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生修讀年期 城大商學院豁免

撥數萬推電子學習 校長：㝠動費也不夠

幼園免費中學小班 孫公：不能一蹴推行

趁未有正式通告搶先送禮 校方盼當局指示如何處理

教局狠批不恰當
書商偷步送教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香港浸會大
學昨日宣布委任蘇國生
(見圖)為教務長，由今
年7月15日起生效。蘇
國生現為教育學院教務
長，他將為浸大負責制
訂課程推廣及招生計劃
和策略。

浸大校長陳新滋對蘇國生獲委任感到高興，認為
對方的經驗和在高教界的人脈網絡，有助浸大制訂
未來的學術發展和招生策略，並迎接在2012年推行
新4年制課程的挑戰。

曾任職訓局理大教院系主任
蘇國生為電機工程專家，在英國曼徹斯特科技大

學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在香港大學取得教育碩
士（高等教育）學位。他曾任職職業訓練局和香港
理工大學，95年加入香港教育學院，先後擔任系主
任、課程主任和副院長，04年成為教務長。

蘇國生活躍於本港高教界，現時為考評局公開考
試水平委員會主席和公開考試委員會成員、聯校素
質檢討委員會董事局副主席等。他亦曾任大學聯合
招生辦法管理委員會主席和運作委員會主席。

蘇國生7月任浸大教務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表揚11位參加「嶺
南大學綠色校園計劃2010-11綠色大使計劃」的同學
於學年內積極參與計劃的各項活動，嶺大昨特地舉
行「綠色大使嘉許禮」。各綠色大使將於下月參加新
加坡環保生態考察團，了解當地的廢物回收及保育
措施。

「綠色大使計劃」是「綠色校園計劃2010-11」的
其中一個重點項目，旨在校園裡培育一群具有環保
意識的年輕人，幫助推動綠色生活。嶺大學生輔導
長李雄溪致辭時表示，校方鼓勵同學在校園內實踐
綠色生活，而新建的學生宿舍將附有環保及節約能
源的設施，希望同學好好利用。儀式後，綠色力量
行政總幹事文志森以「香港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
為題，主講公開講座。

嶺南嘉許綠色大使
下月赴星考察保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婷、馮淑

環) 書商與教育局近日就教科書、教

材分拆定價事件公開決裂後，今日

將首次重返談判桌。教育局昨晚率

先再次「出招」，向學校發通告，規

定由即日起學校不可接受書商捐贈

及 免 費 教 材 ， 違 者 當 局 會 「 跟

進」；另今年教育局提供的「適用

書目表」會標明不肯分拆的出版

商，提醒學校慎重考慮是否選用。

不過學界透露，不少書商近日趁當

局發通告前的「真空期」，向學校大

送教材，校方大感為難，希望當局

可指示該如何處理；教育局炮轟書

商做法不恰當，會予以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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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人看書、愛
書、藏書。書跟古
人生活關係密切，
讀書考科舉是提升
生活質素的唯一途
徑。無論是求仕或

尋樂都與書形影不離。古往今來，跟書相關的成語
多的是，如「書通二酉」用來讚美別人學識淵博；

「書囊無底」指的是古今書籍繁多；「書畫卯酉」比
喻上班下班。

西方人對書情有獨鍾
不單中文的方塊字「書」，英文的拼音字book跟西

人本身生活同樣大有關係。跟book相關的片語也很
多，反映西方人對書情有獨鍾，例如to be an open
book，意指一目了然的事：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will be an open book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你的個
人資料在申請表上一目了然）。相反如to be a closed
book，則意指無法明瞭的事：Physics is a closed book
to me.（我對物理一竅不通）。

同學或許發現，英文片語的book，實際用法跟書
關係不大，只不過是一詞多用。最明顯的例子如in
my book，意指我的意見：She's never lied to me, and
in my book that counts for a lot.（她永不欺騙我，我
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宋真宗勉勵讀書人說：「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
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財富賢妻皆可從讀書當官而得，二者皆是讀書人最
渴望得到的東西，這從唐人傳奇、清人小說當可發
現端倪。英文則有to hit the books，意指努力讀書：I
should go home and hit the books. I have finals next
week.（下星期終期測驗，我應回家努力讀書）。

為與作者剎那心靈共鳴
讀書人讀書到底是為求學問還是求仕途的多？不

知道。其實為的可能只是與作者剎那的心靈共鳴，
為的可能只是與那半紙風月瞬間的心靈契合。同學
在求學的過程中，當發掘讀書的真趣，讀書必事半
功倍，否則惹來老師父母throw the book at yourself，
即責罵與批評，便不好了。

英國人喜愛看書，倫敦羅素廣場附近的小街巷隨
處可見古雅的老書店；日本人對閱讀有一定的偏
執，東京池袋街頭的書店比台北每一間的誠品都
大，都整齊，整齊得過分。無論是人或書，都比圖
書館的嚴肅、拘束。英國人坐車時總愛看袋裝書，
貪其方便易帶；日本人對藏書有一定的講究，東京
新宿雄松堂是知名的古藏書店，同學下次去新宿，
除了夾公仔還可去觀摩觀摩呢。
Glossary:

to be an open book—意指一目了然的事
to be a closed book—意指無法明瞭的事
in my book—我的意見
to hit the books—努力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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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Book有益

書商日前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指，教育局曾暗示容許書商
「假分拆」，即將教材分開定價，但教科書不用減價，當局否認指
控，雙方關係緊張。不過會後雙方均指會開放討論大門，今日中午
再就分拆事宜開會。

「書目表」標明拒分拆書商
談判尚未展開，教育局昨晚突然向全港中、小學校及幼稚園發通

告，指新學年所有課本須分拆定價，當局會在「適用書目表」上臚
列教科書價格，如出版社能在其網頁上提供相關學材及教材價格資
料，網頁上會加上超連結；至於未能提供者，則會在旁註明「出版
社沒有提供與課本相連教材及學習材料價格資料」，當局提醒學校
需慎重考慮是否選用這類教材，以免加重學校及家長負擔。香港教
育出版商會和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對此未有回應。

教材「自動」送到 學校為難
當局又規定，即日起學校不可接受及不應向出版社索取教材及學

材，學校不可接受書商任何捐贈或贊助，違者當局會跟進。中華傳
道會劉永生中學校長鄭德富透露，校內不少科主任已收到不同書商
送來的免費教材套。他指教育局早前雖已口頭禁止書商送贈教材予
學校，但一直未正式發出通告，令書商有機會在通告發出前的真空
期送贈教材。當局的通告亦未見說明，若有教材「自動」送到，校
方該如何處理。

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張勇邦表示，今年仍有書商將教材「一車車」
送抵學校，他希望當局與個別學校商討教材的處理方法。教育局發
言人表示，出版商在當局向學校發出通函前贈送教材的做法並不恰
當。張勇邦又透露，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昨主動致電，指當局欲就
資助學校購買教材的「撥款機制」聽取不同議會及學界的意見。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廖亞全則期望與當局就是否增加撥款購買教材
進行討論。不過，廖強調書商一直未提供教材分拆後的定價，令學
界無法估算是否有足夠資源購買教材。

兩大出版商會會員麥嘉隆指，商會今日會繼續爭取分階段分拆方
案，新學年只為新書教材進行分拆。他又指今次當局發出通告的對
象不包括國際學校、英基協會屬下學校，他對此感到疑惑，因本港
不少國際學校均有使用適用書目表上的本地教科書，「是不是代表
國際學校就可繼續收免費教材？家長可接受不減價？」教育局發言
人指，國際學校並非使用本地課程，部分學校可能因個別需要選用
本地課程教科書，故通告未有函蓋有關學校。

教育局下月初將聯同消委會及廉署，就分拆政策下選用課本及學
材舉辦研討會，讓學界對新政策有更充分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教育局一直希望透
過引入更多電子教材，以減低學界對傳統教科書的
依賴，試圖令教科書有更大的減價空間。為此當局
於去年9月向全港所有中、小學分別撥出3萬至8萬
元的電子學習資源經費，積極推動學校啟動電子學
習或購買軟件之用，計劃以3年為限、分兩次撥
款。不過，學界對計劃表現冷淡，部分學校對撥款
分毫未動，亦有校長認為區區數萬元資金，連付啟
動費亦未夠，即使當局引入電子教材競爭者，學校
亦不見得有足夠資金購買電子教學資源。

1年慧科戶口 已要3萬元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校長劉志遠表

示，對一所中學而言，數萬元資助「一下子就用
晒」，要用來支持3年的電子學習根本「無可能」，

「以本校為例，為全校師生購買1年的慧科新聞
(Wisenews）戶口就需要3萬元，這還不是最理想的
package，部分新聞可能還是無法隨意瀏覽。」他

認為，即使當局現時引入電子學習材料的供應
者，亦非每所學校有能力購買及使用，因為學校
的配套未夠齊全。

鮮魚行3萬批款分毫未用
鮮魚行學校在計劃中獲撥款3.3萬元，現已獲批

第一期款項、即約1.7萬元。校長梁紀昌直言，該
筆款項至今分毫未用，原因是部分教師之間未達
共識，部分認為應全面引入電子白板，部分則認
為應先購買電子學習平台軟件，由於當局所批款
項只有3萬多元，難以兩者兼顧。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長鄭德富則指，數萬
元起動經費只是杯水車薪，不足以應付學生實際
的電子學習需要。津貼小學議會主席、聖公會聖
雅各小學校長張勇邦補充指，教科書商投入大量
資源研發教科書、教材，質量受學校及教師廣泛
認同，當局提供的網上教材、電子學習資源暫時
無法取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子瑩) 末代高
考生若未能在2012年「一擊即中」升大
學，將來重新銜接本科時本來需要跟隨大
學改制，即修讀4年本科課程，但城市大
學商學院昨日公布，持有高考、IB資格或
副學位畢業生，在2012年後，有機會獲豁
免1年至2年的修讀年期，銜接四年學制下
的二年級或三年級。

修讀96分可完成4年制課程
城大商學院副院長（本科）俞肇熊昨日

表示，持有高考、國際文憑（IB）、英國高
級程度證書（GCEAL）或同等資格的學
生，在新學年可以修讀不少於96個學分，
完成類似4年制的課程架構，包括12個學分
的通識教育及最多21個學分的語文課程。
俞肇熊稱，新安排旨在加強舊制學生的語
文基礎及擴闊其視野。

城大商學院於新學年預留了286個高年級
的銜接學額，俞肇熊表示，相信在2012年
後，仍會有少量持高考、IB或GCEAL成績
的學生希望報讀，學院會為他們安排「中
途站」上車，按成績豁免修讀年期，以

「4減1」的模式銜接4年制課程的二年級。
至於曾修讀商業課程副學位或高級文

憑、整體GPA最少達3分的學生則可申請
「4減2」，直接入讀主修課程三年級。俞表

示，商學院已經與不同大專院校如城大專
上學院、港大附屬學院及理大專上學院成
立銜接機制，至於其他副學位及高級文憑
畢業生，亦可申請「4減1」，商學院會按個
別情況考慮申請。

就2012年有新舊制兩批學生入學，院長
魏國基表示，初步構思會在明年5月開始
為文憑試學生面試，整個商學院大約會面
見1萬名學生，學院目前正積極招聘人
手，預計今年需要再增加10名教學人員。
他又稱，學院去年的畢業生，就業率達
100%，平均月薪11,700元，部分學科如會
計、資訊管理等，薪酬較高，最高薪者年
薪約40至5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立
法會議員要求特區政府在新年度推行
15年免費教育，及中學全面實行小班
教育等，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表示，全
面免費的幼稚園教育所牽涉的並非純
粹是資源或技術上安排，而是免費幼
稚園教育所帶來的一連串的改變，又
指小班教學涉及長遠性結構上的轉
變，在調適教學模式及中學教育經費
的投放方面有㠥深遠的影響，故不能
一蹴而就地推行。

把握中一生下降契機適切調整
孫明揚昨日在立法會上回應有關推行

15年免費教育、小班教學等建議時表
示，全面免費的幼稚園教育所牽涉的並
非純粹是資源或技術上安排，而是免費
幼稚園教育所帶來的一連串的改變，包
括如何保持幼稚園教育的多元發展及靈
活性、家長的選擇、如何規管幼稚園的
教學質素等，故當局將會盡快考慮這些
深遠的影響及研究解決方案。

針對小班教學，孫明揚形容，「小
班教學是一種教學策略，但不能一蹴
而就地推行」，又指建議涉及長遠性結
構上的轉變，在調適教學模式及中學
教育經費的投放方面有㠥深遠的影
響，而事實上，不是單純實施某一項
措施就可以解決有關問題，「我們會
把握實施新高中學制及中一學生人數
下降的契機，諮詢相關持分者同時考
慮適切方法，以便能進一步提升中學
在學與教方面的成效」。

他強調，回歸以來，香港無論經濟
順逆，政府投放在教育的資源一直有
增無減，又引述過去10年推出的例如
新高中學制等多項重要教育措施，指
每個重點教育政策的成效，多不會立
竿見影，而須經歷摸索、適應與實
踐，效果才會逐漸展現︰「這些都是
持續推行和影響深遠的政策和措施。
它們並非急就章，而是經過詳細研
究、審慎規劃、多番討論、認真落實
及密切檢視的計劃。」

■麥嘉隆對教育局通告對象不包
括國際學校、英基協會屬下學校
表示質疑，直指本港不少國際學
校均有使用適用書目表上的本地
課程教科書。 資料圖片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校長劉志遠表示，對一所中學而
言，數萬元資助「一下子就用
晒」，要用來支持3年的電子學習
根本「無可能」。 資料圖片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長鄭
德富指，數萬元起動經費只是杯
水車薪，不足以應付學生實際的
電子學習需要。

資料圖片

■教育局昨向學校發通告，表示即日起學校不可接受書商捐贈及免費教材，違者當局會
跟進。 資料圖片

■張勇邦相信，教育局將於月內與
一眾中、小學議會代表正式會面，
就為學校購買教材而設的「撥款機
制」進行商討。 資料圖片

■城大商學
院院長魏國
基及副院長
(本科)俞肇
熊，昨日公
布2012年取
錄新舊制學
生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子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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