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七生盼承衣缽做「教拳江Sir」

曾做乞兒今成良師 盼辦學界賽除有色眼鏡

教泰拳增學生自信
點解阿Sir係邊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新學年是沒有
中五畢業生的「空隙年」，主要開辦進修、毅進
及夜校課程的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為解決生源銳
減的問題，新學年將增辦12個熱門文憑及高級文
憑課程，為毅進畢業生及新高中「跳船」學生提
供升學出路。校長陳卓禧表示，相信今年報讀毅
進的學生將下降約一半，學校財政會出現赤字，
加上成本增加，課程收費將增2至3%，但原有的
教師不會出現人手過剩，毋須削減人手。

陳卓禧昨日與傳媒共敘午宴，期間他表示，去
年共有1,400人報讀了港專的毅進課程，為協助這
批學生繼續升學，2011/12學年將推出12個新的文
憑及高級文憑課程，提供共520個學額。毅進畢
業生完成一年的文憑課程後，可再銜接兩年的高
級文憑。連同現有900多個學額的文憑及副學位
課程，港專在空隙年共提供1,420個文憑、高級文
憑及副學位課程。

新課程1000毅進生報名
他表示，除了毅進畢業生，新高中的中四學生

如希望「跳船」，可報讀港專的通用文憑課程，
中五學生則可報讀文憑課程。他表示，新課程的
初步反應不錯，校內已有約1,000名毅進生報名。

應用性學科最受歡迎
新文憑課程包括紀律部隊及體育運動、公共與

社會服務及項目管理等，陳卓禧指，在毅進課程
中較受歡迎的學科，多以應用性為主。語言傳意
學部主任李慧慈稱，例如日語及韓語的文化應用
文憑，會以職場的語文訓練為主，校方會安排學
生參加訓練營及文化賞識，課程時數為180小
時，較一般短期課程的120小時多。至於商業為
主的文憑如項目管理，會增加學生的實戰經驗，
如將實習時間加至8個星期等。

教師不會出現人手過剩
陳卓禧表示，去年報讀毅進課程的學生由09年

的200人增至1,400人，港專聘請了10名全職教師
應付需要，他們在空隙年將會調配教授新課程，
相信不會出現人手過剩的問題。他又指，今年報
讀毅進的學生將下降約一半，預計下學年的財政
會出現赤字，由於舖租等成本增加，學費的平均
加幅為2至3%，文憑課程的學費由27,000至32,000
元不等。

空隙年推12文憑課
港專攻「跳船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2012年新舊高中兩
批學生同時畢業，預計將有逾10萬名學生需要報
讀8大院校資助學位以外的專上課程。教育局昨
宣布，將提升現有「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
(iPASS)」的功能，明年增設免費的電子平台，讓
學生可於網上一次過報讀職訓局以及各自資院校
學位、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等課程。

學生可一次過報讀課程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香港高等院校持續教育聯

盟今年1月提交「共同收生平台」報告，但由於
新系統設計需時，當局同意分兩階段增設專上課
程報名平台，包括先於明年初在iPASS網增設功
能，免費讓學生報讀8大院校資助學位以外的課
程。

網上功能不會處理申請
不過iPASS網並不會處理申請，而是將之直接

轉至各院校，院校也會同步以現行渠道招生，並
各自收取報名費用。至第二階段，則會由聯盟長
遠成立全新的共同收生平台，預料其運作將與現
時的大學聯招系統(JUPAS)近似。

iPASS網「升呢」
增共同收生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婷）「細個想要英雄感，結果

搞到學壞、經常打『爛仔交』；現在當了老師，就要教

班後生仔堂堂正正做英雄。」一度成為邊緣青年、曾在

異鄉賭錢輸光身家、流落街頭被當乞丐的鄭健，如今身

份卻是一位誨人不倦的良師，於陳樹渠紀念中學任教英

文科及藝術科，又擔任學生的泰拳導師。15歲開始習泰

拳的鄭健，曾獲全港70公斤B組賽事冠軍，深明不少人對

年輕人學拳戴上「有色眼鏡」，不了解他們只因不想被忽

視而標奇立異，絕非「爛仔」。他直言，希望透過推廣泰

拳，帶領年輕人藉刻苦鍛煉及面對挑戰，勇敢站上人生

的擂台迎接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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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輟學做過屠夫死人化妝
鄭健的父親任職警界多年，但他自己卻從未立志要當警察，反倒是

年少無知時誤入歧途，一度成為邊青，中二輟學後曾在多個行業打
滾，看更、廚師、裝修工、肉檔屠夫甚至死人化妝，他都「做過
㜮」。眼見兒子不成材，鄭父當年狠下心腸將他送至英國留學。但可
惜，赴英後他並沒有戲劇性變回「乖仔」，反而經常打架，鄭健坦
指，開始學習泰拳亦非基於偉大的抱負，只是因「唔輸得」，想滿足
英雄感。

拳腳功夫有所精進，但心卻變得更為叛逆，鄭健一度沉迷賭博，更
試過「一鋪清袋」輸光身家，淪落異鄉街頭，「就在那時，有個廚師
見我像個『乞衣』般，給了一碟星洲炒米我食⋯⋯」

獲贈一碟炒米 改變一生
陌生人的「一『米』之恩」填飽了鄭健的肚子，卻又凸顯出其心靈

空虛，令他不斷反思反問自己「難道我一世都要這樣過嗎？」終於，
他猛然醒悟不應再浪費時間，於是奮發讀書，於英國完成中學、大學
學位，同時繼續精進泰拳技術。

「爛仔運動」獲校納課外活動
鄭健於02年回流返港，意外遇上一班「奇形怪狀」邊青，「他們知

道我識打泰拳、就話想學，我從中發覺他們不是壞，只是無處發揮自
己的才能，迷失了自己。」由於缺乏場地，這群青年自發跟隨鄭健到
山邊學泰拳，亦正是這群年輕人，激發鄭健「將經歷化為『牙力』」，
攻讀教育文憑課程，正式變身「鄭Sir」。他笑言，當初應徵教席時，
不免擔心校方認為他玩「爛仔運動」，幸得校方支持，更將泰拳納入
日常課外活動之中，該校數十名初中生每逢星期五到鄭健的拳館學打
拳，「義務教拳無問題，最緊要學生學得開心。」

鄭健直言，港人對泰拳存在很大歧視，4年前他成立拳館時，更有
反黑組探員到場拍照，「『武林』、『江湖』其實早已分清楚，練泰拳
都可以好乖仔！」為進一步推廣泰拳運動，鄭健於09年發起籌辦「陳
樹渠紀念盃—全港中學生泰拳邀請賽」，「十幾歲仔精力旺盛，當然
希望有用武之地，最好鍛煉係企上擂台、堂堂正正比試！」

上擂台決戰南非拳王作身教
目前，全港學泰拳的中學生料逾千人，鄭健期望可籌辦更具規模的

學界賽事，為泰拳建立更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他更會粉墨登場，於
即將舉行的「Arena World Muaythai & MMA Championships of 2011」
與南非拳王昆頓對決，在擂台上以身作則，迎接人生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

「泰拳老師」鄭健，為讓年輕人有
更多機會挑戰自己，成功推動是
次賽事加插新秀賽。同為18歲、
剛完成高考的中七生江俊軒及正
就讀IVE的陳健當均有份參加，
競逐少年拳王。自幼習拳、父親
更是70年代的少年拳王的俊軒笑
言，「我讀書成績唔係最叻，但
都不過不失，我好乖㝎！」他更
視鄭健為榜樣，希望能入讀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體育運動科學系，
未來成為江Sir，以運動教育下一
代。

盼效法鄭Sir  運動教化學生
俊軒坦言並不算喜歡讀書，中

一至中五年每次都考全級最尾10
名內，而學習泰拳，亦一度令校
方誤解他是一名「爛仔」。由於成
績未如理想，俊軒竟遭一位體育
老師「睇低」，開玩笑指如他會考
合格，會幫他「挽鞋」，意外激發
其爭勝之心。他指在學泰拳的過
程中，領悟到成功來自不斷練
習，因此為備戰會考，他「忍痛」
暫停練拳半年，結果考獲14分合
格成績，令該位老師「大跌眼
鏡」。

預科轉至另一學校就讀的俊軒

指，感謝新學校對泰拳推廣相當
支持，現時更有十數位初中同學
及幾位女老師，各自組團跟隨他
學習泰拳，算是一名「小教練」，
令他很有成功感。俊軒與鄭健認
識多時，對「鄭Sir」的事跡感佩
服，更希望能效法，未來成為一
名體育老師，透過運動教化學
生。

「練拳辛苦捱過，讀書都得」
現於IVE讀電機工程文憑2年級

的陳健當，可說是一名典型「屋
㢏仔」，自幼與父母同住竹園㢏，
因自覺「讀唔成書」，於中二時已
輟學，後才輾轉入讀IVE繼續學
業。12歲開始學拳的他笑言，
因為父母認為他「曳」，因此想
他學拳發洩精力，也讓他漸對
不同拳術產生濃厚興趣。雖然
收入不高，但陳爸爸陳媽媽為
支持愛兒，去年花費數千元，
支付健當隨拳館到泰國受訓個
半月旅費，令他倍覺感動，更
希望能將習拳所練得的堅強意
志用於學業上，爭取繼續升學
不再令父母操心。「練拳好辛
苦，要每日練先會有成績，既然
咁辛苦都能都捱得過，讀書都一
樣可以做到。」

(相關新聞專題見A8)  香港是彈丸之
地，卻已有3所大學位列全球50強，
進入200強的更多達6所，整體高等教
育的實力可想而知。近年各港校早已
不甘只限於本地發展，紛紛「跳出香
港」，尋求更多協作機會，進一步提
高影響力。在地理優勢及《珠三角改
革發展規劃綱要》推動下，港校於珠
三角的合作發展顯得順理成章，但若
細心了解，廣東省內現有的大學及研
究機構數目相對仍較少，對期望在學
術研究方面面向國際、追求卓越的港

校來說，似未能盡展所長。事實上，港校現於珠三角的
項目的確仍以教學相關為主，科研實力更強的長三角，
無疑是港校於研究方面絕佳的合作夥伴。

科技競爭力 上海蘇州列三甲
科學技術是大學發展的重要一環，根據中國社科院本

月初最新發布的《2011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在科學
技術競爭力方面香港只排26位，但長三角區內城市卻包
攬10大之中的4位，當中上海、蘇州更位列三甲，區內
科技實力毋庸置疑。近月港校研究項目相繼進軍長三
角，正因當地能為尖端的學術科技發展提供更佳的土
壤。

從港校北上發展的軌跡，或亦恰恰見到有意無意的
「分工」。現時廣東省及珠三角地區正面臨經濟轉型，對
人才培訓有龐大需求，港校於區內的發展項目，包括最
先行的珠海北師大－浸大聯合國際學院、籌劃中的港大
深圳校區、中大深圳學院及理大於東莞的發展等，便很
多都主要與教學相關。

上海高等教育發展明顯成熟
不過，從研究發展層面看，珠三角以至廣東省內卻只

有6所主要大學及9所研究機構，與港校具備接近實力的
合作伙伴並不足夠，尤其學術科研領域特別講究

「critical mass」，即在相關範疇需要一定數量的人才才能

真正有效發揮作用。但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其
高等教育發展明顯較為成熟，區內大學數目是廣東省近
3倍，研究機構更是5倍多，而因應本身的學術專業，不
少港校學者與長三角區內的學者或科研人員早已有所聯
繫，這些都是推動大學層面更具規模研究協作的重要因
素。

港校「主攻」研究 避免競爭
長三角區內的高等教育優勢，亦早為國際級大學所覬

覦，除北師大－浸大聯合國際學院外，內地現存的另兩
所境外合辦高校寧波諾丁漢大學、蘇州西交利物浦大學
均落戶於此，而廣受注目的上海紐約大學亦正在籌建
中，教學課程勢必吸引大量學生。港校於區內「主攻」
研究，除可配合本身發展外，也能避免與海外名校於教
學上的同質競爭，確是上上之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長三角科研力強 港校絕佳夥伴

亞洲新一哥 科大發展5「O」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香港科技大學日前獲高等

教育研究機構ＱＳ評為亞洲大學一哥，在國際地位上
獲得認同。科大校長陳繁昌表示，該校未來將致力發
展5個「O」的強勢學科，包括Nano（納米），Info（信
息），Bio（生物），Enviro（環境）以及培訓商業中的
CEO（行政總裁）。他又指，科大目前非本地生佔
8%，約3成本科生有機會到國外交流，校方長遠會繼
續令校園國際化。

陳繁昌鼓勵學生創業
科大今年20周年，校長陳繁昌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

示，院校鼓勵學生要有一種「Can do」的態度，敢於
創新、追求，如愛好音樂的同學，校方會鼓勵他們組
成樂隊演出。他亦透露，曾邀請這些玩音樂的學生到
家中，為國際頂級音樂大師演奏。另外，科大亦鼓勵
學生創業，陳繁昌指學校已設立創業中心，為有興趣

創業的教授或學生尋找啟動資金以及平台，目前已經
有200多位本科生、100多位教授參與。學術方面，陳
繁昌則會致力發展納米、信息、生物、環境、商業5個
大強勢學科。

中大內地生逾半留港發展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亦在接受新華社訪問時指，目

前中大畢業的內地生有逾半選擇留港發展，30%選擇
到國外，餘下則返回內地工作。沈祖堯認為，內地的
發展機遇日漸增多，建議學生多考慮回內地服務，更
期望將來有中大畢業生能當上領導人，貢獻祖國。

就中大與深圳早前簽訂框架協議，計劃在龍崗區興
建分校，沈祖堯表示，現在是準備申請辦學證和商討
校園建設的階段。他指中大的深圳分校與位於香港沙
田校園的經濟完全獨立，因此需要進行募捐，希望這
計劃能獲得內地慈善家和企業的支持。

■圖右起為港專校長陳卓禧、語言傳意學部主
任李慧慈及商學部主任劉錦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曾為邊青
的鄭健（中）
希望「化經
歷 為 『 牙
力』」，教導
青少年勇敢
面對人生挑
戰。左為江
俊軒、右為
陳健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周婷 攝

■俊軒曾聽聞有警方臥底
探員，假扮學員潛入拳
館，調查是否有進行非法
活動，慨嘆不少人對泰拳
拳手誤解甚深。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健當表示，雖然現時在
泰拳方面少有成就，但最
希望重返校園，不想令父
母操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陳繁昌指會致
力發展納米、信
息 、 生 物 、 環
境、商業5個大
強勢學科。

資料圖片

■沈祖堯表示，
目前超過一半於
中大畢業的內地
生留港發展，３
０ ％ 選 擇 到 國
外；餘下的則選
擇 返 回 內 地 發
展。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