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大商科3尖子 獲獎學金赴美進修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日前舉行10周年校慶典
禮，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主禮，出席嘉賓
逾100人。該校舉行一連兩天的10周年校慶開放
日，各科組將展示學生學習成果，包括不同學會的
作品及動畫示範，及首播由學生親自製作的3D動畫
《動畫少林寺》。該校3D動畫製作曾多次揚威海外，
其中5名中四及中五生，便在本月初「克羅地亞瓦拉
斯汀VAFi第二屆國際兒童及青年動畫創作大賽」獲
15歲至18歲高級組亞軍。 學校供圖

前導師爆管理層「放水」 校方聲稱調整「按機制」

3人合格變19人
浸大SCE涉擅改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最低工資條例》
實施，於大學校園引起不少爭議。中文大學校長
沈祖堯於網誌撰文，對該校學生為基層員工發聲
表示讚賞。不過，他亦提醒，在新法例下，校內
中小型承辦商未來或因經營困難而須加價，希望
師生能體諒。他又指，該校正考慮下調飯堂行政
管理費、讓設有「勞資關係主任」的工程承辦商
投標時獲加分、將設電話專線，協助外判工友排
難解紛等。該校考慮實施以上措施，用以在最低
工資效應下，作進一步的社會承擔。

校長讚學生為工友發聲
中大有學生近日到飯堂拉橫額，為工友爭取有

薪用膳時間及休息日。學生會亦進行調查訪問，
以及與校方跟進外判地盤工友待遇情況。沈祖堯
在網誌指，大學應肩負社會責任，保護弱勢社
群，確保校內工友按法例得到合理回報，對同學
見義勇為表示讚賞。但他亦表示，外判工最低工
資問題並非「非黑即白」，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共謀最佳解決辦法，如：用膳時間休息日安排，
仍存在不清晰地方。倘若全數計算，校內中小型
承辦商能否承受，仍屬未知之數；也可能導致加
價情況，希望師生能體諒。
他強調，校方會進一步加強監管，推動外判商

保障工人福利，盡量完善現有機制；又考慮適度
下調飯堂行政管理費，以協助小承辦商渡過經營
難關。他希望校內師生，攜手「同行」，共建
「關懷校園」。

中大擬推新措施
平衡勞資利益

UIC生獲牛津錄取
答謝恩師方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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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改分的為浸大SCE兼讀制「工
商高級文憑（策略物流與供應鏈

管理）」課程中，名為「中國與物流方案」
的必修單元。該單元於去年7月開課，10
月進行期終試，成績於11月中公布。教
授該課程的楊導師，昨日連同教協召開
記者會公開事件。他表示，課程最低入
學要求原為：中七畢業及3年工作經驗，
但個別學員並未達標。由於學員普遍語
文能力稍遜，雖以中文教學，部分人仍
感吃力。

試題加深導致無人合格
楊導師指，該單元期終試的題目及評

分指引早於開學初期已擬好。期間，學
系課程主任曾指，題目分析性不足，要
求他「出深一些」，最終獲校方通過。但
在考試後，卻得出「驚人」結果，全數
24名學員中，有2人缺席，其餘22人竟無
一合格。即使連同平時功課習作分數，

合格者也只得3人，不合格率近9成。
由於此單元為該高級文憑必修科，合

格與否，直接影響課程整體合格率。楊
導師質疑，有人基於種種原因，決定為
分數「動手腳」。楊表示，自己亦是在學
員知會的情況下，才知道經他批改的考
試分數遭「調整」，「當日校方把我批改
的分數通知學員，有部分不合格者隨即
查詢，詢問如不合格，應怎樣做之類」。

課程可銜接海外大學
誰知翌日，校方竟立刻公布一個「新

成績」：期終試合格者「戲劇性」增至
19人，總成績更增至20人。校方又向學
員解釋稱，第二次公布的成績方為準
確，首日公布的分數毋須理會。楊導師
直言，是次「放水」難以接受，「課程
畢業生可以銜接海外大學，又可獲香港
物流協會會員資格。校方豈能罔顧質
素、擅自改分，令學生合格？」他曾向

校方了解，但未獲合理回覆，遂向教資
會、教協及教育局投訴，並於昨日把事
件公開。

校方書面報告承認改分
就有關個案，浸大持續教育學院昨日

稱，已向教育局提交書面報告，拒絕再
作回應。據了解，該報告承認確有調整

分數，並強調調整是按照8大屬下負責監
管自資課程的「聯校質素檢討委員會」
機制進行，但未有詳細講解調整分數的
依據。報告又指，需要維持公平及獨立
性，所以調整時沒有邀請楊導師參與，
並把事件形容為校方與楊導師「出現溝
通問題」。浸大發言人則表示，暫未有進
一步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SCE）鬧

出「改分放水」醜聞。該校工商科持續進修課程前導師昨日「踢爆」

指，有管理層擅自調整學員分數，以「美化」整體合格率。在該導

師任教一共24名學員的科目中，本來僅得3人於總分合格。但在校方

調整後，合格人數竟大升至19人。其中最「離譜」的個案：一名本

於期終試獲9分的學員，獲加分至49分，連同平時分，總成績竟取得

D級。該導師狠批校方罔顧課程質素，並已向當局投訴。不過，該校

提交的報告卻稱，調整分數是「按機制進行」，又形容是與導師「出

現溝通問題」，企圖把事件淡化。

現時市面上的自資進修課程多如雨
後春筍，市場競爭激烈。教協會長馮

偉華指，各院校正想盡辦法「省靚招牌」爭取收生，
令課程質素淪為犧牲品。而類似是次浸大SCE改分事
件時有所聞，絕非單一個案。但因自資院校導師多以
「合約制」聘任，令其不敢吭聲投訴。他又表示，「聯
校質素檢討委員會」只會檢討各院校的質素保證「程
序」，不會深究當中細節。他質疑浸大SCE的解釋，促
請浸大本部盡快作出調查。
馮偉華表示，現時自資進修課程供過於求，院校為

填滿學額而濫收學生的情況早有所聞。但一般院校均
會盡量把關，確保「寬進嚴出」。

違反「寬進嚴出」原則
是次改分事件卻違反有關原則，「校方早已認可考

試題目的內容、深淺度等，但事後竟然擅改分數，對
導師的專業是種侮辱」。浸大教職員工會主席杜耀明則
指，SCE是浸大轄下一個學院，因而獲得自我評審資
格，所以涉事課程不須另外申請評審。大學本部應深
入調查，而SCE校也應就事件向楊導師致歉。

按照現時機制，教資會轄下的質素保證局會負責檢
討8大院校資助課程質素審核，而其餘自資高等院校，
質保工作則由學術及資歷評審局負責。而「聯校質素
檢討委員會」則處理8大轄下自資進修學院，以及社區
學院的質素檢討工作。

稱質保機構3合1方向對
至於教資會去年底發表《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

的報告已提及，現時自資專上課程繁多，政府必須加
強此界別的質保工作，並建議上述3個質保機構「3合
1」，統一為整個高等教育界的質素把關。馮偉華認
為，此建議方向正確，但應該更快速、更大力推行，
挽救自資高等教育質素下降、「泡沫化」現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省招牌爭收生 絕非單一個案
要求徹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大學教育旨在拓闊學
生視野。而科技大學商學院環球商業課程3名一年級女
生，「過五關，斬六將」，獲得匯豐銀行海外獎學金共
逾120萬元，分別在8月底前往名校哈佛大學及哥倫比
亞大學進修一年，並從中「取經」，以豐富所學，回饋
香港。有學生選擇了社會企業及企業責任課題作焦點
研究，希望藉外國經驗，證明商業運作並不一定要以
金錢掛帥。

指做個良心商人更重要
父母從事貿易生意的黃雅萍，是獲獎學金的其中一

人。她自小已覺得「做生意」過程具挑戰性，中三時
已立志修讀工商管理，將來於商界發展。她又表示，

父母在經營時，每每能關顧員工及顧客需要，令她明
白從商不一定要凡事「向錢看」，做一個良心商人更重
要。因此，她計劃到哈佛大學修讀「企業社會責任」
（CSR）課程，將來成為相關顧問。

另一獎學金得主黃寶儀，熱心參與義工服務，對慈善
機構營運感興趣。她表示，一次性捐贈對機構長遠發展
幫助不大，希望能藉 發展社會企業，持續讓有需要人
士獲得支援。為進一步實踐理想，她將會在暑假後到哥
倫比亞大學進修，把當地成功經驗引進香港。
至於將到哈佛大學進修管理的趙家琪，希望藉此放

眼世界。她透露，獎學金面試時，須「過五關斬六
將」，尤其對即場被問及「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是甚
麼﹖」時，印象特別深刻，「我當時回答是passion及be

yourself。因為成功與否，很在乎你的態度與熱誠，更
需要清楚自己的想法。這正是年輕人經常欠缺的東
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殿晶、張廣珍 珠海報

道）統計學權威、浸會大學榮休教授方開泰，
2009年接受「北師大—浸大聯合國際學院」
（UIC）聘書，主理「統計與計算智能研究所」。
該校昨日舉行畢業禮，其中一位統計學畢業生傅
鐸，已獲英國牛津大學錄取，即將赴英攻讀統計
學研究生學位。他直言，方開泰是他的恩師，又
指方嚴謹治學、具教學魅力，令他獲益不淺。

轉修統計目標出國深造
UIC昨日舉辦第三屆畢業禮，逾800名准畢業

生參加。據了解，該校今年共有2位畢業生獲牛
津大學錄取，原藉湖北的傅鐸為其中一位。他表
示，入讀UIC時，本來主修英語教學。至二年級
時，他因興趣驅使，毅然轉修統計學，並以出國
深造為目標。傅鐸在數學方面甚有天分，校內成
績名列前茅。而他對於恩師方開泰的教導，更是
非常感激。
「方開泰教授是統計學權威，他教過我的課，

對我很了解。因此，他與其他幾位導師為我寫的
推薦信，亦相當具說服力」。傅鐸直言，方開泰
嚴謹而開明的教導方式，改變了他的學習態度。
他變得更專心謹慎，學業成績亦「更上一層
樓」。他表示，未來希望能於牛津繼續攻讀博
士，或到香港從事統計工作，夢想成為一名精算
師。

校長稱下學年擴大招生
UIC校長吳清輝表示，下學年將擴大招生，預

計將在全國26個省市取錄1,200人。除了於廣東省
「二本A」招生外，其他25個省市均為一本招生。
同時，該校也會新增數學與應用數學（金融數
學）、英語（現當代英語語言文學）兩個課程。

人生每個階段，都有
一個「生涯發展任務」。
如果說，「做個好學生」
是兒童及青少年階段的

任務，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會反對。

逃學責任常歸咎於父母
筆者參與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教育論壇，發現學生

拒絕上學及逃學，是一個困擾性難題，至今仍沒有
一套良方，可以百分百處理學生逃學問題。子女逃
學，很多時會使人聯想到是家庭或家長出現問題，
把責任歸咎於父母。但從家長角度來看，他們往往
擔心的，是孩子在學校發生問題。

逃學生或有解難問題
上學與否，主角其實是學生。假如用生涯規劃角

度分析，筆者認為，學生逃學，是在自我形象上或
解決問題能力上，出現了問題。當孩子把焦點集中
於自己的弱點，感到自己無能，找尋不到上學意

義，逃學就變成理所當然。
根據中文大學2007年所做的調查發現，輟學學童

多認同上學沒有意義和太辛苦。而經已復課的學
童，比仍然輟學的學童，較多認同上學的正面意
義，例如：可有助自己明白事理、方便找工作，發
展自己的理想等。
筆者曾見過一個校內成績良好的青少年，在一個

長假期之後，突然拒絕上學。他在學校消失兩星期
後，才斷斷續續每星期回校一兩日。這樣令人擔心
的狀況，維持了差不多兩年。及後，他有機會參與
一個有關尋夢想的生涯規劃課程，才開始意識到自
己很怕輸，擔心別人認為他蠢。事實上，他的夢想
其實是想做大學生！
事主完全忽略了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優點：分析力

強，有領導才能。筆者於是和他一起探訪大學，讓
他有機會跟大學講師談話。大學講師問他：「想唔
想入大學？」他微笑回答：「很想呀！」筆者相信
這名青少年在上生涯規劃課和探訪大學過程中，已
尋找及確認自己的夢想。自始，他不再逃學。

大家都留意到，故事主人翁拒絕上學的原因，是
他擔心自己比不上別人。當青少年有機會認清自己
的能力，情況便會改寫；重點更是由青少年主動改
變，去改寫自己的人生。

處理逃學三個錦囊妙計
作為師長或社工，要處理學生拒學或逃學問題，

筆者會有三點建議：首先，要讓學生明白上學的意
義，包括增長知識、認識朋友、學習群體生活；另
外，應加強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協助青年人為自
己尋找夢想、訂立目標等。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是父母不要輕易容許子女拒絕上學，例如：小朋友
身體如果沒有大問題，應該盡量帶小朋友返學，不
要讓小朋友錯誤濫用父母對他們的愛護，誤解以為
以病相逼，父母就要就範。相反，父母更應認清自
己角色，堅持協助子女築夢，讓孩子學得快樂及有
意義。
香港家庭福利會

藝進同學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坊

青年服務隊隊長邱寶琴

網頁：www.hkfws.org.hk

（小題為編者所加）

拒絕任務與夢想

學生甲 改分前 4道題目中僅作答1
題，獲9分。兩次功
課中一次不合格。總
體成績不合格。

改分後 獲校方加分40分，期
考成績升至49分。加
上平時分後總分合
格，獲D級成績。

學生乙 改分前 4道題目題中作答1、
2題，獲10分。兩次
功課中一次不合格。
總體成績不合格。

改分後 獲校方加分，加上平
時分後總分合格。

學生丙 改分前 獲30分以下。兩次功
課中一次不合格。總
體成績不合格。

改分後 獲校方加分。加上平
時分後總分合格。

學生丁 改分前 獲30分以下。兩次功
課均合格。總體成績
不合格。

改分後 獲校方加分。加上平
時分後總分合格，獲
D級成績。

期考「改分」例子(滿分為100分，60分合格)

資料來源：楊導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 楊 導 師
指，學系課
程主任曾指
題目分析性
不足。
香港文匯報
記者周婷 攝

■浸大教職
員工會主席
杜耀明指，
期望浸大本
部就事件作
出調查。
香港文匯報
記者周婷 攝

■黃雅萍(左)
表示，做一有
良心的商人很
重要。旁為趙
家琪(右)及黃
寶儀(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馮淑環 攝

翁祐中學10周年慶典

■UIC統計學畢業生傅鐸（中）已獲英國牛津
錄取，即將赴英攻讀統計學研究生學位。圖為
傅鐸與父母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廣珍 攝

本 內容：文匯教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