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適齡人口下降影響，今年有56,490人參加中學
學位分配辦法，較去年減少約5,000人。為紓緩殺校
潮，教育局於年初推出減班計劃，吸引200所學校
參加；若按每班34人推算，已削減掉6,800個學額，
與今年下調的適齡學生人口比較，足足「減過龍」
約2,000人。

統一派位獲首志願勁減9點
減班計劃原為紓緩殺校危機，但另一方面卻又對

升中派位構成影響。教育局昨公布新學年整體派位
結果，今年於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階段獲派首
三個志願學生的比率為84%，見07年以來的新低；
至於整體獲派首志願的比率則為70%。
至於統一派位階段（包括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

及乙部「按學校網分配」兩部分合計），獲派首三
個志願學生為75%，較去年減少8個百分點：獲派首
志願的學生更只有52%，對比上年減少9個百分點。
反之，未受減班影響的自行分配學位中，63%學生
獲派首志願，較去年微升1個百分點。
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張勇邦認為，今年實施「減班」

措施，令全港學額減少，「家長以為人口下降會增
加入讀名校機會，卻無計算到學界實施了減班，部
分學校的學額因而減少；亦不排除有家長無搞清楚
報讀的中學是否減班，就一窩蜂申請，未有衡量入
讀機會」。

學生仍不足 殺校危機未過
油尖旺區家教會聯會會長李偲嫣批評當局推行減

班計劃時，未有清楚「計數」，故出現「減過龍」，
令家長承受精神負擔。雖然有聲音批評當局呼籲全
港減班，導致「減過龍」，但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廖
亞全堅稱，新學年並無出現有關情況，他指即使新
學年有200所學校參與減班，全港仍尚欠800至1,000

名學生，殺校危機仍未過。另外，教育局資料顯
示，今年有41名符合資格的「港人子弟學校」小六
學生參加學位分配辦法，全部獲派香港中一學位。

校長：叩門更難 勿漁翁撒網
教聯會主席、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黃均瑜表

示，不少中學參與減班，可供叩門的學額會大幅減
少，叩門難度會大大增加。他建議家長勿採「漁翁
撒網」策略，宜選定一至兩所心儀學校，集中叩
門，「一旦知道要叩門，應該早點到達學校，表現
誠意。」他又指，叩門應帶備學生檔案，展示學生
的學業成績及強項等。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所有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的學生，今日須返回就讀小學領取「派位證」及
「入學註冊證」，並於本周四及五（7月7日及8日）前
往獲派中學註冊。倘若學生及其家長因要事未能辦
理註冊手續，應授權他人處理，否則會被視為放棄
獲派的學位。

近年升中派位「如願」比率
分項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參與派位人數 56,490 61,309 67,963 71,846 77,255

整體獲首三志願 84% 89% 85% 88% 84%

整體獲首志願 70% 75% 70% 73% 68%

自行收生獲首志願 63% 62% 61% 62% 61%

統一派位獲首三志願 75% 83% 78% 81% 76%

統一派位獲首志願 52% 61% 55% 60% 53%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冠名逸夫科學大樓
中大擬設基金助學

派位今揭盅 減班削學額 名校更難入

人數07年後新低
升中入心儀校減

3成教師壓力爆煲
最不滿小學殺校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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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教育改革推行至
今逾10年，334新學制、外評、融合教育等逐步
落實，除了學生忙於適應，亦為教師增添不少額
外工作。教聯會一項調查顯示，3成中小學教師
壓力「爆煲」；而受訪者對04年開始的小學「殺
校潮」最感不滿。教聯會主席黃均瑜指，小學
「殺校潮」令教師心有餘悸，而中學殺校危機尚
未解除，希望當局制訂長遠政策，釋除教師疑
慮。
教聯會5月中向75所中小學，共1,264位教師進

行問卷調查，了解他們對近10年共40項重大教育
政策的滿意程度。結果顯示，當局04年開始要求
收生不足的小學結束，造成小學「殺校潮」，獲
評的滿意值最低、僅得3.9分。設立外評機制、中
學組別「5改3」致學生差異加劇、新高中校本評
核等政策，得分同樣不合格。
調查發現，教師的工時及壓力均有增無減，3

成人感到壓力，比3年前同類調查得出的1成7，
大幅增加13個百分點。另54%人每周工時逾60小
時，比3年前上升9個百分點。超過6成受訪教師
表示，處理行政工作的時間，佔整體工時的3成
或以上，並認為處理行政工作對教學質素有負面
影響。

教局：推支援措施助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建議，當局應增加資源，

讓每所中、小學增聘1位行政主任，減輕教師行
政工作量，紓緩教師沉重的壓力。教育局發言人
回應稱，明白教師的現況和需要，已先後推出多
項支援措施，改善教師的工作情況，如增撥津
貼、增聘人手或外購服務等。當局亦定期為教師
舉辦培訓課程和專業支援，協助教師適應和掌握
有關的課題。

深圳撐辦深中大
中大深大簽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與

深圳大學，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擬按合作辦
學形式籌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雙方昨在深
圳簽署協議，日後中大負責日常管理、教學科
研、招聘教師，並參照中大的辦學理念和運作模
式，使辦學水平與大學本部一致。深大則負責聯
繫深圳巿政府，落實中大（深圳）所需要的辦學
場所和相關配套設施。
有關協議由中大校長沈祖堯及深圳大學校長章

必功簽署，並由中大校董會主席鄭海泉、廣東省
教育廳廳長羅偉其、深圳市副市長吳以環等見
證。

龍崗大運公園南建校園
中大（深圳）校園位於深圳巿龍崗區大運公園

南側，佔地約100公頃，其中建設用地約50萬平
方米，校方計劃分兩階段達到約1.1萬名學生的規
模。該校將通過全國統一高考和自主招收生方式
招收本科生；研究生則按照學業和研究成績擇優
錄取。
同時，該校將採用雙語教學，並㠥重新興學科

和交叉學科，成立初期將主要開辦理工及經管類
學科等。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為理事會，由中大
與深大各委任8人組成，理事長由中大校長出
任；理事長擁有最終決策權。
中大表示，中大（深圳）的籌備資源和運作經

費必須獨立於中大沙田校園；深圳市人民政府將
無償給予中大（深圳）土地及負責校舍設施和建
設，並按學生數目給予適當補貼。中大期望在1
年內與深圳大學就實施細節取得共識，以期簽訂
詳細協議。

聯招改志願
嶺大工管受熱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高考放榜後，各

參與大學聯招的考生都可就其已選報課程改動志
願優次。8大院校最新資料顯示，完成改選後，
以首三志願計，嶺南大學工商管理有3,273人選
報，為最受歡迎課程；而城市大學社工則有1,736
人爭60個學額，平均28.9人爭1位，於各課程中最
激烈。

結果7月28日網上公布
除嶺大工管外，浸會大學及科技大學的工管也

分別有2,182人及1,779人以首三志願報讀，但該等
課程學額亦相對較多；若以競爭比率計，教育學
院全球及環境研究有1,110人爭40學額(27.8爭1)，
而嶺大哲學則有814人爭30學額(27.1爭1)，都是較
激烈的課程。大學聯招遴選結果，將於7月28日
網上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周婷）

升中派位今日揭盅，今年的升中人數雖然

下降5,000人，但教育局數字顯示，整體獲

派首三志願的比率為84%(見表)，較去年減

少5個百分點，是07年以來的新低。至於統

一派位獲派首志願者僅52%，大幅減少9個

百分點。有小學校長表示，上述比率減低

與減班政策有關，部分地區更有「減過龍」

情況，在名校學額收縮下，滿意率肯定不

升反跌。不過，津貼中學校長會指，即使

今年實施「集體減班」，但全港仍欠800至

1,000個學生，估計新學年部分學校仍未逃

離殺校陰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為紓緩殺校危機，
經教育局呼籲後，多區實施全區減班，但部分區域
出現「減過龍」情況，需要向其他區域借學額。有
屯門區校長透露，受惠於元朗區多所學校參與減
班，今年有200多個元朗區學生，預計會「跨區」
至屯門就學，大大紓緩區內的殺校危機。至於葵青
區實施「全區減班」後，亦出現「減過龍」情況，
當局計劃為該區採取每班加派一名學生的短期措
施。
雖然新學年有200所學校參與「5減1」，但受人口

分布不平均影響，部分地區的學額出現「錯配」。
元朗區校長會主席鄧振強表示，區內多所學校實施
減班後，出現升中學生較學額多的情況，故已向當
局反映須向屯門區借入逾200個的學額。有屯門校
長指，區內即使減班後，亦出現學額供過於求的情
況，預計元朗區的跨區學生有助紓緩區內情況。
至於荃葵青區校長會主席何滿添亦表示，新學年

實施全區減班後，有機會出現學額不足的情況，但
實際情況仍需觀望跨區學童及入讀直資學校的學生
數目，但已向當局申請有需要時每班會加派1人。

教局：鄰區「調位」恆常安排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各校網的中學分布不平均及

人口遷移等因素下，當局會按一貫機制在統一派位
階段調撥學位。如個別地區學位出現短缺，恆常的
安排是從鄰近地區調撥學位；在鄰近地區無法提供
所需學位的情況下，當局才會考慮短期措施，例如
向有關地區學校多派學生，以免影響更多其他地區
的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中
文大學早前獲邵逸夫及邵氏基金(香
港)有限公司捐贈價值1億元電視廣播
有限公司股票，資助院校持續發
展。中大昨公布將位於中央校園的
科學大樓命名為「逸夫科學大樓」，
以感謝邵逸夫對中大的長期支持。
逸夫書院擬利用當中6,800萬元成立
基金，將每年派息約240萬元作為獎
助學金，嘉許成績優異及支援經濟

有困難的學生。
中大昨舉行「逸夫科學大樓」命

名典禮，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主
席邵方逸華、中大校董會主席鄭海
泉及中大校長沈祖堯等均有出席。
沈祖堯致辭時表示，邵逸夫與中大
結緣40載，曾經資助創立逸夫書
院、資助興建邵逸夫堂、教學大樓
等，參與推動科研、文化、藝術，
對中大貢獻良多。

■教聯會調查顯示，3成中小學教師壓力「爆
煲」，對04年開始的小學「殺校潮」最感不
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今年升中派位獲派首三個志願的整體滿意率僅
84％，較去年減少5個百分點，見07年以來新
低。 資料圖片

■中大昨日
舉行「逸夫
科學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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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理想2學子 忘我服務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兩名大學

生，一人離家出走，「寧願餓死」也要搭建自
己的人生舞台；另一人有家不歸，「㠨街」與
露宿者打交道。他們並非為引人注意，而是為
追尋理想，兩人投入忘我的精神，令人動容。
29歲的演藝學院電影電視系畢業生陳啟廣，

小時候已極有表演慾，中七畢業，他放棄兩所
大學的學位，堅持報讀演藝學院，氣得父親與
他「割蓆」。他帶㠥3,000元離家出走，「父親
以財政封鎖迫我就範不果，氣得和媽媽到內地
生活」。

教小朋友拍攝剪接
搬到60呎板間房、朝8晚12補習，捱過一段艱

苦半工讀生涯，啟廣後因成績優異，3年後由
舞台系轉到導演系，並得到了更多工作機會。
在忙碌的日程中，他又抽空義務教小朋友拍攝
及剪接。過去4年，他多次到雲南山區拍攝彝

族居民的生活，記錄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目
標是投身教育電視製作的他，正一步步向理想
進發，期望透過影像影響更多人。

為了解露宿者「㠨街」
蔡俊威是今年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畢業生，

家住公屋，特別關注低下階層的生活，相信政
策可以改善社會。他曾進行露宿者及深水㝸社
區的研究，用一個暑假「㠨街」，實地考察。
「㠨街」的體驗，讓蔡俊威得悉露宿者的生

活習慣及實際需要，「有些人『上樓』之後會
再露宿，因為他們在街上已建立網絡，彼此會
分享食物、搵工資料，即使派社工一直勸他們
亦無用。」即將升讀碩士的他，期望將來以研
究貢獻社會，於政策層面改善問題。
陳啟廣及蔡俊威是過往㞫生銀行社會服務獎學

金的得主，該獎學金每年均會表揚70多位來自11
所本港大專院校的學生，每人可獲2萬元獎金。

■陳啟廣(左二)與蔡俊威(右一)同獲「㞫生銀行社會服務獎學金」。圖為
他們擔任義工教導小朋友循環再造舊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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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200
多個學生料
會「跨區」
至 屯 門 就
學。圖為學
生、家長往
心儀中學叩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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