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南大學及華僑大學是最
多港生升讀的兩間內地大
學，其主要原因是：內地一
般頂級大學如北京大學、清

華大學和浙江大學等都是直屬教育部，但暨南大學和華
僑大學卻直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從辦學單位就知道該
兩校的辦學目標是面向海外和港澳台等地。

過去幾十年，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為港澳和東南亞培養
了數以萬計的人才，港澳兩地各有數以萬計的校友。澳門
的公務員隊伍裡，就有不少高官畢業自暨南大學和華僑
大學，東南亞不少政商名流亦是畢業於兩校。

由於面向海外，教育部亦賦予兩校很大的招生自主

權，批准兩校自設其他招生途徑招收港澳台和華僑學
生，港生除可通過港澳台聯合招生考試報考外，還可以
通過兩校自設的聯合招生考試及免試(面試)兩個途徑報讀
兩校。

兩校聯合招生試簡介
先談暨南大學、華僑大學聯合招生考試，本考試要求

考生具中六或以上或同等學歷；網上報名時間是2月25日
到3月25日，確認及交費日期為3月15至25日；考試時間
是5月15及16日；放榜時間則為6月10日。招生考試實施
網上報名方式，學生可自行在網上填報個人資料，再到
各報名點交費及確認。報名點為香港中國旅行社12個分

社、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和學友社等，報名費為580元。
兩校設有港澳台預科班，去屆的中五會考畢業生或應

屆新高中中五學生雖不能直接報考暨大或華大的本科，
但可通過上述考試報考兩校的預科班。考試科目方面，
考試採取「3+X」模式，3是指必考科目，即中、英、
數，X是考生按報考專業的要求，從歷史、地理、物
理、化學、生物中任選一門到兩門學科進行考試，每科
總分150分。一般的專業只要求考生考4科(即中、英、數
加其他一科)，醫科及藥科專業則要求考生考中、英、
數、生物和化學5科。

2010年暨大、華大兩校聯招錄取線(以4科計算)為暨大
350分、華大325分，暨大要求考生英文科成績不低於70
分。暨大還設有全英語授課的國際學院，提供國際經濟
與貿易、會計學、金融學、臨床醫學、藥學和食品質量
與安全等專業，錄取分數為380分，該學院對考生的英語

水平有較高要求，考生英語成績須達90分。

可同時報考港澳台聯招試
暨大、華大兩校聯招試比港澳台聯招試更受港生歡

迎，原因是考試只要求考生考4科，較容易應付，所以每
年報考兩校聯招試的港生和報考港澳台聯招試的數量差
不多。筆者建議有志到內地升學的港生同時報考上述兩
個考試，增加獲錄取的機會。

暨大、華大聯招試的考試大綱和往年試題在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有售，其考試大綱與港澳台聯招試近似。為協
助考生應付考試，暨大華文學院出版了一套應試輔導材
料，含大量習題並附有答案，對考生很有參考價值，但
香港並無出售，須向暨大華文學院訂購。

■羅永祥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負笈德法年增10％ 有機會親訪梵高故居

法校以獎學金吸港生
發展西九需藝才

統一派位周六選校
教局嚴打虛報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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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詩焯(中)自小對藝術有濃厚興趣，但坦言在香港
苦無出路，最後憑㠥對藝術的熱誠，中五時被巴黎高
等文化藝術學院(IESA)破格取錄。旁為該校校
長 Schmitt(右)。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攝

紅會殘障學生 「行天橋」騷自信

暨大華僑面向僑生 自設聯招試收生

畫功差誠意夠
港女破格入法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教育局提醒家長，
凡已參加2011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而未獲得自行
分配學位的兒童，均可參加統一派位，並須於本星
期六或日即本月22或23日選校。教育局強調，已設
有查核機制，確認申請兒童是否屬於所填報的校
網，並已加強有關的抽查工作，市民可利用學位分
配組的熱線電話28327700舉報可疑個案，當局必定
對虛報住址的個案採取適當行動。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教育局學位分配組已發信給
各有關家長，請他們在上述日子前往其住址所屬小
一學校網的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擇學校手續。家長
必須在上述兩天內，把填妥的表格交回同一個統一
派位中心，若家長仍未接獲教育局的通知書，便須
盡快致電28327700查詢。

結果將於6月公布
如家長最近曾遷居或快將搬遷，必須盡快通知教

育局，以便家長可按他們的新住址填選住址所屬學
校網內的學校選擇。發言人指，若家長被發現提供
虛假住址以獲取學位，其子女的小一入學申請將會
作廢，獲派的學位亦會被取消，而統一派位的結果
暫定於6月4日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世界之大，香港學生的升學地點

不一定只有英美澳紐加，其實德、法等非英語系的先進歐洲國

家，近年亦成為港生的另類選擇。數據顯示，去年到德、法升學

分別有300及400名港生，每年約有10%增幅。有法國教育代表估

計，隨㠥香港發展西九文化區，選擇到當地修讀藝術的學生將會

倍增。一所法國藝術院校就為了吸引港生，於今年首次向港澳學

生提供獎學金，學生有機會親到著名畫家梵高故居參觀，感受當

地濃厚的藝術文化氣息。

去年約有400名港生選擇到法國升
學，主要修讀學士及碩士課程。

雖然法國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不
過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教育主
任何子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時表示，每年選擇到法國修讀藝術的
港生僅有10多人，報讀情況遠不及商
科、建築、政治等學科，「很多港生
擔心以法文上藝術課有困難，但事實
上很多藝術課程均以英語授課；加上
本港發展西九文化區，預計未來藝術
人才的需求會大增，選擇到法國修讀
藝術課程的學生亦會倍增」。

學費比英美平 求職更吃香
雖然在法國官方機構工作，但今年

25歲的何子雋其實是土生土長的「香
港仔」：他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修
畢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學士課程(法文)，
09年選擇到法國斯特拉斯堡政治學院
(IEP Strasbourg)升讀歐洲政治碩士課
程。他指法國一些公立學校，學位課
程一年才1,000港元，遠較英美等主流
國家動輒十多萬學費便宜一大截。至
於法國的商科私立名校，一年學費亦
不過4至6萬港元。

身為「過來人」，他坦言，雖然在大
學已修讀2年法文，但初到法國時仍須
克服語言障礙，「頭2個月全以法文上
課真的非常吃力，到哪個課室轉堂都
聽不懂，後來主動與法國同學多溝
通，每日亦會花1至2小時閱報，第3個
月已經問題不大」。他又指，回港後求
職時發現，由於法文屬冷門語言，懂
法文的求職者相對「吃香」。

校長：誠意較經驗重要
據了解，近年不少法國院校積極招

攬港生，吸納人才。現時取錄3名港生
的巴黎高等文化藝術學院(IESA)今年首
次為18至30歲的港澳青少年提供獎學
金。該校校長 Schmitt表示，
將會提供2個學額，每名獲選學生可獲
得2,350歐元(約2.4萬港元)獎學金，學生
在6月至7月期間參加院校提供的法語
課程，更可到訪當地博物館及畫廊，
如歌劇院、羅浮宮博物館等，「學生
有一些時間會在課堂以外學習，親自
感受法國的文化特色，如到著名畫家
梵高的故居參觀，這些均是課本上不
能學到的」。

她又指，參與的學生需呈交計劃
書，表達個人的藝術發展規劃，「院
校希望吸納一些真正對藝術有興趣的
學生，誠意較經驗重要」。

轉英語授課吸引外地生
另外，不少港生亦選擇到德國留

學。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主管布詩雅
表示，去年約有300名港生選擇到德國
升學，其中工程、理科、藝術及語言
屬熱門科。

她指出，近年不少德國院校均希望
吸納一些國外的研究人才，故愈來愈
多課程會以英語授課；加上德國09年
推出工作假期計劃，吸引更多青少年
到德國修讀德文課程，學習第四種語
言。據悉，當地大學按不同省份有不
同收費，由學費全免到1萬多港元不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子瑩）「天橋」不一
定是專業模特兒天下，香港紅十字會3名身體殘
障的學生，將打破傳統勇闖「天橋」，演繹由香
港著名設計師施熙瑜設計的「一衣多穿」多功
能潮服，各人更會在台上互相協作變身，展示
時裝之餘同時表現出朋友間的合作精神及傷健
人士的能力。

化身為模特兒的3名香港紅十字會傷健學生包
括就讀中五的楊小芳、蘇小㠒及小六生李子
淳，各人均為身體殘障。在明日舉行的「香港
國際時尚薈萃」上，他們將一嘗「行天橋」的
滋味。

笑言學貓步難過游泳
自幼失去雙手的楊小芳，本身是運動健將，

曾參加三項鐵人比賽，她笑言，「行catwalk看
起來很簡單，但原來很難，由於要扭動身體，
真係游水都無咁痛」。但她對於獲得是次機會表
示十分開心，將盡力而為。李子淳則笑說：

「由細到大都很想做model！」今次終於一償心
願。

受先天缺憾所限，3名模特兒走直線也有困
難，但設計師施熙瑜認為各人表現很好，甚至

比專業模特兒更具專業精神，「她們很有耐性
去學習、很專注，這是專業模特兒也未必有
的。其實只要給予足夠的信心支援，她們也可
以很有自信」。

啟發藝術潛能 助融入社會
除了3人會擔當模特兒外，香港紅十字會另外

5名學生亦會參與時裝展的化妝、協助模特兒換
衫及接待等工作。該會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高
級執行經理(教育)尹慧玲表示，參與時裝表演是
該會舉辦的「創意無限13點」活動之一，其餘
一系列活動將於3月開始，包括3個分別由《13
點》作者李惠珍、設計師施熙瑜及編劇家主持
的講座，讓參與的約400名學生了解時裝設計的
元素及技巧。此外，學生亦需發揮創意為《13
點》編故事及設計時裝，有關活動將記入他們
的「其他學習經歷」中。

尹慧玲說，身體殘障的學生要找工作甚困
難，因此藝術發展對他們十分重要，「他們雖
然行動不便，但思考上完全沒有問題，可以利
用電腦從事設計工作，透過實踐及學習有關知
識，畢業後找工作也更容易」。她期望學生透過
時裝增加信心，有助他們日後融入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到法國修讀藝術相信
是不少藝術愛好者的夢想，但外語的障礙及就業前景
不明或會使人卻步，不過港生何詩焯(Alice)卻「無有
怕」。她自小對藝術有濃厚興趣，因欠缺繪畫天分，在
香港苦無出路，但憑㠥對藝術的一份熱誠，中五時被
巴黎高等文化藝術學院(IESA)破格取錄，現已畢業一
年，正在邊打臨時工，邊尋覓心儀的正職，「雖然找
工作不是一帆風順，但仍會堅持心中的理想」。

畢業於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的Alice自小已對藝術
有興趣，她表示，小學時喜歡參觀藝術展覽，初中已
經會自己購票聽古典音樂會。雖然對藝術有濃厚興
趣，但Alice坦言在香港一直未能找到合適相關課程，

「小時候曾學國畫，但老師認為我無技巧、畫得差，其
後中五時曾查閱本地專上院校，但大多要求有技術根
底，當時苦無出路，幸好最後獲一所法國藝術院校取
錄」。

今年22歲的Alice憶述當時雖只有中五，未達院校中
七的最低收生要求，但校長當時被她熱誠感動，最終
破格取錄她入讀該校的文化事業管理學士課程，並成
為該校首名港生，「雖然中三時曾到法國交流一年，
但藝術課程包含很多特定字詞，字典都查不到，幸獲
得同學協助，最終亦能解決外語問題」。

嘆港難尋藝術工作
去年初回港的Alice表示，希望從事一些商業味不太

濃厚的工作，但回港後一直未能找到。她曾經到畫廊
求職，但面試後發現不是心中理想工作，「一早知藝
術難找工作，數月前曾退而求其次，選擇到法國化妝
品公司擔任市場學工作，但公司又擔心我藝術出身，
不會長做；故現時為一所專以諷刺漫畫宣揚和平訊息
的非牟利機構做臨時工作，雖然生活費上需要家人幫
忙，但至少是自己喜愛的工作」。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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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詩雅(中)
指 去 年 約 有
300名港生選
擇 到 德 國 升
學，升幅約一
成 ， 其 中 工
程、理科、藝
術及語言屬熱
門科目。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馮淑環攝

■何詩焯(左一)在港完成中五後，選擇到法國修讀藝術學士課程，其間有機會到當地畫廊實
習。 受訪者提供

■何子雋(左二)坦言初到法國語言溝通上難免
遇到困難，後來與法國朋友多接觸，3個月後
已經可以適應。 受訪者提供

■何子雋表示到法國讀書，除了有機會學習
法語，亦可感受當地文化。 受訪者提供

■香港紅十字會3名身體殘障學生將化身模特兒。圖為蘇小㠒(右一)、楊
小芳(右二)及李子淳(左一)，於大型時裝表演中演繹設計師施熙瑜(左二)
的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