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近年積極鼓勵學

生多元發展，升學條件已不再局限

於文憑試成績，優異的體藝表現亦足以為

同學帶來「大學入場券」。本身屬特殊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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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及嶺南大學直接取錄。其中患有大腦麻痹的陳可

欣考獲最佳五科20分，本身是硬地滾球港隊成員的她

認為，香港自多位運動員於東奧取得突出成績，促

進政府和社會加強重視支援學生運動員，期望未

來有更多計劃推出，以鼓勵學

生體藝、學業兼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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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萎生克難奪14分 擬再戰英文升學

劏房生獲5科最佳30分
立志執教鞭教中文

被誤導犯暴動罪 盼獲釋北上展拳腳

失手未失信心 自資課程報讀增逾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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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患有大腦麻痹的陳可欣容易手腳無力，亦容易
疲累，每次溫習半小時至一小時就要休息。應考

文憑試中英文科均需要申請加時作答，「本身寫字無
力，甚至用電腦鍵盤都覺得比較實，較難維持足夠體力
去不斷按鍵，於是轉用平板電腦輔助打字，觸屏式相對
容易應付。」但數小時的考試確實難捱，「一個考試可
能有兩份卷，做完第一份已經體力下降，手臂和膊頭易
酸，中間就要休息或做手部按摩，以盡力完成考試。」

大腦麻痹 仍考獲最佳五科20分
一般考生靠文憑試成績爭取升學機會，但可欣本身是
硬地滾球港隊成員，運動與學業都兼顧得宜，曾於巴林
2021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硬地滾球女子BC3級個人
賽取得銀牌，今年3月初已確認獲理大的會計及金融課
程取錄，但她仍然搏盡應考，「希望考得好，回報這些
年的努力……而且家人覺得殘疾人士出路比較少，所以
都要以讀書為重。」結果亦不負所望，於文憑試考獲最
佳五科20分，符合八大升學門檻。她期望日後可跳出
「舒適圈」，在大學認識更多朋友。

感激前輩東奧佳績 惠及運動員
談及香港近年的多元升學渠道，可欣認為這有賴本港
多位運動員於東奧取得好成績，「所以先造就我們（受
惠），希望這個計劃會一直保持，再加上在運動以外增
加更多種類計劃，讓不同學生都更有保障，可更放心地
參與訓練並兼顧學業。」

同樣患有大腦麻痹的周朗浩是劍擊港隊成員，今年文
憑試取得13分及一科乙類科目達標，經學生運動員計劃
獲嶺大取錄修讀文化研究。朗浩坦言學業底子欠佳，
「上年我仍在想如何打算，甚至都作好『慢慢讀上去』
的準備，所以這（計劃）算是一個bonus吧……這很讓
香港運動員鼓舞。」他認同香港日益關注運動員發展，
但同時期望各界不只關心「取得成績」的項目，「我覺
得不應該因為某方面有了成績，大家才去關注、支援，
希望包括音樂等不同興趣項目，都可以提供支援，這樣
才可以搶人才。」
至於患有玻璃骨第八型的袁泳琪，是輪椅乒乓球港隊

成員，文憑試有16分，憑學生運動員計劃獲嶺大動畫及
數碼藝術課程取錄。「要在課外時間做訓練，對比專攻
讀書的考生而言，肯定會有小小損失。我覺得（計劃）是
個好開始，對學生運動員更有保障。」她又寄語年輕的
學弟學妹不妨多做運動，「對你前途有好大幫助！」
此外，香港今年文憑試有3,898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考生獲提供特別考試安排，不少特教生均考獲好成績。
其中，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今年有6名考生，包括
患有「杜興氏肌肉營養不良症」的楊樂天，他自9歲起
發病，需要長期坐輪椅，只有頸部、口及手可以活動，
文憑試中需要申請加時，所有科目獲加時75%。
身體障礙未有阻礙他的學習決心，最終他考獲最佳五

科18分，希望可入讀城大市場營銷課程。他分享指，緊
張時會看搞笑或科學類YouTube影片放鬆心情，也因此
萌生在數碼營銷方向發展的志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來自香港耀能協會賽
馬會田綺玲學校、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的應屆考生
林凱涵，12歲以前一直在內地居住，因身體情況一直未
能上學，直至13歲來港入讀賽馬會
田綺玲學校才第一次握筆寫字，短
短8年時間就完成小二至中六課程，
今年成功完成文憑試，取得六科14
分。希望繼續升學的他正考慮重
讀，待考好英文後，繼續以自己的
文筆追逐「文人」夢想。

8年完成16年課程 屢獲獎出詩集
凱涵需要靠輪椅代步，而且肌肉
無力，寫字速度較慢。加上其學業
起步點較遲，8年前來港後才初次正
式上學，面對全新生活，他坦言一
度想過放棄，「幸得祖母一席話令
我想通，決心繼續學業，8年間完成
小二至中六課程。」
疫情導致三年高中生活不時停

課、上網課，令學習進度受阻，但凱涵表示並未動搖他
應考的決心，溫習時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會立即上網翻
查資料或請教老師。他一直熱愛中國文學，喜歡寫詩，

不時獲獎，更曾在學校資助下出版
個人詩集《倍郁集》，因此他對今
次應考中國歷史非常有信心，最終
考獲4級。
今次他考獲六科14分，部分科目

成績有意外驚喜，但亦有失望的地
方。他擬重讀一年考好英文科，因
為大學很多課程都以英語授課，
要做好準備。他期望來
年考上大學，並
以自身故事和文
筆鼓勵其他人發
奮圖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今屆DSE考
生接近5萬人，但8所資助大學只提供約
1.25萬個聯招（JUPAS）學士學額，不少
人都要透過自資專上課程另謀出路，部分
考生於昨日放榜後隨即趕往報名。有成績較

預期差的考生前往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報讀自資副學位課程，希望兩年

後能成功銜接上資助大
學，繼續向當老師的
目標邁進。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樹仁大學、明愛專上學院及明愛
白英奇專業學校等多所自資院校，
今年收到的申請都有上升趨勢，較去
年增加一成至一成半不等。考生張同
學昨日前往港大附屬學院報讀文學相
關副學士課程，直言放榜成績與預期相距
甚遠，特別是中文科比平時差很多，希望
藉修讀副學位，兩年後成功銜接港大或中
大的文學院。

當老師做社工 志在貢獻社會
他說，自己一直有意當老師，因為教
學是一個有意義、對社會有貢獻及受人
尊敬的專業，雖然今次DSE失手，自己
對銜接大學當老師目標仍有信心。

考生Chole亦到港大附屬學院了解教育相
關副學位課程。她直言自己成績一向不太
好，未來是否繼續爭讀升取大學仍是未知
數，「因為我一向沒有考試的天分，考得
高分、進入好學校讀書亦並非是優秀的唯一
標準。」
考生李同學坦言，今次放榜成績不如人

意，「對於今（昨）早收到的成績，心情很失
落，但已經過去了，沒辦法。」由於成績
未能入讀學士課程，她選報了社會科學的
副學士，「未來想做社工，因為覺得能夠
幫助弱勢群體，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港大附屬學院署理校長盧兆興表示，截至

昨日下午2時，學院共有超過1.6萬人報讀，
較去年上升15%，以工商管理、護理學及社
會科學3個副學士課程最受歡迎。

仁大社工新傳受青睞
樹仁大學表示，截至昨日中午12時收到超過

8,000名合資格考生親身或網上報讀，較去年同
期增加近一成，最多人報讀的包括社工、新聞與
傳播、輔導及心理學系等。
明專及白英奇表示，至昨午4時30分共收到

2.6萬個報名申請，按年升幅11%，以護理及社
工相關課程較多人報讀，人工智能課程亦錄得顯
著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年共有18名來自沙咀、
壁屋及勵敬懲教所的青少年在囚者報考文憑試。18人共
報考106張試卷，其中83張獲二級或以上成績，佔總卷
數78.3%，其中8人達入讀本地大學的基本門檻。8人
中，一名21歲考生因涉及黑暴事件入獄，今年重考取得
最佳6科29分，創下在囚青少年考生的最佳成績。他希望
獲釋後可修讀中國研究學士學位課程，將來更想到大灣區
內地城巿大展拳腳。
阿明（化名）在入獄前是副學士一年級學生，由於參

與暴動，最終被判入懲教所。在家人及院所老師鼓勵下，
他決定再戰文憑試，希望考取更佳成績。阿明表示，懲教
所封閉的環境，令他能集中溫習，有時會日花八九小時學
習及操卷，今次中國語文及通識科分別有5**及5*，對此
他感到滿意。他坦言，自己小時候經常和家人回內地探
親，「本身對內地的印象非常好。被判刑進來時，受社會
風氣影響，朋輩等令我對國家有誤解。」現在的他留意到
內地科研、經濟發展迅速，故對研究萌生興趣，希望可在
大學修讀相關課程。由於他要年底才能出獄，故想積極爭
取表現，以獲提早釋放，在9月升大學。
另一考生小俊今年20歲，考獲6科18分。他昔

日也考過文憑試，成績是12分，今次有所進步。

參與過暴動案的他回想從前，「我覺得自己用錯方
法，不值得這樣做。」在懲教所令他變得成熟，也更
了解自己。他希望憑藉今次成績升讀電影相關課程。
沙咀懲教所監督陳文益表示，為協助在囚青少年持續

進修，懲教署早前邀請香港都會大學及八所教資會資助
大學代表出席課程資訊分享會，逾百名青少年在囚者參
與，以了解升學資訊。此外，懲教署在沙咀、壁屋及勵
敬懲教所設立名為LOD的在囚者電子學習平台，同學
可透過平板電腦及內聯網，瀏覽不同範疇及不同程度的
電子學習材料，方便他們自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工夫不
負有心人，來自紡織學會美國商會
胡漢輝中學的DSE考生梁欣儀，
在不足160呎劏房裏度過了中學6
年時光。她家境清貧，來港後逐
漸適應香港的語言環境、克服困
難；而在地盤日曬雨淋、從事體
力勞動的母親亦是欣儀成長路上
的學習楷模。「媽媽可以不怕苦在
工地工作，我擁有如此優質的學習環
境，更應該珍惜，發奮圖強。」昨日
放榜欣儀成功在DSE獲考獲最佳5科
30分佳績，她計劃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成為出色的中文老師，育
人育己。

克服廣東話與英語障礙
6年前，跟隨母親初到港入讀中一的欣儀曾感迷

惘，很怕讓母親失望，「我一直希望能成為母親的
驕傲，考入大學，改善家人生活」，為盡快學好
廣東話融入在港生活，她堅持每天用廣東話大聲
朗讀新聞，勤聽電台節目，主動增加應用機會；
面對英文成績落後，她拚命查字典，善用網上材
料，爭取機會參與不同英文活動，更曾在校際英

文朗誦比賽中勇奪亞軍，最終克服學
英語的障礙。
另外，特區政府推出的「與香港
同行」計劃更成為欣儀人生的轉
折點，她坦言，「自己作為一個
住劏房的孩子，竟然能成為環境
局前局長黃錦星的『工作影子』，
伴隨他工作一天，此是何等難能
可貴的人生經驗，這讓我明白到一
切均有可能！」經此計劃，欣儀更決
意用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未來的挑
戰，她也了解到香港今天的繁榮，憑
藉的是上一代香港人堅毅不屈的精
神，在困難的時期團結一心，奉獻血

汗建設社會。故她立志要成為出色的老師，望將
來能協助貧苦的孩子，找到方向，成就美好人
生，成為香港的新動力，為港作貢獻。
同校的鄔淑淇和林婉容亦是從基層家庭中走出

來決心用知識改變命運的孩子，二人都在今年
DSE中取得5科25分成績，淑淇早前已透過「學
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獲得香港大學理學院取
錄，婉容有望順利升讀大學。
她們均立志要發揮潛能為香港的科研發展作一

點貢獻，亦希望盡己所能，回饋社會。

◆梁欣儀（右）與師
長合影。

◆李同學

◆Chole
◀林凱涵（左）香港耀
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
校校長孫友民合照。

◆在囚考生高
興地展示成績
單，分享努力
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