28日下午5時前，透過教育
局網頁（www.edb.gov.hk/tc/basiclawtest）
內的網上申請系統提交申請。名額有
限，先到先得。局方並會在5月12日或
之前以電郵通知申請人有關申請結果及
測試詳情。

新聘教師《基本法》測試 5．21舉行
大灣區教育資源

中心的問卷調查顯
示，80%現居於內
地 DSE 應 試 生 及

75%現居內地DSE應試生家長，贊成
在內地設立考場。中心建議，承認內
地DSE課程學校為香港註冊學校，協
助解決在內地的港籍學生及雙非學生
的應試困難。

融入大灣區發展是香港未來路
向， 「融入」 不僅僅在經濟上，而是
廣泛、全方位、多層次的 「融入」 。
大量港人融入大灣區後，為其子女提
供港式教育，是港人扎根大灣區重要
「後勤保障」 ，是香港融入大灣區一
個重要課題。

目前，已有多個香港辦學團體在大

灣區開辦港人子弟學校，其課程根據
DSE設計，以應考DSE為目標。大灣區
教育資源中心提出的兩大問題，值得教
育部門深入研究。承認內地DSE課程學
校為香港註冊學校，是長遠教育政策，
涉及教育局權力範圍、法律修改、監管
機制、資助等因素，必須盡快解決。否
則，影響港人應享的福利。

在內地設考場，有助解決居內地
DSE考生應試難的問題。從技術層面
看，內地設DSE考場，比承認內地
DSE課程學校為香港註冊學校簡單。
目前，IB、SAT、ACT、TOEFL均在香
港設考場，當局可參照國際教育機構
在港設考場經驗與模式，積極推展文
憑試在內地同步開考，大大發揮融入
灣區的優勢！

內地可否設DSE考場？

透視鏡
蔡
樹
文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柯穎敏報道：香港
中學文憑試（DSE）4月22日如期開考。考評局
昨日更新 「在試場實施的預防措施及應變安
排」 ，並公布更新版的考生健康申報表。

考評局更新試場應變指引
當局表示，將會安排未有強檢結果，但快

測結果為陰性的考生於獨立房間應考。
更新的指引內，新增了不應赴考的考生類

別，包括考生於考試日正接受強制檢疫、未
完成快速測試，或快速測試結果為陽性，均

不能前往一般試場應考。此外，考生或其同
住家人若須接受強檢，但考試前未取得檢測
結果，只要考試當日快測時結果為陰性，便
可應考，試場學校會盡量安排有關考生，於
獨立房間或稍為遠離其他考生的座位應考。

考評局亦列出考生在竹篙灣應考DSE的特
別安排，當中列明，考生如在4月16日前有需要
入住隔離設施或已入住其他隔離設施，但預計
於首天的考試日仍未能符合離開隔離設施的條
件，可申請入住竹篙灣檢疫，以便應考文憑
試。

強檢未出 自測陰性 安排獨立房應考

▲基層DSE考生家居環境擠迫，十分需要合適的環境安心
溫習。

▲家長認為必須盡快重開
自修室，讓考生備戰。

網上圖片

▼DSE即將開考，在疫下
壓縮考期令學生壓力大
增。

考生壓力大，亟需支援積極落實復課 及時優化調整

龍眠山

疫情改變世界，也改變了教育的方
方面面，香港的復課之路能否一帆風
順，備受各界關注。特區政府及教育部
門需要考慮各種情況，做好應對之策。
一切應以學生福祉為依歸，及時檢討及
優化復課安排。

政府參考各方意見，昨日公布本月
19日起分批復課的細節，包括復課條件
和在什麼情況下停課。終於可以上學
了，又可以見到老師和同學了，對於久
困 「籠中」 的學生來說，必定雀躍不
已。疫情延續兩年多，大部分時間停
課，雖然說停課不停學，但網課與實體
課畢竟不同，要求自制力弱的年幼學童
長時間坐在電腦前學習也不切實際，其
學習進度、知識結構都可能成問題，也
不利於身心健康。第五波疫情下，全港
更是史無前例在三月及四月放 「暑
假」 ，生活學習的規律也都被打亂。

疫下學生不容易，家長更憂心。不
少家長不得不放下工作，留在家 「陪太
子讀書」 ，朝夕陪伴固然多了親子機
會，但也增加了摩擦。因為孩子學業及
遊戲時間分配的問題，衝突難免，復課
對家長也是一種 「解放」 。

但疫情沒有結束，復課之路難免會
有波折。昨日本港確診個案為1407宗，
這是自2月中旬以來最低的數字，顯示
疫情形勢變得相對平緩，這也是復課計
劃能如期進行的基礎。問題是，復課與
逐漸放寬社交限制幾乎同時進行，疫情
有可能反覆，專家一再警告第六波疫情
隨時爆發。雖然特區政府已有相關安
排，但 「計劃趕不上變化」 ，根據實際
情況靈活應變必不可少。

其實世界各地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有些地方早已復課，其應對方式值得香
港參考。疫情未了，肯定有學生確診，
在盡量避免一刀切停課的情況下，有學
校及班級停課，有學校及班級繼續上
課，情況變得複雜。不少地方採用 「混
合式」 教學，即老師在課堂面授的同
時，也準備好鏡頭，方便上網課的學生
同步上課。留在家中的同學，也能看到
黑板、教室情況，看到老師和其他同
學，這種體驗肯定比全部上網課多一些
「真實感」 ，學生之間也可以增加互

動，有助提高學習興趣和效率。
線上線下混合的教學模式，在未來

一段時間可能是常態，對老師和學生都

是一大挑戰。特別是老師，同時兼顧兩
部分學生，負擔因而增加，壓力難免上
升，他們需要適切的支援。另一方面，
因應隨時可能停課的情況，正常的教學
內容肯定無法全部完成，或需要精簡課
程，抓住重點；布置學生功課同樣需要
有所選擇，抓大放小，讓學生能安排好
時間，好好去完成。

現代科技為疫下學習提供了方便，
但科技取代不了老師，因為學習需要很
多合作活動、討論、互動，老師及時的
引導很重要。科技更取代不了同學間的
互動，低年級學童更需要同伴，彼此互
動是建立人際關係、學習分享合作的必
經之路。正如有家長表示，學業耽誤了
可以彌補，錯過身心成長的黃金時間，
要補上就困難得多。

目前復課安排是以 「半日面授」 為
目標，何時能做到 「全日面授」 ，仍是
未知之數。未來疫情可能會不斷反覆，
特區政府要因應情況，及時優化調整，
務求將疫情對學生的影響降到最低。另
一方面，對於家長來說，讓子女早日接
種疫苗，始終是最有效也是最安全的做
法，不應再猶豫。





中學文憑試（DSE）開考臨
近，不少考生壓力巨大，家長也
擔心孩子在疫情下考試難以發揮
出正常水平。有關方面需要急考
生所急，想家長所想，為他們提
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考試安全問題無疑是最主要
的關切。考試期間，考生每日都
要做快速檢測，而當局在考場設
置、人流進出等方面也要妥善安
排，不留漏洞。如果考生檢測結
果是陽性但身體健康許可繼續考
試，就要向考評局呈報並預約
「抗疫的士」 ，轉到竹篙灣特別

考場，有關方面須與運輸業界作
充分溝通，確保有足夠車輛接載
考生順利抵達考場。

考生的情緒問題也一再被提
及。今屆文憑試考生非常不容
易，他們上高中那一年，不幸碰
到修例風波，偌大校園難以放下
一張安靜的書桌；接着新冠疫情
爆發，兩年多來學校開開關關，
大部分時間只能上網課，學習進
度、效率都大受影響，更談不上

充分準備考試了。高中三年備受
煎熬，面對考試壓力，情緒更易
波動。有關方面需要高度關注考
生的心理狀態，及時給予輔導紓
緩。相比考試安全，考生的心理
狀況更容易被忽視，只有減輕思
想壓力，輕裝上陣，臨場才會有
好的發揮。

文憑試考試持續約一個月時
間，現在離開考不足兩星期，有
關方面現在應當做的，就是盡量
為考生提供自修場所。香港的家
居環境大多擠迫嘈雜，難以安靜
溫習功課，正常情況下，公共圖
書館等設施是考前準備的好地
方，一些屋苑也特別為考生安排
自修室。疫情之下，有關場所被
迫關閉，考生只能呆在家中自
修，情況並不理想。

文憑試是人生大事，城中大
事，為考生提供適切的支持是當
務之急，有關自修場所應重新開
放，學校也應積極想辦法提供自
修場所，愈快愈好！

◀ 由 2022／23 學
年開始，教師必須
持有《基本法》測
試及格成績，方可
獲學校聘用為常額
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