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聞 透 視 眼A21

20222022年年88月月99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2年8月9日（星期二）

2022年8月9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文 澄

屯門馬登校推跨境生住宿學習
9月新學年推出 冀設宿舍准招內地生

本港學生人口下跌，部分學校出現收生不足危

機，教育局與教育界正積極商討應對；其中引入

大灣區內地城市學生，被視為可考慮方向之一，惟需要先

處理宿舍配套等問題。有本地中學與社會服務機構合作，

於9月新學年推出住宿學習計劃，期望先以支援跨境學生來

港暫住為「試點」，探索結合為內地中學生提供宿舍的可

行性。該校校長袁國明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指相關

安排不應只視作緩解「縮班殺校」的應急方案，而是要藉

此聚集大灣區各內地城市的學生，既為大灣區培育人才，

亦有助香港的校園形成文化交匯點，透過兩地學生互相交

流，以朋輩方式助港生軟性認識國情，有效落實國民教

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現時香
社會對在中小學階段引入內地學生的建議仍
有不少疑問，包括住宿、學費等如何安排。
袁國明認為，學費事宜其實不難解決，以香
中學學位成本8萬多元一年計，其實較現
時內地辦文憑試課程收費便宜，意味即使收
取成本價全費，依然具備競爭力，且不涉及
花費公帑問題。他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善用
現時空置的「方艙醫院」，撥出部分改為學
生宿舍，以引入高中生為目標。教評會則建
議，政府可讓設有宿舍的學校，以試驗形式
收取少量內地及海外學生，並設立尖子學生
獎學金制度，積極吸引內地及海外尖子，為
香提供人才。

深圳高中學額短缺
袁國明提到，深圳目前高中學位不足，「兩

地教育局是否可以洽談類似『買位』安排呢？
在大灣區的框架裏面，很多事情其實可以互
動」，有關舉措既可解決深圳高中學額短缺的
問題，同時也可善用香的剩餘學額。
至於住宿問題，他引述有報道提及近日部

分「方艙醫院」長期處於備用狀態，認為可
探討是否可撥出部分「方艙」改為學生宿
舍，由非政府組織營運和監護，以便宜租金
供有需要的雙非、非籍學生租用，或自行
租住。
他認為，寄宿對不少內地學生而言是尋常
事，而高中生普遍心智較成熟且能自我照
顧，適宜以寄宿方式來。因此他建議可調
整初中和高中的班級結構，當初中縮班時，
高中擴班並引入內地學生。他相信，香高
中有國際化的「正宗」文憑試課程，以及其
他職專課程，對內地生有相當吸引力。

教評會則認為，特區政府應抱新思維，鼓
勵及容許內地及海外中小學生來升學，更
應檢視入境政策，容許相關學生以特殊簽註
來就讀，及容許其父母以短期簽註來照
顧。教評會並建議特區政府可參考新加坡的
做法，積極到內地及海外為本學校統一招
收尖子生，並透過私人或慈善機構，為他們
提供獎學金，以支付學費及住宿費。

可考慮改宿舍用途
另就有關學生住宿問題，教評會指本部
分學校設有學生宿舍，亦有一些教會學校設
傳教士宿舍，但現在使用率極低，因此建議
政府可讓學校改變宿舍用途，以試驗計劃形
式先試先行，收取小量內地及海外學生，並
在長遠興建更多學生宿舍，讓就讀同區學校
的境外生一同居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疫情兩年多以
來，兩地未能正常通關，對跨境學生衝擊尤其
大，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與新家園協會新學年
推出全方位住宿學習計劃，首先是要支援該校跨
境生來住宿學習及照顧的需要。校長袁國明相
信，學校與社福機構的組合，會是解決內地學生
來學習、住宿和監護的良好辦法，現時計劃反
應良好正安排面試，並期望計劃可發揮「試點」
作用，驗證引入內地生如何促進生的國情教育
及大灣區教育融合。
袁國明表示，學校早在2016/17學年已經開始

嘗試為深圳以外無法即日來回的跨境生安排住
宿，後來則與內地姐妹學校合作，改於當地住
宿，但疫情到來令服務無奈暫停，「所以我們並
非突發想去做，而是有相關經驗，而且新家園協
會亦很清楚跨境生的需要，並有不同支援幫助跨
境家長。」
根據資料，該計劃涉每月2,500元宿費（一學

年10個月計），設校巴接送學生往返學校和宿
舍，並有監護服務，學生周六日可參與由校方安
排的學習、音樂和STEM活動，以及由新家園協
會安排的學習及社交活動，幫助學生適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今年推出
首屆「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SNDAS），
讓具有學業以外才能的文憑試考生於放榜前已能
獲心儀大學課程取錄，既開拓大學多元收生途
徑，亦幫助緩減學生成績壓力。其中香大學透
過計劃取錄了82名獲推薦學生，包括入讀環球工
程與商業雙學位課程的邵廸藍，熱愛機械及工程
的他，從小學開始多次參加機械人課程及比賽，
累積豐富編程和計算機工程的經驗，疫情期間他
又「停課不停手」，自學組裝出各種有趣而實用
的小裝置。
大昨日表示，經SNDAS取錄的學生涉及該校

22個課程，涵蓋文學、理學、工程、教育、社會
科學、工商管理、建築等學科範疇。校方欣賞有
關學生具清晰志向，中學期間不單專注學業，亦
能於文化、創意科學、領導才能、社會服務等方
面均展現出優秀才華。
將入讀大環球工程與商業雙學位的邵廸藍是

其中一人，具豐富機械人經驗的他，中四時曾參
加學生營商體驗計劃，與同學合辦公司售賣自家
設計產品，中五時亦曾於K11當「影子管理人」
體驗真實商業運作。他希望能透過課程同時掌握
工程和商業的知識，包括更多「硬知識」「軟技
巧」，將來有機會開發自己的新產品再闖商界。
另一名獲取錄的關銘華將入讀大國際商業及

環球管理課程，高中時他積極參與企業義工，了
解到弱勢社群如少數族裔求職的難處，令他明白
一個良好企業在業務營運以外，更需履行企業社
會責任，建立良好聲譽，希望藉課程學習更多有
關企業社會責任、商業及營銷策略知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研究資助局昨日宣布推
出「策略專題研究資助金」計劃，預留1.5億元撥款，
支持八所資助大學就協助香應對當前挑戰及把握國家
「十四五」規劃發展機遇的相關領域進行跨學科及協作
研究。資助金涉及5個策略專題，包括以人工智能應對
醫療挑戰、碳中和、打造集成電路中心等。
考慮到香社會當前狀況和本地學者強項並經諮詢研
究界後，研資局為計劃設定以下5個策略專題，包括：
一、利用人工智能應對迫切的醫療挑戰；二、致力推動

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三、打造香成為粵澳大
灣區領先的集成電路和光電創新科技中心；四、管理疫
症和其他公共生挑戰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五、創新及
環保建築科技和物料。
研資局主席黃玉山指，新的資助金會以由上而下方式，

將不同學科所長聚焦於與香策略需要相關的特定優先研
究領域，深信獲資助的項目將取得具影響力成果，為香
帶來裨益。計劃詳情載於研資局網頁www.ugc.edu.hk/
eng/rgc/funding_opport/stg/call_let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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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資局1.5億資助八大跨學科研究

學校推薦計劃 港大收82人

◆ 關銘華（左）及邵廸藍（右）透過「學校推薦
直接錄取計劃」入讀港大。 港大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年度的大學聯招
（JUPAS）將於明天放榜，近年多所大學相繼調整大學
收生計分機制，鼓勵個別科目的尖子，文憑試5級或以
上可獲額外加分，5**最高可獲8.5分，惟實際上不少學
生仍未能準確掌握細節。有機構上月以網上及實體問卷
訪問逾千名高中生，三成半學生指不清楚於有關收生計
分變動下一科5**甚至比兩科4級更具優勢，亦有逾四成
人未能正確選出英文和數學科在哪些JUPAS課程中計
分比重可獲加乘。調查負責人指，若學生未能完全掌握
計分方法，或影響入讀心儀學科的機會，而現時大學逐
漸走向更重視「專才」，提醒學生該從初中開始計劃升
學之路，作好全面策劃。
「遵理潮指數」於7月中至8月初訪問1,153名高中
生。結果顯示，約三成半受訪高中生「不知道」、「不
太清楚」或「未聽過」大、中大、科大、理大最新公

布的JUPAS計分方法下，一科「5**」的得分較兩科
「4」還要高。調查亦顯示，約42%及45%受訪者未能
正確選出英文和數學科（必修部分），在哪些JUPAS
課程中，計分比重可獲加乘；而按上述4間大學的成績
轉換分數機制計算，約五成受訪中四及中五學生未能計
算「5**」的正確得分。

大學漸重視專才
資深教育專家Koopa Koo認為，疫情下學生返校時

間大減，致未能馬上接收相關JUPAS收生策略變動。
「遵理潮指數」創辦人梁賀琪指，近年不同本地大學調
整收生策略，由4個核心科「3322」變成個別科目得分
作加乘，反映大學逐漸走向重視「專才」，建議學生應
預早作好生涯規劃，並應以追求自己興趣、發揮獨有專
長為目標。

本地學生人口正面臨「結構性」下跌，教育界正探討不同措施應對。其中
在縮減學校方面，教育局去年率先宣布將兩所官立中學合併，龍翔官立

中學於2022/23學年起逐步併入九龍工業學校，龍翔官立中學並將於2024/25
學年停辦。另外，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早前亦宣布新學年停收中一生。
同時，引進學生來接受基礎教育亦成為教育界熱話。立法會議員、教聯會

副主席鄧飛近日便提出引入自費內地及東南亞學生，提倡可先由香的私立學
校、直資學校作為試點，了解成效。教評會日前亦指，香教育向來深受內地
及不同國家家長歡迎，認為鼓勵內地及海外學生來讀書，除了有助增加本地
學童數目，亦有助本地學童接觸不同文化，擴闊學生視野，更可刺激經濟，便
利民生。部分尖子學生除了可為香提供人才外，其在校表現亦可對本地學生
產生正面影響，相得益彰。

首階設十多個名額
「因為香唔夠學生，所以叫人來幫手填滿佢，表面上這是對的，但我認為

這並不是一個很有發展性的說法。學生人口減少，更應視作為一個促進輸入內
地學生，加速大灣區教育融合的契機。」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校長袁國明介
紹說，該校新學年與新家園協會合作推行全方位住宿學習計劃，首階段會為該
校跨境生提供十多個名額，並驗證為原居於內地的學生提供住宿安排，「這是
一個團體生活。」他希望其覆蓋面會盡量涵蓋大灣區內地城市，初期可能兩名
同學是來自深圳，兩人來自中山，兩人來自江門。他也希望該宿舍特色會是大
灣區內地城市的一個縮影。
袁國明認為，提倡有關計劃的目的，亦在於可締造一個國情「同溫層」的校

園，「朋輩互動最能夠產生感染力，這些跨境生將為同班同學打開內地生活的
一扇窗，哪怕是在內地吃喝玩樂的小資訊，都是值得讓學生認識的『貼地』國
情」，相信這種透過朋輩互動的「軟策略」更能勾起同學興趣，樂於認識國家
不同面貌和點滴。

有助構建灣區教育藍圖
他還提到，香學校服務本地學生絕對無錯，但既然香要積極融入大灣區
發展，「正如深圳一樣會有其他城市的學生到來讀書，在大灣區概念的大前提
下，香為何不鼓勵學生到來學習？」尤其近年本鼓勵教育團體往大灣區開
辦人子弟學校，設文憑試課程班，對象亦包括內地生，「假如內地生認為文
憑試更加吸引、更國際化，為何不親自來感受一下？我們明明是文憑試課程的
發源地，但讀文憑試課程、考文憑試的學生卻愈來愈少。」他認為，香有優
良的基礎教育及配套，即使學生人口減少，也不應任由其萎縮，把握契機加強
兩地學生互動才是好事。
他表示，隨着大灣區深化發展，香學校也應與時並進，服務大灣區教育所

需，「從學生、老師到基礎、高中、高等院校課程，都應作出整合，就是一整
個大灣區的概念，達到一幅更完整的大灣區教育藍圖。」

三成半高中生不知5**贏兩科4

倡引入內地生 收全費仍吸引

◆ 邵廸藍具豐富機械人經驗。圖為他於機械人比
賽的作品。 港大圖片

◆ 疫情影響跨境生來港學習。圖為疫情前跨境
學童過境情況。 資料圖片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新學年將試行全方位住宿學習計劃。 校網圖片

◆本港學生人口下跌，部分學校收生不足，引入內地生或許是出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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