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韋瑩
升學志向
中大醫科

協恩中學

王苑廷
升學志向
中大醫科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馮乙翹
升學志向
英國升學

香港真光中學

邱博恩
升學志向
港大理學士／
英國劍橋自然
科學（物理）

張祝珊英文中學

李政
升學志向
城大獸醫學

九龍民生書院

（狀元）

陳博軒
升學志向
港大／中大醫科

喇沙書院

何恩程
升學志向
港大或中大醫科／
英國牛津數學

大埔迦密柏雨中學

黃泓智
升學志向
中大環球醫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黃柏熹
升學志向
港大／
中大醫科

華英中學

黃穎妍
升學志向
港大／
中大醫科

拔萃女書院

容卓言
升學志向
港大／
中大醫科

英皇書院

濮愷俊
升學志向
港大／
中大醫科

皇仁書院

黃嘉揚（中）

升學志向
英國劍橋自然科學

龔炘朗（左）

升學志向
英國劍橋經濟

鄭曣載（右）

升學志向
中大醫科

聖保羅男女中學

（超級狀元）

2025 年 中 學 文 憑 試
（DSE）昨日（16日）放

榜。今年共產生16名 「狀元」 ，分別來自14間學
校，人數屬歷來最多。其中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誕

生的 「終極狀元」 王海博考獲8科5**，他在中英數三科、數學科
延伸部分（俗稱M1及M2），以及另外四科選修科都獲得5**成
績。他對記者表示計劃留港讀醫科，為香港出力，助力改善醫療
系統人手短缺問題。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今年中學文憑試表
現平穩，有些方面比過往進步，這是疫情後全面
復常恢復考試的一年，各種有利學生學習的因素
增加。她強調，條條大路通羅馬，文憑試只是紀
錄每段跑道的結果，並非決定比賽勝負。

大公報記者 江凌風（文）
林良堅、黃洋港、麥潤田、何嘉駿、古倬勳（圖）融媒組（視頻）

「我的學習方式是 『因興趣產
生學習動力』 ，選科不是單純為了
考試，這樣才會自願多投入時間，
單為考試不建議這樣選科。」 來自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的 「終極狀
元」 王海博在內地出生，3歲來
港，自幼接受香港教育。他昨日接
受訪問時表示計劃留港讀醫，他說
「我中四開始打算讀醫，看到香港
醫療系統人手短缺，希望以此回饋
社會。」 他直言香港有高水平醫療
教育，沒打算到其他地方升學。王
海博選修了包括物理、化學、生
物、數學延伸部分（M2），另有
自修經濟。

王海博坦言備考的過程並不輕
鬆，他說取得佳績也有運氣成分。
「我考完英文口語之後擔心自己的
觀點太激進，考完M2又擔心因細
節被扣分。」 當班主任電話通知他
成為 「終極狀元」 時，他十分震
驚，不敢相信，直呼 「Oh my
god」 ！

無參加補習班 愛聽歌解壓
回首過往，王海博說沒有參加

補習班，遇到問題便請教老師、與
同學討論。他坦言學習過程並非一
帆風順， 「溫書最辛苦的是中四至
中五、中五至中六的暑假，感到好

攰，為什麼還有那麼多東西要學
習？怎麼操題都達不到自己想要的
標準。」 最終一一努力克服。王海
博分享，在做練習冊的時候他會一
邊做題一邊聽歌放鬆， 「我會聽時
長2至3小時的歌單，聽到哪首歌就
可以知道自己大概做了多久練
習。」

作為經歷疫情的一屆考生，王
海博用正向思維看待，他認為網課
有靈活性，省下通勤時間學習課外
知識。網課期間他和好友開
WhatsApp群組討論數學題。

此外，今年共誕生10名 「超級
狀元」 ：聖保羅男女中學 「一校三
傑」 ，其餘則來自皇仁書院、迦密
柏雨中學、華英中學、保良局董玉
娣中學、喇沙書院、拔萃女書院、
英皇書院。香港真光中學、張祝珊
英文中學、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
念中學、協恩中學、九龍民生書院
亦各有一狀元誕生。值得留意的
是，香港真光中學、迦密柏雨中學
及張祝珊英文中學均首次誕生狀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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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正向思維 計劃留港讀醫

DSE放榜

DSE終極狀元：
興趣是最大動力

習近平《論教育》等三部著作
繁體版新書發布會在港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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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普及化 DSE改革見效
今年的

DSE狀元數
量達16位，

為近年來狀元數量最多的
一年，且有三間學校首次
誕生狀元，狀元不再是傳統名校的專
利。這些狀元有來自基層家庭的，也
有跨境學童。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
寶城（見圖）昨日對《大公報》表
示，近年教育局優化中文、英文、數
學、公民科（原通識科）四個核心科
目，使得學生有更多精力去溫書；而
DSE考試改革後亦更容易在DSE中拿滿
分，相信之後的 「黑馬」 學校與狀元
會比以往要多。

今次出現的 「終極狀元」 ，考了4
個選修科及選了數學延伸科M1、
M2，吳寶城指，這在以前是不可能
的。 「通識科還在的時候，只能選三
個選修科再加上M1、M2。現在能多
考一科，因為有了更多空間去學習，
這是大前提，這樣一來，人數自然就
多了。」

吳寶城表示，近年DSE取消中文
科聆聽試、將通識科改為只有 「合
格」 與 「不合格」 之分的公民科，降
低了DSE的難度。 「以往的狀元其實
很多是讀理科的，但他們要文理兼
備，語文要好，通識也要能寫出有分
量的內容，需要各方面都很優秀，難

度很大。」

獸醫漸成熱門學科
另外，隨着寵物經濟的發展，獸

醫專業亦成為熱門學科，今次就有一
位狀元另闢蹊徑報考城大獸醫專業。
吳寶城表示，昨日有同這位民生書院
的李政同學交流，了解到他對小動物
十分感興趣，遂有此選擇。吳寶城分
析，獸醫專業收生分數向來不低，且
學位少，但沒有人類醫生專業那樣高
的收分要求或者競爭程度； 「至於獸
醫專業熱度會否超過人類醫生？我看
未必。」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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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DSE狀元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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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男女中學出三傑
三校首誕狀元

（終極狀元）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王海博
升學志向
港大／中大醫科

蔡若蓮：條條大路通羅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