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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小將怕傷拒入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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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升中派位昨放榜，減班效應下大批家長

學生爭相到名校叩門，以博取最後入讀機會。不過，來自基層家庭的鮮

魚行學校小六生陳飛揚，因籃球技術出眾獲直資名校拔萃男書院主動提

供入學機會，但他卻「反其道而行」，正考慮放棄該校學位。飛揚坦

言，擔心男拔只看重其運動才能，如未來遇傷患、技術退步等，或隨時

「失寵」，更憂慮校方提供的獎助學金無以為繼，其家人將難負擔高昂學

費。縱使父母及小學校長好言相勸，飛揚仍堅持入讀獲派的地區津貼中

中；對於年輕的他，名校之「名」或顯得太沉重，讓其難

以展翅「飛揚」。 （尚有相關新聞見A26版）
窮小子亦有出頭天。鮮魚行學校小六

生陳裕寶雖出身基層，父母無力供他補
習學藝，但憑 努力，昨成功獲派傳統英中九龍華仁書
院，令父母喜上眉梢。因年逾60的陳爸爸數年前已退休，
他們一家三口只靠從事清潔的陳媽媽每月賺6、7千元維
持，生活環境甚差，而直至2年前他們才走出大角咀百呎
房，成功獲派牛頭角上 公屋單位，改善居住環境。陳

爸爸坦言勞碌大半生，最希望愛兒憑知識改變命運，未來
找到一份收入穩定、舒適的工作，便於願足矣。
裕寶曾與父母逼在大角咀一百呎 房、一家三口睡在同

一床上、一屋數戶共用洗手間及廚房，但亦無阻他努力讀
書，成績一直於校內名列前茅。近年裕寶主要由陳爸爸照
顧管教，但他直言，因年紀相差較遠，與愛兒相處的確有
代溝，可幸裕寶一向懂事，只消父母嘮叨一下，便會自動
自覺讀書溫習，考試名次更由小一全級第六逐年提升至小
六時的全級第一，十分生性。

不望兒賺大錢 只盼貢獻社會
對裕寶升中開支如書簿校服費等，陳生表示，已預留8

千元準備開學，一家亦正申請減租，希望能幫補兒子學
業、課外活動所需開銷。陳太則稱，對兒子能派入名校感十分安慰，
但她強調，無意要求兒子將來賺大錢，反希望他找到喜愛的工作，貢
獻社會。
來自內地清遠的陳太又表示，由於自己生於大家庭，自小便將讀書

機會讓予弟妹，連初中課程也未完成，「現在很後悔當時無讀多點
書，因此更想教導裕寶，要好好珍惜讀書的機會。」她坦承在賓館的
清潔工作相當辛苦，每晚9時多才回到家，與家人聚少離多，但裕寶
經常捱肚餓等母親回來一同晚膳，往往令牽掛愛兒的陳太甜在心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今次是深圳兩所港人子弟
學校第2年參加香港升中派位，其中
羅湖港人子弟學校共有30人獲派港
學位，較去年多4人。該校校長鄭佳
秋表示，不少學生獲第一志願學校
錄取，目前尚未有人表示放棄學
位，整體對派位結果滿意。當中有
家庭更已計劃舉家遷回香港，以方
便子女上學。
該校小六生林雪瑩獲派至英文中

學香港道聯會鄧顯紀念中學。她此
前曾和父母往學校考察及參加面
試，覺得校風和師資也佳，對能入
讀感興奮。她又笑言，希望香港課
程作業不要太多，未來數月會努力
跟爸爸學習廣東話，亦會和家人大
食一餐慶祝。林媽媽則指，希望女
兒能在港大學讀書，故選擇在升中
時回流。至於未來方向，她認為深
港合作緊密，許多領域發展已經不

相上下，女兒於哪裡發展都無所
謂。

擬舉家回流港定居
獲派大埔區救恩書院的金振高對

結果也感滿意。他坦言自己英語基
礎不好，救恩主要以中文教學，壓
力相對較小。金媽媽則稱，近期已
在 手搬家，今晚便會正式搬回香
港居住。振高對回港生活充滿期
待，他說有哥哥姐姐在香港讀書，
覺得學習方式很好，小小年紀的他
立志未來要做一名香港警察，為社
會出力。
另外獲派中大校友會聯會張渲昌

中學的陳寶玲笑稱，自己廣東話不
算流利，在參加學校面試時，大膽
提出用普通話回答，相信有所加
分。媽媽楊女士則指，雖然自己或
要較花時間適應香港生活，但為了
女兒學習，也已計劃到港定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為讓
學生能親身體驗外國的學習文化，
取錄不少清貧生的鮮魚行學校，正
計劃展開籌款，最快於新學年開
始，每年資助一名校友往美國、加

拿大或新西蘭的公營高中留學1年，
預計涉及約8萬港元資助。校長梁紀
昌指，不希望任何人因經濟問題而
失去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希望藉
此計劃，讓清貧學生親身踏足國

際、擴闊視野。
是次計劃針對15至18歲的鮮魚行

學校校友，讓受惠者能透過出外留
學1年增加閱歷，但如欲繼續留在當
地升學，則須自費，梁紀昌指，若
未來籌得更多經費，將考慮增加資
助名額令更多校友得益。

努力成才
在中一減班影響下，學生派獲心儀校成

功率大降，傳統名校入學競爭更見激烈。
但對年僅13歲身高已約1米7的灌籃高手陳
飛揚來說，名校學位卻是「手到拿來」之
事。上學年，他已獲選西九龍小學學界最
佳籃球運動員，且學業成績也中上，是校
內的精英分子。由於男拔一向重視運動，
該校體育科老師特別在今年初學界賽事
「揀蟀」，看上飛揚的出色表現，其後更主
動接觸鮮魚行學校的體育老師，表明欲保
薦他入讀男拔。

盼入首志願與波友同進退
男拔昨日為飛揚安排筆試，並將於下周

確認是否取錄，鮮魚行校長梁紀昌稱，飛
揚有極大機會被正式取錄，而男拔亦已承
諾將向他提供獎學金，以支付學費。雖然
機會已自動「送上門」，但飛揚卻大感猶
豫與不安，他覺得校方主要重視其運動才
能，擔心未來有傷患未能保持水平，獎學
金資助隨時泡湯，屆時面對每年數萬元的
學費，家庭經濟環境存隱憂。而他昨獲派
首志願的信義中學，則有不少「波友」相
伴，故寧願與同窗「同進退」。
眼見愛兒堅持棄讀男拔，大好機會白白

溜走，陳太坦言感到很可惜，更透露與丈
夫已多番相勸，但徒勞無功，只好無奈接
受愛兒的決定。

梁紀昌亦認同指，男拔是傳統名校，在
資源、師資各方面確較為優勝，甚至可邀
請國際頂級教練，集中培訓飛揚的籃球技
術，「真不想浪費了他的天份，會繼續勸
他考慮入讀男拔。」

男拔：獎金不因傷患停發
對於飛揚的情況，男拔校長張灼祥昨回

應香港文匯報指，該校絕不會只看學生
「打波叻」，會顧及其全面表現，才決定是
否取錄；若校方一旦決定提供獎學金予入
學者，也絕不會因其傷患、運動表現退步
等，突然終止發放，現時該校亦有1成人
以獎助學金補貼學費，認為飛揚毋須擔
心。但他亦表示，於名校就讀確實有一定
壓力，認為飛揚應考慮是否能夠克服，要
「過到自己 關」才入讀。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講座教授侯傑泰則
稱，飛揚有意棄讀名校，其患得患失的心
情可以理解，相信他是擔心自己無法克服
挑戰，故欲入讀較「安全」的地區學校，
「飛揚可能認定學校是『利用』其才能，
事實上，男拔作為傳統名校，也孕育過不
少『屋 』尖子，我相信這想法並非事
實。」而男拔主動接觸來自基層的飛揚，
亦證明其打破「貴族學校」形象的誠意。
侯傑泰直言，衷心希望飛揚慎重考慮，勿
輕易放棄此擴闊眼界的好機會。

■陳裕寶（右）
雖出身基層，
憑努力成功獲
派九龍華仁書
院，令母親喜
上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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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飛揚堅持棄讀男拔，陳太坦言感到很可惜，更透露
與丈夫已多番相勸，但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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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派位結果昨日公布，獲派理想志願同學笑容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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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振高立志當香港警察，為社會
出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鮮魚行籌款助校友遊學美加

內地港人子弟校30人獲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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