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檢討報告首次具體提出要監察本地自資高等教育界別，要求8
大院校轄下的社區學院，應於3年內完全脫離所屬大學，以消除
大學可能誤用公帑補貼自資院校的疑慮。另外，因資助大學本身
有一定校譽，使掛上大學之名的社區學院具優勢，也對其他獨立
的自資院校不公。

須讓社區學院睹轉私大前景
阮博文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指，要求社區學院獨立，長

遠必然要讓其看到轉型為私大的前景。但目前，香港只有一《專
上學院條例》，相關體制根本不成熟。他認為，建議「一刀切」，
要學院除去所屬大學之名，已經「行錯方向」。

無大學本部補貼可否免「除名」
他表示，社區學院經多年發展，已能避免「Cross-subsidy」(即

由大學本部補貼資源)。以該校為例，不論校舍、運動設施、圖書
館等一律獨立擁有。本部與學院的財政也獨立處理，從未發生帳
目混亂問題。他質疑，「假如能提出證據，根本沒有Cross-
subsidy，是否就可逃過『除名』？」

疑報告不信任大學自我評審
阮博文稱，8大院校校譽經多年建立，社區學院一開始已為其

附屬，課程同樣經大學教務會審核，規格相同，享有校譽也理所
當然。因此，不應為追求公平，把現有運作機制推倒重來。他強
調，自資社區學院的可貴，在於能快速回應社會需要以開辦課
程。若獨立後，要劃一由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核，新課程由
輪候至評審過程往往逾1年，遠較現時長。
阮博文說：「報告是否不信任大學的自我評審呢？若為了公

平，要大家一齊『排條慢隊』；而不是考慮怎樣提高整體效率，
其實很無謂。」

歎專家小組對現況了解不足
香港政府正致力推動私大發展，理大CPCE也正與本部研究開

辦自資銜接課程，增加學生選擇。但阮博文慨歎，負責是次報告
的專家小組，未有成員來自自資專上界別，對現況了解不足。但
是，「半路殺出」多個建議，不少院校發展規劃焦點遭轉移，擔
心本地私大發展長遠可能受窒礙。
教育局現正就報告內容向高等教育界展開諮詢。代表CPCE等

14所院校的高等院校持續教育聯盟，日前便與教育局、教資會代
表會面，提出對報告建議的反響。阮博文指，現時聯盟各成員，
對報告意見並不全然一致。阮博文希望，當局仔細聽取各方意
見，集思廣益。

中大新世界建教學酒店開幕

科大北大師生交換計劃簽約

指教資會報告罔顧現況 或窒礙未來私大發展

阮博文：行錯方向
大學社區學院分家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歐陽子瑩)

公開大學及 生商
學書院早前分別獲
批土地興建新校
舍，及開辦自資全
日制學位課程。教
育局昨向立法會教
育事務委員會提交
文件，提出稍後將
要求財委會撥出共
6.25億元免息貸
款，以支付兩校建
新校舍費用，預計
2011/12財政年度
可開始發放。兩校新校舍落成後，未來可多提供
近4,000個自資專上學額。

公大校舍 總建築費6.34億
教育局文件顯示，公大計劃於何文田忠孝街興

建一座樓高11層的教學及行政大樓，開辦6個學
士學位課程及1個高級文憑課程，容納最多約
2,400名學生，估計總建築費用為6.34億元。費用
半數由該校承擔，其餘則會向政府申請貸款。新
校舍將於2011年第3季動工，2013/14學年落成。

商校舍 總建築費約3.08億
至於 商則計劃於小瀝源一幅土地興建最多可

容納1,500名學生的新校舍，以營運提供自資學位
的 生管理學院。新校舍提供特設教學設施如交
易所、模擬銀行等，總建築費用約為3.08億元；
連同現有校舍，將開辦2個副學位課程和4個學士
學位課程。
教育局認為，兩校新校舍可增加本地自資學位

學額，合乎政府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的政策；建議
立法會財委會向公大撥出3.17億元貸款，以及向
商撥出3.08億元。貸款暫定於2011/12財政年度

開始分3年發放，公大及 商首年可分別獲發
6,470萬元及1.93億元。
此外，教育局文件又建議，財委會撥款3.64億

元予科技大學，以供該校於清水灣校園內興建高
8層、樓面面積約10,000平方米的新科研與教學大
樓，以解決空間和研究設施不足問題。項目今年
第3季展開工程，並於2013年第3季完工。

回想小時候天不怕地
不怕，可最怕一樣事
情，一想起，就教我寢
食難安，那就是：默

書。當時的中英文默書，每星期一次。令我最害怕
的，是每次派發默書成績單的時候。因為我心知，儘
管已花上比別人多的時間溫習，成績準不及格，令人
懊惱極了。默書成績欠佳，意味 我的生字庫非常有
限。影響所及，各科成績也好不到哪裡去。

人腦24小時內洗去短期記憶
小時候以為，默書差，是因為對語言學習沒有興

趣。直至接觸記憶學之後，才明白問題不在興趣，而
是每星期兩次的默書敗績，讓我沮喪極了，喪失學習
動力！誰沒有英文默書的經驗？一大堆外星文字般的
生字擺在眼前，字母之間沒有聯繫，更莫說甚麼故事
脈絡；每次溫習，只是勉強自己把「外星文」生吞活
剝。後來我才知道，這樣強記回來的資料，只會儲存
於大腦放置短期記憶的空間。而人腦是很奇妙的，它
懂得判斷短期記憶爆滿對大腦功能造成沉重負擔。於
是，哪管你牢記得如何費力、如何不情願也好，24小
時內，就會自動把短期記憶洗去！難怪我的默書成績
總是差強人意，因為溫習了半天、睡上一個覺，生字
都忘得七七八八了。

廢背誦打擊新一代語文修養
現在的教育方法，越來越重視活動教學，默書被冠

上「死背強記」的標籤，背默課文更幾不復再了。然
而，許多人不明白的是，默書，是學習語文的根本！
活動教學旨在學習靈活運用知識，以提升學生思考、
解難和自學的能力。可是，如果沒有知識的吸收，又
何來靈活運用呢？就像學習任何語文，先要建立生字
庫；學習文法，重點在掌握句式；有甚麼比背誦更有
效讓學生牢記生字和語法？記得去年跟媽媽去看電影
《花木蘭》時，她隨便就「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
地唸起來，問起，原來已是50年前背的詩！所以上一
代常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是
真的道理。可是我們現在的學生，莫說背誦，上中文
課，連範文都不必讀了，這實在是對新一代語文修養
的打擊。
常說，知識重理解，不重背誦。對得不得了！可是

啊，理解需要時間，如果不先把需要理解的知識牢記
下來，如何爭取空間慢慢消化呢？這點，醫生最明
白。誰不知道醫術的高明決定於對病理的了解？可
是，哪個醫生開始學醫時，不是先牢記又長又艱澀的
醫學名詞和複雜的身體構造及位置？讀中醫的，各方
草藥名稱和人體經脈要絡，不是一樣需要背記嗎？

死記是背誦之弊
所以，完全否定默書或背誦對學習的作用，是矯枉

過正的。問題不在於背誦這種學習模式，而是我們沒
有好好利用背誦學習，只知一味死記，用短期記憶把
大腦塞死，讓人呆呆蠢蠢的，那才是背誦之弊。
難道沒有方法改變這種陋習嗎？當然有！下次再

談。 (小題為編者所加)

資料提供：香港記憶學總會總幹事林建東

教局申撥6.25億
助公大恒商建校舍

小孩不怕（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教資會去年底公布

《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檢討報告，當中針對資助

院校附屬的自負盈虧社區學院，提出要於3年內完全

獨立，在高等教育界引發廣泛爭議。全港規模最大、

總學生人數近8,000人的社區學院─理工大學專業

及持續教育學院(CPCE)院長阮博文直言，現時香港

關於私立大學的法例尚未完善。而報告「一刀切」，

要求社區學院脫離所屬大學，是「行錯方向」。他提

出5點反駁，質疑報告罔顧現況，為求公平，卻要全

體自資院校一同降低課程評審效率，做法「無謂」，

更可能窒礙未來私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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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德正）為配合2012年實施的大學4年制，中文
大學與新世界集團合作，斥資15億元建造教學酒店，作為中大酒店及旅
遊管理學院的教學、實習基地。中大昨日舉行酒店開幕禮暨教學大樓命
名典禮。中大表示，教學酒店有利課程更貼近業界發展，也能提供更多
實習機會，助學生更深入了解酒店管理運作，融會理論和實踐。

曾俊華：助提升旅遊業聲譽
出席昨日典禮的嘉賓包括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新世界集團主席鄭裕

彤、新世界發展董事總經理鄭家純、中大校董會主席鄭海泉、中大校
長沈祖堯等。教學酒店分為酒店設施和教學設施兩部分，由新世界集
團和教資會分別撥出13億和2億興建，包括香港沙田凱悅酒店和名為
「鄭裕彤樓」的教學大樓。前者早於09年初試業；後者已於去年啟
用，讓中大3年制學生能享用部分設施。鄭家純表示，教學酒店可讓
學生親身參與營運管理，更具體地結合理論與實務，讓教學更有啟發
性。曾俊華指，教學酒店有利香港旅遊款待業相關研究，並促進服務
和產品創新，提升香港旅遊業聲譽。

酒店行政人員不定期授課
「鄭裕彤樓」高15層，設有教室、大講堂、研討室、示範廚房、品

酒實驗室、由學生管理的餐廳等。1至7樓屬中大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院，而8至15樓則為中大工商管理學院所用。中大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院院長李金漢表示，酒店由新世界集團經營管理，中大的責任主要於
教學和研究工作。為讓學生更了解業界發展和運作，酒店行政人員會
以客席講者身份，不定期到教學大樓授課。
李金漢續指，學生日常主要於教學大樓學習，包括理論、餐飲知識

等，並可到酒店觀察其實際營運過程。而在大學4年制課程下，學生
每學期均可參與管理教學大樓內的餐廳，作為實踐理論的實驗室。他
表示，過去學院也有為學生安排到業界不同的酒店實習，但教學酒店
則更有利學生融會貫通。他說：「到其他酒店實習，由於時間太短，
往往只能學得一鱗半爪。相反，學生於教學酒店練多久也可以，練到
既專亦通，甚至如數家珍般熟悉業界營運模式。」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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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高教檢討系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婷) 高等教育
檢討報告中，「社區學院3年獨立」的
建議雖備受質疑，但阮博文指，其餘
關於統一質素保證機構、設立協調自
資院校的組織等意見，都獲業界普遍
認同。他表示，本校(CPCE)尤其歡迎
開放研究基金予自資院校申請的建
議，之前已曾在校內進行意見調查，
絕大部分教員都有興趣及能力進行科
研工作。但因缺乏經費支持，只能盡
量撥出小量研究基金；未來可望一展
所長。
阮博文指，為滿足教員對進行科研

的「渴望」，本校每年都會撥出研究基
金予教員申請。但經費有限，只能支
持一些中小型研究項目，通常是社會
科學、人文學等方面。據粗略估計，
每年約有40多位教員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科技大學及北京大
學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科，日前就師生交換計劃簽約。
兩校由本學年開始，初步預計每學期交換本科生和研究
生各兩位，以促進學術交流和研究合作。

史維：冀建立長遠夥伴關係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是科大首個正式簽署研究生交換

計劃的學院。該校首席副校長史維表示，很高興與北大
持續加強合作。北大為內地首屈一指的文科大學，也是
全球主要研究型大學之一。他期望與北大建立長遠的策

略夥伴關係，並與跟兩校同樣有緊密合作的美國維珍尼
亞大學，建立穩固的三邊關係。
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中清稱，學院希望，未

來能為香港學生創造到美國和內地頂尖的大學攻讀雙學
位課程的機會，相信這三邊關係會為三地的人文及社會
科學領域的教育和研究，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透過研究生交換計劃，北大也希望擴展研究生聯合培

訓活動，並通過優勢互補，與科大合作頒發雙學位或聯
合學位。兩校今年夏季將另有一系列合作項目，分別於
兩校校園內開展。

CPCE歡迎開放研究基金

■位於鄭裕彤樓3樓的餐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中大的教學酒店，昨日舉行酒店開幕禮暨教學大樓命名典禮。（左起）圖為主禮嘉賓沈祖
堯、鄭家純、曾俊華、鄭裕彤和鄭海泉。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學生於鄭
裕彤樓內的
廚房示範煮
食和品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教育局建議向公開大學撥
出3.17億元貸款，助其興建
新校舍。 資料圖片

■阮博文直
言，現時香
港關於私立
大學法例尚
未完善，報
告「一刀切」
要求社區學
院脫離所屬
大學，屬方
向錯誤。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史維(右)
與 北 大 常
務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林 建 華 代
表 兩 校 簽
署協議。

科大提供
圖片

本 內容：文匯教育 中國新聞 神州大地 電視表 股市行情表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