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75%教師指校本「入分」軟件難用

民建聯遊行促改善跨境童政策 勿待「血的教訓」始醒覺

4歲童恐要獨過關
插班錯過申禁區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俊）濫藥、欺凌、暴力等問
題漸漸「低齡化」，故小學生的輔導需求亦越來越大。
一項調查顯示，約9成受訪小學校長、教師及社工認
為，現時小學輔導人員人手不足，難以應付日益嚴重
的小學校園問題。此外，學校現時每年以招標方式聘
請社福機構，提供駐校輔導服務，令輔導人員工作朝
不保夕，變相影響小學生輔導服務質素。
「關注學校輔導服務聯盟」（下稱「聯盟」）由社會

服務聯會、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等
組成。「聯盟」於今年初，向全港148間小學，共1,492
名校長、教師及輔導人員，進行問卷調查。約6成半受
訪者認為，現時小學生問題「十分嚴重」或「嚴重」。
「聯盟」估計，現時本港需要輔導服務的小學生，至少
有8萬人。當中包括：吸毒、精神健康等各種問題。
調查顯示，約9成受訪小學校長、教師及社工認為，

現時小學輔導人員人手「嚴重不足」或「不足」。而輔
導人員工作量大、工時長，日均工作時間為13.07小
時，更花不少時間支援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生，令
工作壓力增加。

每年競投恐損服務質素
「聯盟」指，由於小學每年均須以競投方式，邀請

社福機構提供輔導服務，令不少輔導人員對工作意興
闌珊。同時，競投方式亦令本港輔導人員流失率高
企。「聯盟」建議當局增加輔導人手，並採取社工
「雙劍合璧制」，以支援SEN生，以及有較大輔導需要的
學生。同時，應該取消投標方式，改善因招標出現的
低薪、朝不保夕等問題，挽留具經驗的輔導人才。

教局指須考慮資源分配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小學「小班教學」，將於14/15

學年全面推行。屆時，1所18班、即約450名學生的小
學，可獲1名學生輔導主任、或學生輔導教師、1份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當局亦將繼續關注小學生輔導
服務的推行和發展，並會按有關措施的實際運作需要
釐訂優次，整體考慮政府的資源分配。

9成校長教師指小學輔導員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年是中文大學醫學院
創院30周年，同年亦是那打素護理學院創院20周年，以
及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成立10周年。為慶祝三院院
慶，該校醫學院今年內將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其中一
項重點活動為於上周六舉行的院慶晚宴，逾2,200名政
商界、大學領導及管理人員、校友、師生等出席。

黃仁龍沈祖堯等出席
校方邀得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擔任主禮嘉賓。中大校長

沈祖堯，以及醫學院院長霍泰輝，亦分別在晚宴上致
辭。是次晚宴主題為「向校友致敬」。醫學院過去30年
來，培育逾5,000名醫生、護士、藥劑師及公共衛生人
才。
晚宴當日上午，醫學院、中大評議會、拓展及籌募處

及醫學院舊生會，共同舉辦「同心植樹行」慈善步行暨
植樹日，多名中大校友及友好踴躍出席。所得善款將用
以支持威爾斯親王醫院新大樓的手術中心購置「能量平
台」。該平台可同時進行內鏡及腹腔鏡手術，進一步提
升手術效率，讓潰瘍出血、膽管結石等腸胃病人受惠。

中大醫學院晚宴慶3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跨境學童人數每年

遞增，深港通關口岸壓力隨之加重。教育局今年減

發學童通關用的「禁區紙」，令升讀小四或以上的高

小跨境童無法申辦「禁區紙」，而「禁區紙」設有申

請限期，亦令插班的初小學生申辦無門。有跨境學

童家長為4歲的子女申請插班入讀北區幼稚園，但辦

理入學時，已過了申請「禁區紙」截止日期，現在

十分徬徨，大嘆「4歲怎可能獨自過關？」該家長批

評跨境學童政策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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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父母
都有同感，小孩
子唸幼稚園時最
開心，皆因他們

能在輕鬆的環境下學習，終日只會玩、吃和
睡。但當他們升上小學，情況就截然不同
了。若家長只替子女選擇一般的主流小學，
相信誰也逃不過由功課、默書、測考、
TSA、閱讀報告等所帶來的種種學習壓力。
有些小朋友升讀小學後，家長會發現他們

做功課時很容易分心：時常讀錯字、書寫時
總是漏寫或混淆部首或部分相似字詞。有些
小朋友則在課堂坐不定、常愛搶 回答老師
的問題、手舞足蹈又或不停地弄桌上的文
具。另外，又一些小朋友說話不流暢，老是
詞不達意等。

日子久了問題未必消失
大部分家長於是認定子女躲懶、未盡全

力、粗心大意或是還未適應小學生活。家長
以為日子久了，問題便會消失。這些小朋友
其實可能是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學
生，需要學校老師、專家和家長特別支援，
才能克服在學習路上遇到的障礙。

SEN生獲安排入主流校
隨 教育局推行融合教育，這些小朋友已

經不會被安排到特殊學校讀書，而是在一般
主流學校入學。現時，從小一起，老師就會
開始留意，學生有否特殊學習困難的特徵。
當中，包括八大類別：一、特殊學習困難
（尤其是指讀寫障礙）；二、智障；三、自閉
症/亞氏保加症；四、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症；五、肢體傷殘；六、視障；七、聽障；
八、言語障礙。
這些情況大都是先天性以及與身體發展功

能有關。若家長能及早發現子女在學習、溝
通、社交適應等方面有困難，應及早聯絡學

校，安排識別或轉介其他專業人士，如：教
育心理學家、醫生、社工等，以詳細了解學
生的困難所在，從而及早提供輔導、治療和
支援的配套服務。

宜於小學了解學習需要
筆者發現，不少小朋友到中學才被老師發

現有特殊學習困難，皆因父母一直都只是以
為孩子的問題只是躲懶、頑皮或是未開竅，
並未正視問題。有鑑於此，他們在小學階
段，已對學習累積了很多挫敗、逃避和放棄
的感覺。當中，有些更認定自己不是讀書材
料，錯過了很多在小學階段可以接受的訓練
和服務。縱使日後他們在中學時，仍能接受
有關輔導和適應安排，但其學習效果卻變得
事倍功半了！所以，家長及早了解子女在學
習上的需要，是很重要的，千萬不要錯過小
學的學習黃金期。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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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有否特殊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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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繪出作者一直嚮往的海底世界：一個清

澈蔚藍、沒有受污染的海洋。不同的珊瑚健康成長、無數七彩繽紛、

大大小小的魚兒，在珊瑚群中暢泳。作者希望大家珍惜海洋，多保護

這個充滿生命的大自然。

學生名稱：歐陽俊軒

學校：喇沙書院

班級：中一

作品名稱：海底世界

海底世界

■「關注學校輔導服務聯盟」建議當局增加輔導人
手。 「聯盟」供圖

■「同心植樹行」慈善步行暨植樹日由沈祖堯(左五)、
劉世鏞(左六)、霍泰輝(右三)等主持開步禮。 中大供圖

民建聯北區支部成員，聯同約30名跨境學童及家
長、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於昨日上午由中環皇

后像廣場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特區政府制訂完善
跨境學童政策，保障學童安全。港人麥先生一家居
於深圳，其女兒今年9歲，於上水惠州公立學校就
讀，即將升讀四年級，因此不符合只向初小學生簽
發禁區紙的規定。

家長質疑「一刀切」政策
麥先生質疑教育局「一刀切」停發「禁區紙」予

高小生，做法不符情理，「法例規定12歲以下小童
獨留家中都算犯法，現在政府竟叫8、9歲的小朋友
『孤身上路』？」

麥先生查詢後，稱得到的回應是：「教育局稱警
察建議禁區紙數量是多少；警察方面又稱教育局建
議數字是多少，根本互相卸責」。麥先生希望政府部
門可以「將心比己」，強調學童安全「一分鐘都不能
妥協」，希望政府不要待出現「血的教訓」後才醒

覺。
另一位家長張太表示，早前為4歲兒子申請插班入

讀北區幼稚園，但在新政策下，其申請由於已過了
辦理「禁區紙」截止日期，因此愛兒於新學年如何
過關上學，張太至今仍一籌莫展，「家長都要上
班，根本不能帶孩子上學。最安全當然是孩子手持
『禁區紙』，坐保姆車過關」。張太質疑，當局做法令
跨境學童及家長陷於兩難局面。
民建聯北區支部社區幹事、同於北區中學任教的

王潤強指，不少家長受學券吸引，提前把子女送到
本港入學。據他所知，11/12學年於北區幼稚園就讀
的跨境學童人數，將上升1倍，學童通關問題逼在眉
睫。王續稱，跨境學童面對的問題，絕不僅止於
「禁區紙」發放，政府有需要全面檢視針對跨境學童
的人口、保安及教育政策，提供全面配套。
另外，民建聯北區支部亦接獲家長投訴，指現時

港鐵並沒有為跨境學童提供任何學生優惠；反之，
成年人若由福田過關，則有乘車優惠。因此，跨境

學童交通費其實比成年人更高。北區區議員蘇西智
指，如果當局期望以公共交通工具疏導跨境學童通
關，應該要求港鐵為跨境學童提供更多優惠。
民建聯並建議政府考慮擴建羅湖道，讓校巴在上

下課時間駛入羅湖村；並於正在規劃的蓮塘口岸建
設校巴站，以此疏導。民建聯代表昨日把請願信遞
交政府。代表成員將於本周四與教育局、保安局、
小學校長會代表見面，商討有關問題。

教局：小三或不獲「禁區紙」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羅湖道和落馬洲支線公共運

輸交匯處流量已嚴重超出負荷，故由11/12學年開
始，將不再簽發「羅湖道學童禁區通行證」予小四
年級學童。倘若申請人數過多，部分小三學童亦將
有機會不獲簽發「羅湖道學童禁區通行證」。發言人
又指，政府會按個別學童特殊情況，酌情處理。另
外，受影響學童仍有不同的交通選擇，如可考慮轉
用跨境校巴服務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在新高中課程中，
有13科設有「校本評核」。有關科目的教師，須趕在
學期完結前，把本學期評核分呈交考評局。一項調
查發現，當局並未有「信守承諾」設立網上平台，
以供教師呈分；反要求老師自行下載軟件，並像文
員般輸入學生名單及分數。調查結果顯示，7成半受
訪教師指，軟件不易使用，並指教師在輸入分數
後，各科主任要花上數天時間予以統整，再供校長
核實後方可上呈。受訪教師質疑，當局把公開試工
作攤分予前線老師，卻拒絕提供額外資源，大大加
重教師行政工作壓力。

考評局獲1.5億開發網上呈分平台
教育評議會於上月初進行問卷調查，訪問了來自95

所中學、共1,002位設有校本評核科目的教師，了解
他們對校本評核呈分機制的意見。教評會執委蔡國
光表示，考評局於2009年獲撥款1.5億元，用以開發
網上平台，讓新高中老師進行校本評核呈分工作。
不過，有關平台至今仍未成立。而當局今年更要求

教師自行下載軟件「入分」，令教師大感不便。
教評會另一執委黃家樑指，逾3/4受訪教師認為，

該「入分」軟件難用，「至少須花上數個課節時
間，才能完成整個（入分）程序。完成後，更要放
進USB（隨身記憶體），再交給科主任統整，非常費
時失事」。調查中，逾9成受訪者認為，「入分工作
增加教師工作量」。逾8成受訪者認為，「校內調整
同科、不同教師分數有困難」，令負責統整分數的科
主任陷於困境。

逾9成指「入分」增工作量
調查亦發現，認為「校本評核與教學有關」，又或

「無關」的受訪者，各佔一半。黃家樑指，不少教師
認同持續評估的概念，但同時不滿當局把公開試責
任強行加諸於前線教師，故約86%人認為，「考評局
不應將公開試工作強制指定教師執行」。另外，有
72.8%教師認為，當局應容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校本評核，而非「一刀切」於所有學校推行。
教評會主席鄒秉恩表示，部分學科如生物、化

學、物理及視藝等， 重實驗，也需要較長時間完
成作品，有保留校本評核的價值。但中史、地理、
語文或通識等學科，公開試中已有多元考核機制，
設立校本評核的必要性令人質疑。
他續稱，校本評核推行至今，學界曾多番提出反

對，期望當局正視問題、考慮暫緩推行校本評核；
同時讓學校自行決定是否參與。

■鄒秉恩(中)期望當局考慮暫緩推行校本評核。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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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北區支部成員聯同約30名跨境學童及家長，昨早冒雨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制訂
完善跨境學童政策，保障學童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