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擇題減長題增 考生嘆時間不夠
DSE英文聆聽昨開考 老師：必答卷題型較以往複雜中學文憑試昨日舉行英國語文

科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卷三﹚

考試，約有4.72萬人報考。有

資深英文科老師指出，今年選答

部分的題型較常見，如要求學生

撰寫電郵等，但必答部分的選擇

題減少長題目增加，對能力較弱

的學生具挑戰性。整體而言，卷

三考核的詞彙相對簡單，但需要

閱讀的材料增多，學生要善用時

間才有望取得佳績。考生則對試

題難度深淺持不同看法，有考生

嫌不夠時間答題。

香港文匯報訊 2023「壯族三月三」走進港澳
系列活動香港啟動儀式暨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抗疫
義工嘉許禮昨日在港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出席活動並致辭。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通過視
頻致辭表示，這項充滿地方特色的活動，不但讓
市民大飽眼福、耳福，也有助聯繫在港廣西鄉
親，弘揚壯族傳統文化。

據介紹，「壯族三月三」走進港澳系列活動，
以「壯族三月三桂（港、澳）嘉年華」為主題，
將在香港各區舉辦「壯美廣西」風情展覽、節日
民俗展演和嘉年華等一系列活動，以壯族文化為
紐帶，展示廣西的秀美風光，邀請港澳人士到廣
西旅遊、投資興業。

梁振英：港青遊學廣西將收穫滿滿
系列活動由廣西海外聯誼會、廣西壯族自治區

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和旅
遊廳、香港廣西社團總會主辦。

梁振英在啟動儀式上表示，「壯族三月三」是
廣西壯族同胞重要的傳統習慣節日，具有濃厚的
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香港和廣西之間交通方
便，廣西還和東盟國家有密切的經貿和人文關
係，香港的青少年在廣西遊學，肯定收穫滿滿。
他希望青少年朋友可以用好「廣西遊學線路推
介」，以行動增廣見聞，開拓人生更大更精彩的
舞台，同時用好香港在「一國兩制」安排下的優
勢，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

李家超視頻致辭表示，「壯族三月三」走進
港澳系列活動，為港澳市民呈獻壯族的精彩文
化面貌，通過傳統服飾、工藝品，以至民族舞
蹈、歌謠和樂器等，全面展示壯族獨特豐富的
文化習俗。他期望總會一如以往發揮橋樑作
用，深化桂港合作，使兩地發展更加欣欣向
榮。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文頴怡表示，作為一場

促進民族團結、推動經濟發展的盛會，「壯族三

月三」向香港各界和桂籍鄉親展示新時代廣西改
革的新風貌，並深化桂港兩地經濟文化的交流合
作。
籌委會主席朱殿安表示，系列活動將讓市民得

以沉浸式欣賞廣西的秀美風光，體驗壯鄉風情，

進而探索把握發展機遇，到廣西觀光遊覽、投資
興業，推動桂港交流合作。
活動上，彩調劇《新劉三姐》、崇左天琴表演

等民族風情展演，以及《獅子山下》、《東方之
珠》等歌曲演唱，展現了桂港兩地的深厚情誼。

「壯族三月三」系列活動啟動 特首：聯繫桂港弘壯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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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董鑑滔本 港 新 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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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子京）愛心全達慈
善基金昨日上午在清水
灣鄉村俱樂部舉行「慈
善親子步行日2023」，
近700名學童和家長參
加，除一同為基金籌款
外，還同時實踐聯合國
可持續發展目標，締造
永續社會。
今次活動步行路線全

長約3.5公里，步行時間約1小時。一眾參加者主要來自
黃大仙區、九龍城區、油尖旺區、深水埗區、觀塘區，
當中超過260人是學童，他們穿上愛心全達度身訂做的愛
心波鞋完成步行，更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
頒發世界紀錄證書。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中聯辦九龍工作部

副部長郭長勇、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黃智華、深水埗
民政事務專員黃昕然等，聯同愛心全達慈善基金創會
會長潘陳愛菁、主席孫蔡吐媚、會長容陳美蓮等為活
動主持起步禮。
麥美娟致辭表示，參加者以行動傳揚愛心，體現仁

愛為懷的精神，正正與關愛隊的目標不謀而合。她說，
要將關愛互助的精神傳遍社區，很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
和參與，希望基金日後都能夠繼續與政府同行，藉愛心
行動為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
基金董事兼籌委會主席鄭偉康表示，今次是愛心全達

首次舉辦「慈善親子步行日」，籌得的善款將一如以往
支援基層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需要。
基金執委會主席潘伯傑介紹，基金於2008年成立，
在社會愛心同仁的支持下，大家從點滴做起，為社會
營造溫情，傳達愛心，幫助了不少貧困家庭，未來亦
會更加努力將愛心傳遞到香港每個角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照顧者可算是工時最
長的一項工作，24小時無休止，加上早前受疫情影
響，有特別教育需要的學童無法上課，照顧者需要全天
候看顧，精神壓力倍增。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早年開展
為期三年的「家．添晴」家長支援計劃，為本港首次引
入接納與承諾（簡稱ACT）作為藍本，以切合本地照顧
者的需要，透過不同層面的介入，以提升照顧者的心理
彈性。有家長表示，參與計劃後學會以兒子的角度理解
事物，化解親子之間矛盾，家庭變得和諧。
曾參與該支援計劃的家長Rachel，昨日出席記者會剖
析心路歷程。她是一位全職家庭主婦，就讀小學的兒子
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簡稱ADHD），「阿仔經常有
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老師眼裏可能就是一種挑戰。」
在參與計劃前，她帶過兒子參與遊戲治療以及靜觀治

療，但是她發現這些活動都是單向的個別接觸，但
ACT計劃讓她與兒子有一個聯繫感，「阿仔與社工傾
偈後，社工亦會和我溝通，我都會靜心去考慮仔仔的想
法，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事情。」
Rachel表示，自己以往的情緒較易失控，會以打罵

的方式處理孩子的行為問題。而且與丈夫的管教方針也
不一，引發夫婦間的衝突，從而累積不少壓力。疫情期
間，她與兒子的相處時間增加，「覺得自己彷彿24小
時都在工作，壓力亦都好像要爆煲。」
參加家長支援小組活動後，她透過各種體驗練習，如
覺察、意象以及解纏練習提升自己的心理彈性，學會從
一個新的角度去審視自己的教養模式，對於兒子多了耐
性和理解，並笑稱「丈夫放工之後，都會覺得家裏靜了
很多，不同以前見到我同阿仔大作戰。」

「家．添晴」家長支援計劃針對家長作為學童照顧者
的角色，支援其精神健康的需要，250位家長符合參與
研究計劃服務。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副教授麥艷華表示，
ACT是以正念為本的一種認知行為治療，包括活在當
下、價值、承諾行動、接納、認知脫鈎及覺察的自我，
幫助照顧者學習如何提高心理靈活性去體驗、觀察和接
納所經歷的困難。

「家．添晴」援照顧者心理 助解親子矛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特區政府
教育局批准位於東涌的明愛華德中書院及南
區的明愛胡振中中學於2024/25學年起合
併，前者將於下學年起停收中四生為合併作
準備，後者將遷往東涌，新校於合併初期將
提供校車接送學生往返東涌及港島。教育局
局長蔡若蓮昨日表示，學齡人口下降是結構
性情況，局方欣賞辦學團體有先見之明，果
斷提出兩校合併，令辦學團體和政府資源得
以更好地運用，將與辦學團體保持溝通，並
會盡力安排不願跨區上學的學生入讀南區的
學校。
明愛教育部表示，經詳細考慮各區明愛中

學學額供求、教師人手和資源運用等情況
後，向教育局提出兩校合併的建議。蔡若蓮
表示，南區的人口老化問題嚴重並出現學額
過剩，東涌則學額需求殷切，對辦學團體果
斷提出合併的先見之明表示欣賞。
她表示，局方在過程中都對相關事宜作出

了解和準備，亦一直就合併細節與辦學團體
保持溝通和商討，考慮到有部分同學可能需
要跨區上學，所以學校在合併方案中會考慮
包括校車安排等細節，如果有學生想於原先
的南區上學，局方可以協助尋找合適的學
校，讓他們在原區上學。
蔡若蓮提到，現時學齡人口下降是結構性

情況，若不按照循序漸進方式處理，會出現
斷崖式下跌，對學生和學校都不是好事，局
方近年密切關注人口下降對學校或辦學團體
的影響，並一直與相關辦學團體保持緊密溝
通聯繫，探討不同的可行方案處理一些可能
出現收生危機的學校，希望盡量不影響學生
利益。她強調，處理學齡人口下降要以學生
福祉利益為最優先考慮，行業的穩定性不應
凌駕教育初心。
另外，根據教育局資料，4月及5月到內
地進行公民科考察的高中學生共約2萬人，
蔡若蓮表示，內地不同省市無論在歷史文化
還是教師的培訓發展方面都各有特色，無論
是學生交流考察還是老師培訓，局方都會與
各省市商討，希望為師生或校長安排較有特
色或值得香港交流合作的不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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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卷三甲部聆聽屬必答部分，
內容主要與網紅頻道有關。乙部

選答的綜合能力部分，要求考生「化
身」網上電視台員工，公司要製作串流
影片節目，考生要撰寫電郵、公開信及
影片稿等。乙部的B1較淺，B2較深，
供考生二選一，選B1者最高可只可獲
第4級。
張祝珊英文中學資深英文科老師孫錫
欣昨日表示，今年必答部分的選擇題減
少，尤其是第一大題，長答和篇章填充
增多。這類題型以往較少出現和相對複
雜，學生答題前要閱讀的材料較多，同
時要好好利用時間審題和評估答案，幸
首三大題的錄音速度不算快，還有連接
詞如Finally、the other things等方便學
生定位答案，加上答案亦會重複2至3
次，必答部分的詞彙難度也不高，相信
學生能應付。
「必答部分的第一大題語調輕鬆，內

容關於愛情故事，相對有趣，可幫助學
生投入錄音內容。」孫錫欣特別提到，
考生需要注意語法陷阱，例如必答部分
的第 13 題和第 41 題的題目使用了
「did」，提醒學生用過去式答題，學
生若未能使用正確語法，即使答對主要
內容亦不獲分數。
在選答部分，孫錫欣表示，今年B1
或是B2卷都是常見題型，如電郵撰
寫、網站告示等，在以往考卷中均有出
現，學生應可處理。今次主要考學生整
理和轉化材料的能力，難點在於記錄部
分的聆聽材料，不僅多且分散，學生平
均需要25分鐘內完成一道大題，時間
非常緊張。
B1卷材料的網上評論，大部分詞彙

都是簡寫，B2卷中的故事板則使用點
列形式。兩者在材料上都包含了許多簡
寫單詞，學生需要先消化材料，再轉換
成相應語句作答，作答時要留意語調語
氣，按不同場合調整，題目頗有挑戰
性。在作答B2卷時，則需要重複利用
相同材料，學生容易墮入題目陷阱。

考生：錄音間隔時間短難度大
考生王同學表示，對昨日的考試信心

不大，因為必答部分難度頗大，雖然詞
彙簡單，但錄音間隔時間太短，不夠時

間做題目，「今年英文試卷整體難度加
大，成績預期約在4級。」
母語為英文的考生Vega 則認為，

「今次試卷比以往做模擬試卷簡單，只
是必答部分重複答案造成了干擾，反而
選答部分做起來更順暢，預計成績最少
在4級或5級。」。另一考生冷同學亦

持相同意見，他認為卷三考試感覺良
好，以往也有做相關的題型練習，有信
心可以拿到5級或以上的成績。
根據考評局資料，英國語文科卷三約

有47,200人報考，合共設有502個禮堂
試場、405個課室試場及688個為特殊
教育需要考生而設的特別試場。

◆2023「壯族三月三」走進港澳系列活動香港啟動儀式暨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抗疫義工嘉許禮昨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昨日有111名
確診冠狀病毒病的考生於考評局「指定試場」
應考文憑試英國語文科卷三。有學校投訴指，
該校有兩名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學生在首
日文憑試筆試開考日（前日）新冠快測呈陽性
後，欲到「指定試場」應考，但只有一人獲
准，另一人被考評局告知指定試場不支援SEN
學生，無法前往應考。校方質疑考評局安排不
公平、「指定試場」安排混亂。考評局回應表
示，由於無相關個案的具體資料，難以評論。
今年「指定試場」為文理書院（九龍）前校

舍，位於新蒲崗景福街96號，如考生在考試
日早上發現染疫，須於早上7時半前致電熱線
3628 8860，自行前往指定試場，並在到場時
出示確診證明。
有中學向媒體投訴，該校兩名SEN生前日
快測呈陽性，其中一人早上多次致電考評局不
果，改向校方求助，校方建議學生直接去「指
定試場」，最終成功入場。另一考生於早上7
時半致電考評局，及後獲回電引述考評局人員
解釋指定試場不支援SEN學生，被迫放棄兩
場考試。
考評局回應，如考生因確診而缺席考試，可
透過學校申請評估科目及缺席卷別的成績，如需
要可聯絡考評局申請於「指定試場」應考其後考
試。受場地和設施所限，「一般情况下難為個別
SEN考生於首天在『指定試場』應考時提供特
別考試安排。」

「
指
定
試
場
」拒
染
疫
SEN
生
進
場

被
批
安
排
不
公

愛心全達慈善基金辦親子行援基層

◆愛心全達慈善基金昨日上午在清水灣鄉村俱樂部舉行「慈善親子步行日2023」。

◆DSE英文聆聽昨開考。圖為考生完試後離開考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開展「家．添晴」計劃。左二
為參與計劃家長Rachel。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