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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下周先復課 全校5%人染疫研熔斷
師生每日須快測 若現死亡個案防護中心會介入

香港新冠肺

炎疫情逐漸受

控，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宣布，全港學校於下周二 （19日）起，分階段恢

復半日面授課堂，小學及補習學校先行，之後是中學

及幼稚園，但教職員及學生每天需進行快速抗原檢

測，結果呈陰性才能回校，倘一天內全校有逾5%師

生，或個別班房一成人染疫，又或者有死亡等個案，

衞生防護中心會介入研究需否停課。至於未打針學生

則不能參與體育課等非學術活動。林鄭月娥認為，分

階段復課存在風險，但相關風險可管控，政府是以學

生的最大利益為依歸作出今次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博）香港中學文憑試（DSE）將於本月22日
正式開考，估計今年約有1,000名至1,500名跨境考生來港應試，他們都
需要提早來港檢疫及安排住宿為考試做準備。大灣區教育資源中心早前
一項調查顯示，有多達80%及75%在內地居住的考生及其家長，贊成在
內地設立DSE試場。隨着大灣區教育融合，中心指近年有大量包括「雙
非」在內的港籍學童選擇於內地升學及修讀DSE課程，特區政府應考慮
為他們作協調支援，長遠而言，建議考評局可於深圳設立試場，讓有關
學生能於內地應考，省卻往來兩地所需時間及隔離安排。
大灣區教育資源中心上月底至本月初經網絡訪問252名應屆文憑試考

生及其家長，了解其疫下備試情況及關注點，受訪者中122人為就讀內
地國際學校、內地民辦學校的學生或其家長，其餘學生則就讀於本港官
津私立中學等。

七成受訪者憂疫情影響文憑試
調查發現，有70%考生及54%家長對「疫情對DSE考試的影響」表
示「極度擔憂」；而問卷期間DSE如期開考安排還未落實，半數考生及
家長指「極度擔憂」DSE會延期或取消。香港疫情嚴峻，居於內地考生
來港赴考需遵守嚴格檢疫規定，是次調查顯示，分別有80%有關考生及
75%家長，贊成於內地設試場，以便利交通及節省時間。
中心副主席黎子傑指，估計今年約有1,000名至1,500名DSE考生需
要跨境應考，隨着數以萬計的「雙非」學童在未來幾年適齡升讀大專，
加上近年不少港籍學生及家長選擇到內地提供DSE課程的學校升學，跨
境應試需求勢將增加，加上疫情或持續，建議特區政府應及早規劃，包
括考評局長遠在深圳設立DSE試場，以便利內地考生，減少舟車勞頓、
酒店住宿情況；教育局亦應於內地設立教育諮詢中心，為港籍學生提供
更多支援。

恢復半日制面授課時間表
學校/級別

中學

小學

幼稚園

補習學校

註：師生每日必須接受一次快速抗原測試，呈陰才
能上課

資料來源：衞生署、教育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最早實施局部復課

5月3日

4月19日

5月3日

4月19日

最遲實施全校復課

5月10日

5月3日

5月16日

- -

打針要求
‧宿舍部的宿生、回校被照顧的幼稚園和小學生，
以及在面授課堂以外時間回校的中學生，必須接
種兩劑疫苗

‧完成接種兩針的中、小學生，可參與非學術性活
動，其間可在校內進行不需戴口罩的活動，例如
吹奏樂器等

‧中學所有或個別級別師生接種率達九成，恢復全
日面授課堂

可能停課情況

‧任何一個上課日，全校師生的陽性比率超過5%

‧個別班房或特定聚會的參與者，陽性比率為10%
以上

‧有學生出現重症、需入住加護病房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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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在抗疫記者會上解釋，香港已具備四項復課條
件，包括疫情已基本上受控，確診數字持續下降的趨勢明

顯；接近所有教職員均已接種疫苗；校舍的通風系統已改善；以及
不少學生已打針，中學生第一針的接種率達97%，第二針接種率
78%；幼稚園和小學生的接種率不算理想，第一針接種率62%，第
二針接種率只有30%。但在具備這些條件下，政府決定在復活節假
期後分階段復課。

中學DSE後分階恢復面授
各類學校的復課時間表並不相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小學
生最快可於下周二（19日）回校接受半天面授課堂，至於分班級還
是全校一起復課，則由校方自行決定，最遲下月3日全校恢復面授
課程。下月3日中學剛完成DSE的核心科目考試，可以開始分階段
恢復面授課堂，但若學校認為適合，也可即時全校各級一起上學，
但最遲須於下月10日全校復課。幼稚園則分三階段恢復，三分之
一學生在下月3日，另外三分之二則在下月10日，全校最遲在下月
16日復課。
他並指，因中學生年紀較小學生大，疫苗接種率較理想，故若中
學的整體或個別級別達到90%接種率，將容許學校為學生安排全日
面授課堂。小學生則因自理能力較低，整體疫苗接種率亦不高，故
暫時不作此安排，政府會繼續檢視。至於復課後若有家長不讓子女
上學，政府有法例要求6歲至15歲的學生必須上學，如家長有此選
擇，政府會按現行機制跟進。
復課同時要符合兩項額外安排，包括教職員和學生必須每天進行
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為陰性才可回校，如屬陽性則須馬上通知學校
和衞生防護中心。而政府將為此免費提供1,000萬套快速抗原測試
包，讓校方分發予有領取政府津貼的學生，估計有30多萬名學生
受惠。政府會審視情況，以決定日後是否仍須每天進行快速測試，
以及是否繼續派發。

未打針學生不能上體育課
林鄭月娥表示，雖然有接種疫苗和沒有接種疫苗的學生同樣可在
課室上課，但對於非學術活動如體育課等，未打針同學將不能參
加，認為此做法可保護沒有打針的同學，「因接種了疫苗也會感染
和傳播，有接種疫苗的同學感染了不易有重症，但未接種的同學沒
有疫苗保護，便較易產生重症。」她鼓勵家長為了讓子女享受全方
位的學校生活，應盡快為子女安排打針。
她表示，今次學校復課有一定風險，故政府須審慎研究如何管
控，全社會亦須為能回復正常盡力，包括謹守個人衞生要求如佩戴
好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等，而政府稍後亦會公布社交距離
措施安排。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則指，會在3個客觀指標下採取緊急介入調查

和跟進，以決定是否作出停課等安排，包括全校於某個上課日，總
體有5%或以上師生檢測呈陽性；個別班房或特定聚會的參加者陽
性比率超過10%；以及有學生出現重症、需要入住加護病房，甚至
出現死亡個案，該署會進行緊急介入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對學校復課
後每日快檢的安排，有立法會議員擔心快
測準確度始終未夠，一旦「有甩漏」恐造
成校園大爆發，建議教育局亦應定期為師
生作核酸檢測，堵塞漏洞；又認為衞生防
護中心對爆疫學校作出緊急介入調查的門
檻太低，宜收緊尺度，盡早介入。
立法會議員楊永杰表示，雖然局方規定

教職員和學生需要每天做快速檢測，但其
準確度八成以上，意味小部分無徵狀及低
病毒量確診者仍可能會「走漏」，促請教
育局考慮定期為教職員及學生作核酸檢
測。他認為，衞生防護中心於確診師生超
過5%才緊急介入調查的指標太寬鬆，因為

Omicron傳播速度快，一旦有確診者，校
內隱形傳播風險極高，加上補習社將參照
學校次序復課，不同校學生或會在補習社
交叉感染，隨時引發第六波疫情，故應收
緊介入調查的準則，並建議復課首兩周集
中為幼稚園及小學學生接種疫苗。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玲麗及陳仲尼表

示，支持特區政府要求師生返校前快測、
按風險為本安排學校分階段復課、列明復
課後學校出現確診個案的安排，及進行更
新《學校健康指引》等。民建聯期望特區
政府可加強向學校提供防疫用品，並主動
安排清潔公司定期到校園進行清潔及消毒
工作，以保障全校教職員及學生安全。

議員倡定期測核酸防「走漏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將陸續
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部分學校最快下周起恢
復半天面授課程，屆時教職員及學生每天要
自行快測，結果呈陰性才能回校。港大感染
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

表示，香港目前整體疫情大趨勢正在回落，
預料當學校復課及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後，感
染個案每日可能維持數十至數百宗，並會持
續一段時間，但整體趨勢會回落。他認為，
目前學童的疫苗接種率未如理想，復課後有
必要讓學生每日快速檢測，防止高傳染性的
變種病毒Omicron在校園傳播。
何栢良指出，疫情發展關鍵在於重點人

群在高危環境有否出現超級群組，一旦出
現必須有效快速應對及攔截，他認為，重
點應加快新冠疫苗接種推高接種率。他又
指，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未有明顯區分已
接種及未接種人士，反而是懲罰已打齊針
的市民，難以爭取他們的配合及認同，故
認為完成接種者應該「有獎」，未打齊針
者應承受行政措施上的不便。

或讓學童用口含式快測

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
委員會主席、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
教授劉宇隆認為，教職員及學生每天快測陰
性才可回校，有關安排有助排除有感染風險
人士回校，很大機會可減少校內隱形傳播。
他又指，部分學童如有自身情況、例如有自
閉症，做快測時可能會有困難，不能強迫；
至於其他學童，家長可多加示範如何做快
測，有助學童減少恐懼，亦可考慮讓學童使
用口含式快測工具。
至於沒打針與已打針學生均於同一課堂

上課，劉宇隆認為，如能安排沒打針學生
坐近通風位置、例如窗邊，較能減低他們
受感染風險。他認為，學生需要開始復
常，政府並應向學校了解學生接種率低的
原因，加強解說。他重申，無論已接種多
少劑新冠疫苗，亦會有機會感染，但可預
防重症或死亡風險。

學童接種率未如理想
專家：須日日測防奧毒瘋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學校恢復面授
後全體中小幼師生需要每日快測陰性才能回
校，教育界人士認為，復課初期此舉可讓學生
和家長有更大信心，惟相關流程或對學校行政
及家長構成壓力，建議復課前家長可提早訓練
子女熟習自行採樣。
香港家長會主席梁兆棠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指，「每日一檢」確會對部分家庭造成經濟負
擔，而當局只提到為「有領津貼學生」提供援
助，也可能於校內構成標籤，強調「不應該只
針對較窮的學生，只要有需要，都要想盡方法
解決。」不過他亦提到，近期政府及志願團體
已花了很多功夫，為各界提供足夠的檢測物
資，相信若家長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需要時
向校方及社區求助，物資問題應該能解決。
鳳溪第一小學小六生家長黃小姐亦坦言，

「如果每天都要去買快測套裝，自然會對家庭
狀況造成額外負擔」，若全港數十萬學生都有

需求，更可能造成「搶購潮」，「很怕市面斷
貨、抬價，情況真的好難預計。」黃小姐又
指，自己家庭收入不高，未清楚孩子是否被納
入30萬名受惠者中，「希望政府能說清楚執
行細節， 讓我們有預算，如有需要提早購
買。」

盼政府將快測包發放全部學生
新界校長會副主席、校長朱偉林則指，快測

套裝普遍要10多元，雖然最有經濟需要的基
層學生可獲免費提供，但疫情下不同階層家庭
都受影響，「對於收入略高而『未入保護網』
的家庭，更可謂少數怕長計，造成經濟壓
力」，而且若有多於一名孩子開銷更大，希望
政府盡可能將快測包發放予所有學生，「起碼
大家都安心一點。」
津貼小學議會主席胡艷芬建議可簡化行政流

程，讓學校執行時採「信任模式」，由家長在

子女手冊上申報陰性結果和簽署核實。資助小
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則建議，政府應考慮
容許已接種疫苗的學生減低檢測頻率，以提高
接種誘因。

教界提醒家長：可提早訓練子女自測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全港學校於下周二全港學校於下周二
（（1919日日））起起，，分階段恢復半日面授課堂分階段恢復半日面授課堂，，小學及小學及
補習學校先行補習學校先行。。圖為學童進入課室前需用酒精搓圖為學童進入課室前需用酒精搓
手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何栢良認為，學童的疫苗接種率未如理
想，復課後有必要讓學生每日快速檢測。圖
為外展隊為學童打針。 資料圖片

◆教育界建議，復課前家長可提早訓練子女熟
習自行採樣。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