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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壬寅年六月廿三日 第42716號
今日出紙二叠七張半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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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文憑試放榜，我向應屆考
生送上支持：我們都會與你們
一起同行！

•政府會制訂青年政策和發展藍
圖，增加青年上流空間，創造
機會，讓你們實現夢想。

•你們都應努力不懈、終身學
習、終身閱讀、繼續探求知
識，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
大勢，用知識裝備自己。

特首：我們與考生同行



符合「3322」入大學門檻（17336人）

出路：入讀八大
考獲10至20分（11404人）

出路：1.報讀副學士及高級文憑
2.投考公務員（部分職位）
考獲10分以下（19151人）

出路：報讀文憑課程

考生不用愁 人人有出路

DSE八狀元 六個想讀醫科
A2 灣區出路廣 內地升學趨增

◀文憑試並非
「 一 試 定 終
身」 ，不論就
業、內地或海
外升學，考生
出 路 選 擇 很
多。放榜D

SE

林育姍（脊髓肌肉萎縮症）

23分（最佳5科）

升學目標：港大/中大/科大科學系

李富成（大腦痙攣）

17分（最佳5科）

升學目標：電腦科學

市民掛國旗需交14萬 路政署：將退款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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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
者張凱晴、蘇薇報道：

對於考生升學路向，學友社
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接受《大公

報》訪問時表示，考生的升學出路
分為三大類，首先是考獲 「3322」 本地
大學最低收生門檻的考生，這類考生可進
入八大院校和其他課程，而學生大多都會

報讀八大。
其次是最需要選擇的10至20分，同時此

組中有些人是想升學，有些想就職。而其中
有些學生的成績甚至是可入讀八大，只是因
為競爭激烈而轉投報讀自資學位、副學士和
高級文憑等；同時這個成績亦剛好符合公務

員申請資格。因此同學在這個分數
需要考慮的事其實最多。

而這組別同樣達部分公
務員的最低招收門檻，不過

吳寶城就提醒： 「如果只
有5科合格的門檻，去報
考公務員是較困難的；同
時合乎5科合格的門檻
的公務員，大多是紀
律部隊，因此會對考
生有一定的體能需
求，不過社工之類
需專業認證的就不
包括在內。」

第三，就是10
分以下的考生，很
多時大家都以為這

類考生 「無得揀」 ，吳寶城卻表示，若選擇
升學，還可考慮外國和內地。 「海外看DSE
的成績未必是最重的，而且是會看其他如國
際文憑和其他國際性的英文考試成績。」 他
指，很多北半球九月、十月開課的大學已截
止收生；不過南半球大學的學制大多在三
月、四月開學，現仍可以接受報名。此外，
日本亦是四月份開學。

可報考暨南華僑預科班
內地方面，他指就算考前無報內地大

學，放榜後都有暨南大學及華僑大學可供
DSE考生報選，最後衝刺之餘，更有供8至
12分同學報讀預科班，可進修1年再入大
學。

本港副學士收生方面，香港大學附屬學
院（HKUSPACE）校長陳龍生稱，截至昨
日下午5時，已有超過14500人報讀學院課
程，其中護理學副學士、工商管理副學士及
社會科學副學士最受歡迎。他並表示今年還
會推出新課程 「經濟學副學士」 ，提供更多
元的課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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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李家超昨日為應屆
考生打氣，送上暖心支持。他

表示，政府會制訂青年政策和發展藍
圖，增加青年上流空間，創造機會，讓

考生實現夢想。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亦表示，
疫情之下，本屆DSE考生經歷了不少困難和挑
戰，但逆境無阻同學發揮潛力，創造佳績，為前

路譜出彩虹。她重申，本年香港有近5萬名考生，但有6
萬多個升學的學額供同學去報讀，鼓勵同學把握機會。

談到成績，家新難掩失落，甚至有些煩躁。他今次
在最有自信的地理科慘遭滑鐵盧，僅獲第2級，而向來
以城規為就業第一志願的家新，原本以為可以取得5
或5*的成績。 「一開始收到成績時話唔驚就假」 。

他還發現最佳五科只有14分，與預期17至18分有
較大落差。

「收到成績時，話唔驚就假。」
問及接下來的打算，家新表

明已經申請覆卷。 「可能是字太
醜，所以老師不改或看不明
白。」 他猜道。他原本最想入

教育大學，但如果成績覆核後分數
未變，只得考慮自己的第二志願─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目前他已
獲該系有條件取錄。他說： 「我會調整心態，繼續努力
追尋夢想，將來做教師。」

17歲的Jay今年DSE共考了六科，除了四個核心科
目外，還報考了經濟和運動科學，六科總取得11分。雖
然他的預期分數是12至15分，不過他打算讀運動相關
的科目，現時的分數都符合有關入學標準。目前正報讀
運動相關科目，有三間院校有 「有條件取錄」 。他表
示，還在等待取錄。

Jay對自己的成績很不滿意，經濟科的成績未如理
想， 「差一個grade」 。他更表示已申請覆卷。 「我覺
得對我的職業目標有正面的影響。我的志向是做運動教
練或治療師，希望在院校學到的相關運動知識可作為將
來職業的知識基礎，在工作上表現得更好。」 他強調，
目前希望能讀到心儀的學位和做到心儀的工作。

大公報記者採訪發現，10分至20分的考生可選的
出路其實很多，除內地、海外升學，修讀一些副學士專
業課程例如護理和教育等，亦可望將來投身高薪行業，
前途光明。

學友社：升學就業選擇多

香港
紅十字會雅麗珊
郡主學校今年共有19

位學生參加中學文憑試考試，當中，患
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林育姍憑自己的不懈
努力，考取最佳5科為23分的好成績，其綜
合科學還拿到5**佳績。育姍希望能考取香港
三大的科學系，盼日後能成為化驗師。而患有
大腦痙攣的李富成考取最佳5科成績為17分，雖
然分數與預期不符，但絲毫不影響他攻讀電腦科
技的決心，他還喊話其他同學 「認清目標，不言
放棄。」

今年19歲的育姍從小患有脊髓肌肉萎縮
症，日常需要借助輪椅代步。由於自身病症會
影響全身肌肉，導致她用手寫字的時候速度較
慢，故育姍在考中文和英文的時候均需加長考
試時間。

為爭分奪秒備考，育姍在家使用 「站架」 進行
物理治療的時候，都不忘閱讀英文報章、學習英文
生字和例句等。功夫不負有心人，她最終6科總分
為26分，其中綜合科學考取最高分5**，數學、中
文均獲得4。育姍期望能升讀港大、中大或科大的
科學系課程，日後盼能成為化驗師。她解釋說，自
己對生物學比較感興趣，而化驗可以做不同實驗程
序，研究不同物質之間的反應，亦可檢測到不同產
品的品質情況，令她覺得很有趣。同時，她非常期
待未來的大學生活，她說，她已在紅十字會雅麗珊
郡主學校學習13年，希望能在大學認識更多朋
友，參加更多活動以豐富生活，拓展眼界。

痙攣考生失手 不輸信心
另外，來自同一間學校、患有大腦痙攣的李富成，今次DSE考取最佳5科

17分。富成表示，面對分數略感失望，尤其是英語只有1分，但其他科都不算
差，數學和資訊科技都考到4分， 「都要接受現實，英文亦會覆核成績；先從
基礎文憑讀起。」

富成說，儘管成績不理想，但絲毫不能阻擋他實現自己的電腦科技夢想。
他說，由於自己從小喜歡研究電腦，亦深知科技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至關重要，
故期望未來深入學習電腦知識，從事電腦程式開發和設計工作。他寄語其他同
學說，要認清目標，不言放棄；要勇於衝破自己的邊界。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校長成英愉表示，學校今年共有19位學生報
考DSE，其中有一位學生在選修考試前一晚確診，但仍選擇到竹篙灣進行隔離
考試，不希望留有遺憾。 大公報記者 葉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