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臨危接任 改革「狀元小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

淑環）中學文憑試明年舉
行，學校將會收到新高中
第一張「成績表」。現時，
全 港 有 逾 3 成 學 校 屬
Band1，但整體大學入學
率僅18%。資深中學校長
林日豐指，在舊制下，
Band1學校在中五時會篩
走一批成績稍遜的學生，
故部分中學大學入學率可
高達9成。但在新高中下，學生水平參差，故預計即
使是Band1學校，普遍也只有50%學生能升讀大學。
至於過往升大學率逾9成的學校，也會降至40%至
60%。他指師生對文憑試非常陌生，各校要推高學
生升大學比率，要瘋狂操練學生，也就不難理解。

須提防給學生過大壓力
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表示，不少學校為了在首

屆文憑試爭取好成績，早已計劃今年暑假將提早10
日至2星期開學，「部分提早開學，是因為課時不
足。此外，有學校想爭取認同，希望爭取更高入大
學率」。不過，他認為，學校催谷學生時，也需留意
會否為學生帶來過大壓力。他坦言，部分學生能力
有限，即使不斷催谷，也不會有太大進步。他擔
心，暑假過後，部分學生壓力「爆煲」，建議學校在
新高中學制下需「釋懷」，將入讀專上學院作為升學
指標。

新制拖低升大率
學生壓力或「爆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

淑環）中學文憑試明年首
次舉行，不少學生一面應
付學校補課，一面選擇參
與坊間補習課程，實行

「雙管齊下」。學生此舉帶
旺了補習社巿道。有補習
導師指，每逢最後一屆及
首屆公開試舉行，學生均
會顯得特別緊張。此外，
明年中學文憑試在3月進
行，較一般會考早，學生備戰時間減少，預計在暑
假報讀補習課程的中五學生，較往年增加20%至
30%；英文、通識成為大熱科目。

導師料暑期報名增3成
英皇教育中文科補習導師蕭源表示，文憑試模擬

考試預計於明年1月展開，之後正式的新高中文憑試
將於3月舉行，學生備戰時間較現時短，故不少學生
計劃在暑假提早作準備。今年整體報讀新高中補習
課程的學生，會增加3成至3成半。他預計，單是今
年暑假，學生報名人數亦會上升2成至3成，故不少
補習社今年會提早接受報名。

遵理學校校長梁賀琪表示，估計整體及暑假的補
習課程均有20%增長。當中，經濟、英文、通識教
育等科目，均有較多學生報讀。她表示，不少考生
均反映，不清楚文憑試考試模式，學校老師亦不太
掌握，故須到補習社補習。

文憑試效應
帶旺補習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中文
大學校友評議會上月訪問380多名
該校畢業生，了解他們對新高中學
制的意見。結果發現，一半受訪者
對新高中缺乏信心，認為整體較舊
高中差。只有約22%人認為，新制
比舊制優勝，其餘則指兩者相若。
其中，有4成人更有意「用腳投
票」，指如有足夠經濟能力，會送
子女到國際學校或到境外升學。

是次受訪的中大畢業生中，約
1/6育有將升讀新高中的子女；餘
下大部分為未有子女。另外，少數
受訪者子女年紀較大，已完成舊制
中學。調查發現，對新高中學生學
習適應、教師培圳、通識科及畢業
生認受性有足夠信心的受訪者，分
別只得約11%至15%。但表明信心
不足的受訪者，卻有多達35%至
65%。另外，20%至40%人持保留

態度。整體而言，把新舊制比較，
36%人認為，新制對學生成長比舊
制優勝。另外，有各約1/3人表示
無意見及反對。不過，有5成人認
為，新高中整體較舊制差。

4成擬送子女海外升學
當被問及如果有足夠經濟能力會

如何安排子女升學，55.5%人指，
在新高中仍傾向於香港讀主流中
學；但有意到國際學校或境外升學
者有4成，遠高於舊制下讓子女讀
國際學校的25%。

迎戰首屆文憑試 谷升大比率護校譽

高中暑假大縮水
狂補課提早開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明年是「末代
高考」及首屆中學文憑試「雙軌年」。有升學機
構指，在新學制下，學生爭入本地大學情況更激
烈，估計選擇到海外升學人數，會有雙位數增
長。根據考評局資料，現時只有近50個海外院校
公布中學文憑試入學要求，情況緩慢。升學機構
建議，學生可按已公布收生要求的學校作參考，
估計心儀學校收生要求，並提早作出申請，讓對
方有充裕時間作審批，以免影響入學機會。

專門協助學生海外升學的機構idp教育香港區總
監謝可怡表示，現時每年平均約協助2,000名學生
到澳洲、美國、英國等海外升學。由於明年是

「雙軌年」，故今年升學查詢有10%增長，估計明
年選擇到海外升學的學生，會有雙位數升幅。

謝可怡又指，現時已公布文憑試收生要求的海
外院校不多，但她認為，不會影響學生申請意
慾。她建議，學生可按已公布收生要求的學校作
參考，估算心儀學校的收生要求，並及早作出申
請。她表示，環境保護、航空及藝術課程，均是
近年新興熱門學科，建議學生選擇升學國家時，
須考慮院校專長。

雙軌年升學查詢增
宜提早申報海外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中文大
學日本研究學系計劃於新學年開辦兩個
新專修組別，分別為「日本商業及管理」
及「全球視野下的日本」，供入讀日研
的同學選修，以培訓精通日語、同時兼
備商業管理及全球視野的學生。修讀前
者的同學可選修商學院課程；後者則可
選修人類系、社會學系等課程。同學須
在指定選修科中，完成15個學分。

將推英語授課日研碩士
另外，中大將於2012/13學年開辦以

英語教授的「日本研究文學碩士」，預
計收生35人至40人。中大日本研究學系
系主任中野幸子表示，現時香港院校提
供的日本研究碩士，一般以日語為主要
教學語言。中大新設的新課程將以英語
教授，就算學生不懂日語，也可報讀。

「311」地震發生後，日本正積極重
建受災地區，不少在日留學生陸續回
港。中野幸子表示，來年升讀二年級的
學生，將依原定計劃前往日本交流。如
果屆時發生突發狀況，校方會按政府旅

遊指示，呼籲學生繼續留於當地或返回香港。校
方預計，來年約有10名至12名學生前往東京交
流，又指沒有學生表示害怕、或不欲前往日本，
相信交流計劃會如期進行。

日本發生史無前例的巨災，中大日本研究學系
應屆畢業生關潔晶、李子軒均表示，對此感到痛
心。關潔晶聯合其他同學，將本來用作畢業旅行
的旅費籌集，全數捐到紅十字會，協助日本災
民。

關潔晶表示，去年於日本交流時，認識一位居
於仙台縣的朋友。該朋友於「311」當天，剛巧
身處香港公幹。媒體廣泛報道日本地震消息時，
她正與這位朋友在一起，「他只是不停打電話給
家人、公司等，表現冷靜。當知道家人及公司職
員都平安後，他便鬆一口氣」。李子軒指，日本
人面對天災的冷靜態度，表現出良好的公民意
識。雖然未能預料災情如此嚴重，但相信日本人
可以很快重新「站起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教育城小校
園（smallcampus.net）為慶祝網站成立10周年，今
年特別舉辦「共建綠色小校園」一系列網上慶祝
活動，如：「Photo mosaic攝影活動」、「綠色小
校園填色比賽」、「我的新校友設計比賽」等。
此外，該網站9月將舉辦「我的新校友—優秀作
品選舉」及「新校友健康餐單設計比賽」，讓小
學生發揮創意。

比賽設冠、亞、季及學校大獎，現已接受學生
報名，歡迎老師及家長鼓勵學生一起參與。

報名詳情可瀏覽：

http://www.smallcampus.net/sc10th/

教城小校園網 比賽慶1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今年暑

假，是首屆中學文憑試考生全力備戰的關鍵

時刻。中學界為追趕課程，以及催谷升大學

比率，實行大規模補課，甚至破天荒提早半

個月開學，令暑假大大縮短。彈性較大的直

資學校，索性把補課改為上課日。有津校則

在暑期初補課、暑假尾聲總測，為學生「加

班」操練1個月。即使是私校，亦不惜增加

成本操練學生。有中學校長坦言，首屆考試

成績與學校名譽攸關，學校壓力很大，學生

補課絕對「一個也不可少」。

為爭取時間備戰2012年3月28日開始的文憑試，多
所直資學校，包括香島、培僑，均在新學年提早

開學。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吳容輝稱，中五至中七學
生將於8月17日開課，較以往9月1日提早13日。他表
示，學界原先估計文憑試於4月進行，現在較預期要
早，令學校有點失去預算。此外，考評局明年1月初便
派發試題練習卷，師生均需要多些時間備戰，故高中
須提早開學，「但考慮到老師的壓力問題，提早開學
期間，不會全日上課」。

正式上課較補課成效大
培僑中學亦把升中六、中七學生的開課日提早在8月

15日。校長招祥麒表示，首次作出此項安排，是由於
師生對文憑試均感陌生，有需要提早教畢課程，爭取
時間協助學生溫習。他認為，以正式上課取代補課，
成效更大，「如果以補課形式，一班35個學生，可能
只有20個回來」。該校文憑試考生同時需要於7月初的
試後活動周上課，充分利用假期備戰。

津中香港培正中學校長葉賜添表示，新高中有40多
個選修組合，學校正根據各科目進度編排時間表，預
計每名學生每天最多上課6小時。他認為，首屆文憑試
成績與學校名譽攸關，加碼補課在所難免，「學校要
盡力而為，令學生保持一定水平，一個也不可少」。

英中沙田崇真中學新學年升中五至中七學生，整個7
月都要補課。文憑試考生補課後小休半個月，8月底須
參加總測驗。校長張文偉稱，「文憑試一次過考核3年
課程，師生均認為要『谷一谷』，故學生雖然辛苦一
點，但亦滿意安排」。

私校：開支不轉嫁學生
私校現代書院指，已準備人手配合暑假補課，現正

編排具體時間表。校方坦言，安排補課難免會造成教
師、職員及其他行政等額外開支，但開支不會轉嫁學
生。

面對學校的密集式補課，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中五學生
陳家銳指，「很辛苦，首屆新高中課程，沒有歷屆試題
作參考，老師會挑選很多會考及高考試題給我們操練，
亦有很多小測，故現時每日均會花個多小時溫習」。

學生無懼辛苦樂意補課
他的同級同學顏樂然亦指，補課非常頻密，已預計

今年會「取消」暑假。雖然壓力沉重，但她認為，作
為首屆新高中學生，這情況是意料中事。她為了爭取
好成績，更不介意花更多時間補課，「無所謂，不算
太辛苦。學校補課都是文憑試應考內容，能夠讓自己
更熟悉課程」。

教局促須先獲家長支持
對於中學在新學年掀起提早開學潮，教育局發言人

指，當局會要求學校確保在擬定新學年學校假期表
時，獲得校董會批准及家長支持，並於每年8月15日
或以前呈交教育局。教育局會審視學校校曆表，有需
要時向學校提供意見，以確保學校在擬定校曆表時，
充分考慮學生、家長和其他學校持份者的利益和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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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有「狀元小學」之稱
的將軍澳仁愛堂田家炳小學，近年接二連三爆出醜
聞，包括前校長曾因涉嫌非禮女教師被控、有教師涉
嫌在公開試作弊等，令校譽一度直跌谷底，影響收
生。在連串危機爆發後，臨危接任校長一職的鄔淑
賢，首次在事件發生後，表達個人感受。她指，當年
在掌聲及淚水中接任，有感肩負改革重任，故學校已
展開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制定預防性騷擾行政指
引，並會加強老師專業操守及危機處理的培訓。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校監田定先，以及校長鄔淑賢，
昨日與傳媒茶敘，分享學校發展大計。田定先指，學
校雖然有負面新聞，但校方會汲取經驗，把學校辦得
更好。

由於舊校長離職，該校曾有數月「群龍無首」。曾擔
任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校長多年的鄔淑賢數月後

臨危接任。

銳意為學校建正面形象
她憶述，當年校內以年輕女教

師居多，首日到校時，除了獲得
掌聲，更令她不能忘懷的是，教
師流下的淚水，令她明白他們在
過去幾年承受的極大壓力，故隨
即制定一系列改革校政的措施，
銳意重新為學校建立正面形象。

培訓教師危機處理能力
她表示，學校已制定預防性騷擾行政指引，加強性

教育，以及保護個人身體的意識。同時，該校亦為教
師提供危機處理的培訓，以及加強使用內聯網，加強

教師溝通機制。至於針對學校老師涉嫌公開試作弊的
事件，鄔淑賢指，學校亦為公開考試制定措施，確保
指引流程清晰，以及加強教師的專業操守培訓。

半數中大校友 對新高中欠信心

■鄔淑賢不能忘懷
教師流下的淚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攝

■鄔淑賢（後排右四）銳意為學校建立正面形象。旁為
校監田定先（後排左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Lynne Nakano（中）與學系兩位三年
級學生李子軒（左）及關潔晶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林日豐指，新高中
下，學生水平參差。

資料圖片

■梁賀琪指考生反映不
清楚文憑試考試模式。

資料圖片

▲本港多間中學將在今年暑假提
早開學，務求爭取時間備戰文憑
試。 資料圖片

陳家銳表示，學校安排的補課已非
常頻密，預計暑假期間需接受數星期
的補課，難免感到吃力。 受訪者供圖

▲

■謝可怡（中）表示，現時每年平均約協助2千
名學生到澳洲、美國、英國升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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