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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負笈復旦
憧憬灣區機遇
成績雖遜預期盼與內地尖子互相砥礪

兩年多的疫情、斷續的網課為學生
學習帶來挑戰，而對跨境生來說更是莫
大的困境。原居於深圳的東華三院甲寅
年總理中學DSE考生司徒蔚珊，為爭
取更多回校學習時間，中五起隻身來港
租住狹小房間居住。長期離開家人且面
對孤獨和學習壓力，她多少次困在房內
哭泣，幸得老師和同學的協助和安慰，
情緒得以紓緩。昨日文憑試放榜，她考
獲最佳5科21分成績。雖然與預期有落
差，但蔚珊仍有信心能在港升讀大學。
心儀社會科學及心理學的她，希望日後
能成為臨床心理學家，貢獻社會。

蔚珊父親在港工作，與母親弟弟在深圳居住，過去曾每天跨境來
港上學。自中四下學期起，受疫情影響，她連僅有的面授課都未有
機會參與。為爭取回校，她毅然單獨到香港，租住沙田一個狹小的
房間，「當時覺得可以照顧自己，就決定來港。父親雖在港工作，
但家居距離我在上水的學校太遠，交通不便，因此自己在沙田租房
獨自生活，在周末可以與父親見面，平日則以視頻和母親聯繫。」
離開家人，蔚珊坦言最初也不覺得孤單，但考試愈近孤獨感愈
趨強烈，「我本來是有情緒就會發洩的人，家人會包容，但獨自
生活遇到情緒問題，只能自己在房內哭泣。由於當時回家隔離要
14+7（14天酒店及7天家居隔離），時間及金錢成本高，且亦難
搶檢疫酒店，所以暑期都沒有回家，孤獨感更強烈。」

學會獨立懂得控制情緒
環境迫使蔚珊學會獨立，亦漸懂得控制情緒和尋求協助，「以

前我是不會求助的，但後來老師察覺我有負面情緒並加以安慰，
朋友在學校的後花園為我慶生，聽我傾訴，令我知道其實身邊的
人願意提供幫助。」公開試前1個月，校長及老師更協助她申請
青協為考生提供的臨時住宿計劃，她得以入住，可更專注讀書。
昨日放榜，蔚珊中文科獲5級，英數通識歷史則獲4級，最佳5

科共21分成績。雖然與預期的24至25分有落差，但總體可以接
受，父親亦給予支持，故不感失落。她對心理學、社會學及全球
研究等學科有興趣，希望升讀香港城巿大學或中文大學，同時亦
透過文憑試計劃申請中山大學臨床醫學及國際關係，但她暫時仍
以在港升學為優先，希望培養更好的國際視野。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跨境生窄房獨居
強忍孤單心自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東華三
院盧幹庭紀念中學應屆考生賴楚晴中二
才由內地移居香港，但在學校及老師的
協助下，很快便融入校園生活，初期雖
面對英語的難關，但在自身努力下克服
障礙，更名列前茅，文憑試6科有38
分，相信能順利升讀心儀的香港大學商
學院，冀日後能創業，更認定大灣區機
遇處處，未來可能到內地發展事業。

艱苦學英文獲4級
楚晴中二時由內地來港，家庭團聚，

生活有了極大變化。她最初擔心自己廣
東話不夠流利，一度怕與人交談，中三時轉到盧幹庭紀念中學就
讀，對課堂上要用英語更感困難，「經濟及化學等科目有很多英文
專有名詞，初時聽不懂，要每個名詞查找解釋。幸好學校有很多資
源，可協助學習；為提升口語能力，她經常找英文老師及外教用英
語交談，聽力訓練則多聽一些英語笑話和talk show（脫口秀）。」
她感謝學校給她很多機會，如加入領袖生團隊，培養出領導才

能，她不但成績優異且獲不少獎項，包括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第二
名、元朗區十大優秀學生等。昨日文憑試放榜，她在中文、通識及
經濟三科均獲5**，數學、數學伸延部分單元二（M2）和化學獲
5*，生物亦有5級，經艱苦學習的英文科則獲4級，最想考入港大
商學院，將來學有所成可以創業，推動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項目。

新來港生冀入港大商學院

文憑試昨日放榜，不少香港學生都看好內地發展前景，

有意選擇北上升學。教聯會黃楚標中學5名學生此前已獲

多所內地名牌大學「優先取錄」資格，隨着放榜確認取

得優異成績，他們正準備北上繼續學業。獲上海復旦大

學取錄的兩位同學馮驥、劉皓蕓，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對能入讀內地名校深感高興，亦自信能適應

內地讀書的環境，與內地的尖子精英互相砥礪，他日後

學有所成，將擁抱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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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屆有47,891名考生應考
文憑試，當中有超過1.7萬人考獲「33222」升讀資助大學
最低門檻，比上屆減少近500人；以本港8間資助大學約
1.3萬個聯招學士學位計算，即平均近1.35名考生爭一學
位，較去年1.4人爭一位略為容易。不過，今年仍然有不少
徬徨無助的考生需要輔導或升學意見。
香港青年協會「DSE27771112計劃」由本月18日起至昨
日下午5時，暫收到1,037宗求助，「故事」各有不同。有
考生在放榜前已「打定輸數」，完全無想過自己有機會入
讀大學，無做好升學預案，結果成績意外地能達到「邊緣
分數」，在驚喜之餘又擔心排錯聯招選擇而失去入讀大學
機會，因而患得患失。
另有考生在文憑試前已決定報讀海外銜接課程，疏於溫
習，也不再在意文憑試成績，昨日結果出爐後眼見一些校
內成績比自己更差的同學考獲20分或以上，入讀大學有
望；自己卻只有16分，悔恨當初沒有努力爭取升讀本地大
學，恨錯難返。

成績遜預期未敢向家人坦白
也有考生評估自己最佳五科能考獲27分，目標入讀「三
大」，結果只有22分。考生估計疫情令試卷較以往容易，
加上考生人數少，深信今年是升學良機，只怕下次更難考
入「三大」。事主哭訴雖然夠分數入讀大學，卻無法接受
結果，擔心同學嘲笑，及令家人失望，未敢向家人坦白，

現在不知道應該重讀、放棄「三大」還是「博一下」。
青協建議，成績屬「邊緣分數」的考生需小心考慮改

選，聯招排序時不宜過分進取，尤其是BandA2及BandA3
的選擇要穩健，可報讀副學位課程，確保有保險方案繼續
升學。至於成績未如預期的同學，即使選擇有限，但仍應
根據自身興趣、成績和目標作出抉擇。
若同學計劃海外升學，可以參考不同國家或地方的升學
階梯，了解自己是否適合當地的文化、語言和學習模式，
同時也需要留意其申請辦法和時間表。
青協鼓勵考生主動尋求協助，該會提供放榜支援服務，

Whatsapp電話是62778899，服務至本月22日，時間為上
午10時至凌晨2時，另一輔導專線為2777111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現時升學出路多
元化，不少失意於文憑試的同學昨日趁放榜後，到
自資院校尋找升學機會。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
表示，雖然今年整體考生人數下跌，但報名人數不
減，總申請人數不少於3,000個，對此感到滿意；
近年開辦的藝術及設計文學士課程較受歡迎，申請
比去年增五六倍，其他學科例如新聞與傳播學系、
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等，報名人數亦理想。至於主
要提供副學士課程的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截至昨天
下午5時，有超過1.45萬人報讀，較去年上升
18%，當中護理學、工商管理及社會科學副學士較
受歡迎，校方已發出6,500個取錄通知。

鐵路迷羅同學報讀新聞系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中午到恒大收生中心了解報名情況，整體上人流不算太

多，而憑高唱「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一曲成名的鐵路迷羅哲琛昨日一早已到
該校報讀新聞與傳播學系，並已確認獲校方取錄，「我好似是第一個面試……
對方似乎不認得我，我話自己有些YouTube影片跟新聞有關，對方問我chan-
nels個名，但似乎問完就算。」
羅同學分享指，本身對新聞系有興趣，每日都會留意新聞，加上過去被傳媒

訪問過數次，自己也曾經專訪過別人，對新聞工作有基本了解，「例如知道有
什麽Shot要拍，亦會構思不同問題去問對方。」他的志願是成為電視新聞記
者，「一些普通人平時不可以去的地方，他們都可以去，而且曝光率高，有更
多人認識自己。」被問到文憑試成績，羅同學只說「不似預期」，「既然有大
學取錄，就不要再講返轉頭，成績已經不重要」，稱要忘記過去，努力向前。
最佳5科20分，但英文只考獲2級的周同學表示，早在放榜前已有心理準
備，估計成績覆核成功的機會不大，而自己對會計有興趣，且數學科成績不
錯，故報讀會計課程，碰碰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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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及劉皓蕓昨日領取成績單後與校長許振隆合照，兩人早前已獲復旦
大學優先取錄。 受訪者供圖

◆ 羅同學昨日報讀恒大
新聞與傳播學系，對於被
即場取錄表示興奮。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協會「「DSEDSE2777111227771112計計
劃劃」」由本月由本月1818日起至昨日下午日起至昨日下午55時時，，
暫收到暫收到11,,037037宗求助宗求助。。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皇仁書院放榜皇仁書院放榜，，有考生有考生
拭淚拭淚。。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培正中學放榜，
有考生自拍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司徒蔚珊希望成為臨
床心理學家。受訪者供圖

◆ 賴楚晴文憑試取得佳
績，冀入讀港大商學院。

受訪者供圖

馮驥文憑試最佳5科取得26分，其中中文
5**，英文、通識及中國文學都獲5級。

不過他直言，因疫情關係長時間網課，未夠
自律專心讀書，成績較預期遜色，幸好透過
復旦大學的「優先取錄」計劃順利升讀心儀
的臨床醫學課程。他說：「其實以往也有想
過北上讀書，最初只是想想，因學校獲內地
頂級學府的保薦資格，因緣際會下獲得到復
旦的機會。」

優先取錄一圓行醫夢
他在本地大學聯招亦有報讀香港中文大學心
理學系以及香港大學生物醫學課程，對於未有
報讀兩大醫學院，馮驥坦言擔心競爭太大，
「除DSE外，還有IB（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
程）考生的競爭，難度很高。」而復旦大學的
臨床醫學亦是全國數一數二，透過「優先取
錄」可一圓夢想，雖然有關課程水準極高，相

信要花費不少時間和精力，但他表示這是其興
趣所在，不會怕艱辛。
北上就學，對馮驥來說並無語言障礙，「我
幼年時隨父親從海南來港，家人都有講普通
話，溝通不成問題，不過可能仍要適應不同地
方的文化差異，但知道內地對香港學生都很包
容，相信不會有困難。」

對文史感興趣讀新聞
該校女生劉皓蕓同樣獲復旦大學優先取錄，

修讀新聞傳播專業。她文憑試最佳5科獲25
分，包括中文5*，數學、通識及中國文學5
級，成績與預期有落差。她表示，初中時老師
帶其聽演講和辯論比賽，加上對文學和歷史等
科目感興趣，故選修新聞傳播希望日後從事文
字工作，而她數年前已想過日後北上進修，最
後獲得復旦升學的機會。
她說，復旦是匯聚不少精英的名牌大學，期

望能與學業成績好的內地尖子一起讀書，可加
強自己學習的動力，進一步讓自己得以提升。
馮驥與劉皓蕓均表示，看好內地發展前景，
特別是大灣區的發展更為年輕一代提供龐大機
遇，就讀不同專業也有機會，日後也可能選擇
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馮驥提到，香港正開
展引入非本地醫學院畢業生免試在港行醫的程
序，相信在學成後自己會多一個回港行醫的選
擇，甚至分別在兩地發展醫學專業。
黃楚標中學副校長王益鈞昨日對香港文匯

報表示，今年該校另有3名文憑試生分別獲
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優先取錄」資格，加
上循「文憑試招生計劃」報讀內地大學者，
佔整體學生兩三成；最多人選擇廣東省的大
學，其次是北京和上海。
他認為，大灣區發展前景，對港生未來事

業發展有優勢，是近年吸引愈來愈多學生選
擇到內地升學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