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一新生註冊昨日展開，家長最遲今日須到獲派
中學註冊，否則將被視作放棄學位。部分新生

昨日完成註冊後，即到書局購買新學年教科書。由於
部分中學下星期才安排新生作中一分班試，故不少家
長欲等待分班結果，其後才一併購買教科書。

香港文匯報搜集了全港20多所中學中一書單，發
現逾6成學校中一書單總書價超過3,000元，當中5
間學校總書價更高於3,500元。其中，書價最貴的
是沙田區英中聖公會曾肇添中學，連同參考書、字
典及地圖冊在內，總書價約3,776元。其次為位於
將軍澳的仁濟醫院靚次伯中學，買齊一套教科書需
3,730元。至於黃大仙區英中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中一總書價亦由去年3,551元，上升至今年3,686元，
升幅約4%。

廠商會獅子會相對便宜
另一方面，部分學校書單總值相對便宜，家長負擔

較輕鬆。位於石硤尾的廠商會中學及葵芳的獅子會中
學，分別有2科及6科沿用自製教材，書價較便宜。兩
校書價分別為2,103元及2,255元。

廠商會免費借音樂課本
廠商會中學副校長周修略指，該校很多學科均會採

用自製教材。自製教材除了可為家長省錢外，亦更貼
近校本需要。一般而言，學生每年只要繳交每科20元
的影印費，便可獲得所需學材。此外，該校會免費向
學生借出音樂課本，學生不用花錢買書。

教育局與書商未能就「教科書、教材分拆定價」達
成共識，今年教科書市場內僅5%新版、修訂版課本
落實分拆。由齡記出版的「探索中國史」中一冊書價
122元，價格比分拆前的舊版便宜約3成，五邑司徒浩
中學、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及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均
有選用。而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則選用了「文達．名
創教育」出版、148元的「全方位中國歷史」中一
冊，價格同樣較未分拆的舊版書低。

家長批送贈非必要教材
女兒升讀油尖旺區英中的伍太，昨早與女兒完成中

一註冊後，前往書局購買備戰分班試習作。她表示，
剛為女兒購買約600元新校服，以及支付500多元簿
費。她計算過，女兒新學年總書費約3,000元。就大
部分教科書均未落實分拆，她指雖早有心理準備中學
書價一定較貴，但如果要家長補貼教師用書成本、書
商又經常附贈非必要教材，令書價成本高企，做法並
不合理，「唸小學時已經是這樣了，很多附送的教材
都用不㠥，造成浪費」。

部分中學中一書單開支
學校名稱 中一書單開支(元)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3,776.5

仁濟醫院靚次伯中學 3,730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3,686

中華基督教全完中學 3,635.5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3,605.5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3,416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3,410

文理書院(九龍) 3,342

何文田官立中學 3,294.5

天主教普照中學 3,194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3,190

明愛胡振中中學 3,178

趙聿修紀念中學 3,169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3,153

五邑司徒浩中學* 3,028.5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2,971.5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2,960.5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2,889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2,811.5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2,776

佛教黃允畋中學 2,618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2,483

獅子會中學 2,255

廠商會中學 2,103

註：*為有選用已分拆新版書的中學、書價包括參考
書

資料來源：各學校書單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英基IB女狀元升劍橋盼投身環保

6成學校書單逾3000元埋單 開支平多因校方諗計慳荷包

最多差額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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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工程營300高中生參加

研資局周六科學館辦講座

質疑視藝校評調分制
美協倡全給滿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浸大昨日獲
SML集團捐資100萬元，支持工商管理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良師益友」計劃。校方會邀請
不同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主管，與浸大師生
交流分享，為有志投身該行業的學生，提供
實習機會和職前培訓。

何景華孫燕華陳新滋主禮
校方昨日舉行捐贈典禮。典禮由SML集團

首席行政總監何景華、SML集團環球人力資
源總監孫燕華和浸大校長陳新滋主禮，出席
嘉賓逾100人。據了解，上述「人力資源管理
良師益友」計劃由2002年開始，導師由最初
只有8位，增至目前逾60位。導師來自本港各
大機構的人力資源經理，包括信興集團、麥
當勞餐廳、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利豐集團、
香港賽馬會、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醫院管理
局等。此外，不少曾受惠於該計劃的浸大校
友，擔任學弟學妹的導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近月教育局

與書商就落實教科書、教材分拆定價而展開

拉鋸，令教科書書價問題備受關注。香港文

匯報記者收集了一批中學書單，發現不同學

校的書單總值差天共地：以中一級計算，最

便宜的，僅2,100元已可買到整套中一生用

書；最貴卻高達3,700多元，差額近8成。另

外，6成多學校書單總值逾3,000元，家長負

擔沉重。據了解，書單開支較低廉的學校，

主要是學校願意為學生「慳荷包」而動腦

筋。有學校5成科目均會提供廉價自製教

材；亦有學校免費向學生借出音樂課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全港現時約有350所中
學開設新高中中五視覺藝術科，有關學生將於明年參
加首屆中學文憑試。各人須參與校本評核，學校呈分
限期今日截止。香港美術協會日前於報章刊登聲明，
對視藝科文憑試考評制度提出質疑，並呼籲全港視藝
科老師把各學生的校本評核均評為滿分。近180名視藝
科教師及藝術界人士支持，以逼使考評局重新審視校
本評核調分機制。考評局發言人表示，當局一向有嚴
謹調分機制，亦會委任專業審核員檢視習作樣本，建
議分數調整幅度，確保調整分數準則一致。

不滿欠一致清晰指引
現時修讀視藝科的中五學生有5,399人，新高中視覺

藝科考評制度近日惹起部分學界及業界人士不滿。香
港美術協會早前向全港學校發公開信，批評視藝校本
評核欠缺一致清晰指引，呼籲視藝科老師在校本評核
報告內，劃一給予學生最高分數，即5分，令考評局啟
動調分機制。據了解，協會已收到180名視藝科教師及
藝術界人士支持，亦計劃就事件向申訴專員投訴。

協會日前更在報章公開向教育局及考評局發表聯署
聲明，認為教育局與考評局就校本評核的評分指引不
一，亦批評校本評核作品集內3件作品為同一主題，是
強人所難。協會要求重新檢視新高中視藝科校本評核
作品集的數量及執行形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理工大學工程學
院，剛於本月5日至7日，在大學校園舉辦為期3日的夏
令營，吸引逾300名來自13間本地中學的中四至中六同
學參加。

工程夏令營以「綠色工程，帶來更美好生活」為題，目
的是加深參加者對工程學不同範疇和專業的認識，同時提
升他們的溝通與領導技巧。夏令營期間，參加者獲安排入
住理大學生宿舍，親身體驗大學生活。

理大工程學院署理院長徐星全教授表示，參與夏令
營的學生，需要完成一系列以綠色工程為題的專題習
作，優異作品於昨日舉行的作品展暨閉幕典禮展出。
創意作品包括：可穿戴電腦及機械人、環保光碟機、
3D實物模型及動畫繪製、電子馬達、節能電燈等。至
於高桌晚宴，則是夏令營另一項精彩活動，參加者有
機會與傑出商界領袖、工程師、校友及學系成員聚會
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研究資助局將於7月9
日（周六）下午，在香港科學館舉辦「卓越學科領域」
公眾講座。港大化學系許慧嫻講座教授、支志明教
授，以及科大生命科學學部講座教授葉玉如，將與市
民分享他們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卓越學科領域計
劃」資助項目的研究成果。查詢電話：2524 3987。

活動將於本周六下午2時半至4時半，假香港科學館
演講廳舉行，巿民可免費入座，先到先得。支志明是
中國科學院院士，曾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是
香港首位及香港唯一的學者獲該項殊榮。支志明的講
題為「化學生物學：金類抗癌藥物和中藥」。

葉玉如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並且是「歐萊雅——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得主。她
將以「從神經科學到人類健康」為題，介紹在學習和
記憶的分子機理、神經退化性疾病病因等方面的尖端
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國
際文憑預科課程（IB）日前放榜，今年
有4名來自英基學校協會屬校的學生，
以滿分45分榮膺全球狀元。其中，出身
醫學世家的長髮美少女胡安愉，9歲從
新西蘭來港後，驚見香港污染問題嚴
重，「維港好像一尾魚都沒有」，立志
要為本港環保出一分力。她家境富裕，
但用的仍是10年前的舊款電話，堅持

「不追名牌、不坐私家車」。她即將赴劍
橋大學修讀土地經濟系，期望將來投身
環保界。

4人考獲滿分成為狀元
英基轄下中學今年有755名學生應考

IB，平均分34.3分，成績為3年來最好。
其中，英皇佐治五世學校的胡安愉及楊
代怡、南島中學的藍灝澄、沙田學院的
Rachel Robertson更考獲滿分45分，成為
狀元。

棄從醫感環保更有意義
樣子甜美的胡安愉，父親是兒科專科

醫生，母親同為醫護人員，即將入讀劍
橋土地經濟系。她坦言，父母都期望自
己從醫，但她卻希望將來投身保護環境
組織，為環保出一分力，「每個範疇如
經濟發展等，其實都與環境有關，特別
是看到這麼多自然災害，感到地理科特
別有意義」。

她在美國出生、新西蘭長大，回想兒
時喜歡行山、游水及騎馬，「從沒想過

環境污染這問題」。但2002年來港後，
她卻驚覺空氣質素原來可以很差，「氣
管不時出現敏感，又經常喉嚨痛甚至失
聲」。

驚睹維港似無魚
至於香港地標維多利亞港，更令她感

到驚訝，「好像一尾魚都沒有，令我覺
得香港特別需要有人去保護環境」。

她身體力行，於日常生活實踐環保，
基本規條為「不追名牌、不坐私家
車」。當時下年輕人都追求最新款
iPhone智能手機時，她從手袋取出一部
近10年前的舊款電話。她笑言，因早前
遺失了手機不想再買，便向朋友借用至
今。雖然家境富裕，有私家車代步，但
她仍堅持每天從家出發，走路25分鐘回
校。

男狀元中文滿分母功勞
另一名狀元藍灝澄，自小移民澳洲，

中文程度十分差。他幸得母親「威迫利
誘」，終在IB中文科取得7分滿分。他表
示，5歲回港後，母親不斷為他安排補
習老師：「當時想，身邊同學都不讀中
文，為何我要讀？」在母親多年的鼓勵
及栽培下，他最終獲得佳績，亦更了解
媽媽的苦心，「作為中國人，很應該會
讀會寫會講中文」。藍灝澄父親為大律
師、姐姐亦將投身法律界。他已獲美國
名校布朗大學取錄，但認為家中太多律
師，正考慮修讀經濟或社會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英
基學校每年獲政府2.8億元定額資助。
而教育局現正檢討針對英基的資助安
排，包括考慮讓學校由明年起過渡至
自負盈虧，轉為私立或直資學校。校
方昨日表示，若政府撤銷資助，有需
要加學費至少2成。

資助安排視乎英基定位
立法會下周一將討論英基定位問

題。教育局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提交的文件指，當局對英基的資助，
將視乎該校的定位。若英基定位為國

際學校，將只會獲政府貸款而無資
助。若英基定位為直資學校，所受監
管與其他直資學校相同。

英基行政總裁杜茵妮昨日回應指，
政府資助佔英基收入的2成。若英基轉
為私立國際學校，需要加學費至少兩
成。杜茵妮指，學校有7成家長是香港
永久居民，認為政府有責任為這些家
長的子女提供教育，相信家長不會接
受加費。對於轉為直資學校，杜茵妮
認為並不可行，因為學校並非提供本
地課程，校方將與教育局繼續商討英
基的前途問題。

政府若撤資助 英基或加費2成

■陳新滋 (左) 接受支票，並承諾大力推動計
劃。 浸大供圖

■部分中一新
生昨日完成註
冊後，隨即到
書局購買教科
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據多所中學中一書單顯示，書價最低只需
2,100元左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伍太指，書商應盡早落實分拆，減輕家長負
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 4 名 英 基
學生(前排左
起)藍灝澄、
胡 安 愉 、
R a c h e l
Robertson及
(後排)楊代
怡，成為IB
狀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子瑩 攝

■在理大機
械工程學系
盧覺強工程
師（右二）
的指導下，
同學製作了
太陽能水陸
兩用車。

理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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