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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內地交流盼增資助德育國民教育
諮詢收千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於今
年5月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諮詢稿，展開為期4個月的諮詢，諮詢期
至昨日結束，截至昨下午5時，教育局和
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共收到超過一
千份意見，當局現正整理及分析有關資
料，稍後會將向專責委員會提交文件，並
於9月中旬的會議詳細討論及議定跟進工
作。

作進一步優化課程基礎
在諮詢期間，教育局及專責委員會從不

同渠道收集各界人士意見，作為進一步優
化課程的基礎，收到的意見包括諮詢會調
查問卷、全港學校調查問卷，以及經電
郵、傳真或信函提交的文件；而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及專責委員會成員也多次出席
立法會會議及其他諮詢活動，聽取各界人
士意見。

■曾蔭權鼓
勵同學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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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翁祐中學學生透過3D動畫作品《氣球》訴說知足不辱
的道理，更揚威首爾國際青少年電影節，獲得「實驗藝
術探索大獎」。 學校提供圖片

■副校長洪美華（右二）表示，老師花了大量心血和時
間才自行製作出課本及作業，並非金錢能衡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錄292內地優秀生 16歲瀋陽神童最年輕

內蒙尖子首來港
中大西北初招生

港生3D道德經
奪國際青影節大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4個香港中學生、一本老子
《道德經》、七彩繽紛的氣球，結合成3D動畫，訴說出人
生的大道理。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4名中三至中五學
生，將《道德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的
道理融入3D動畫情節，製成作品《氣球》，更藉此揚威第
13屆首爾國際青少年電影節（SIYFF），勇奪13至18歲組別
的「實驗藝術探索大獎」殊榮，亦為香港歷來參與該亞洲
最大規模青年電影節競賽實現「零的突破」。

現代手法演繹道德經
上月在首爾舉行的SIYFF共有全球逾1,200多份作品參

與，「實驗藝術探索大獎」為其3個大獎之一。翁祐中學
中五生袁冠天、梁錦俊、中四生李銘亮及中三生曾淇源，
以作品《氣球》於13至18歲短片組別中打敗來自愛爾蘭、
韓國、西班牙、美國、丹麥和內地的主要對手為港爭光。
他們表示，該作品共用了4個月時間創作，背後充滿教育
意義，事緣該校去年獲飛雁道德教育基金會邀請就老子

《道德經》製作故事，同學即馬上到圖書館借書，希望能
以現代手法，去傳遞傳統道德思維的重要性。

悠長暑假終於結束，莘莘
學子今日重返校園，特區行

政長官曾蔭權在facebook專頁《香港特首辦》
送上開學祝福，並大力「推銷」已邁向第3個
年頭的「334」新學制，指第一屆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將於本學年舉行，而新學制為同學提
供均衡及多元化的課程選擇，大家可以按個
人興趣及能力修讀心儀科目，發揮潛能。

鼓勵擴視野 實踐目標
曾特首昨日在短片中，鼓勵同學們在新學

年繼續努力學習，積極參與其他學習經歷，
擴闊視野，實踐目標；並特別感謝所有不辭
勞苦的校長和老師一直以來的參與和努力，
使教育改革得以成功落實，並承諾特區政府
會繼續和學校攜手合作，全力支援學生的學
習，讓同學們各展所長，邁向成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兩年
多前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約40萬元推行校本家課政策，由
老師自製課本及作業，並採網上電子平台。該校初小英文
科已全面棄用書商教材，每學期可為家長節省約一半買書
開支，校方擬分階段推廣至更多科目。

每學期只需百多元
該校推行校本家課政策至今，小一至小三英文科過往採

用書商教材時，每學期需購買2冊課本及4本練習，合共花
費約400元。轉用學校自行製作用書後，學生每學年獲發
校方製作的3冊彩色課本及6本練習，價錢分別為每冊約25
元及6元，另加網上電子平台費用120元，即每學期只需百
多元，比書商教材便宜逾一半。

副校長洪美華表示，初小中文及數學科已開始採用校本
練習，而小四常識科亦會試行。另該校亦於05年起採用網
上電子學習平台，包括Fun and Friends及與香港城市大學
合作電子課業平台WELS，由老師自擬課程，通過網上資
源如動畫短片及錄音等，使課業內容多元化，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

推校本家課書簿費省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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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淑環)  在內蒙古

土生土長的牛奔，透過互聯網及報章認識

香港，對這個中西文化匯聚之地極感興

趣，一直想要來港見識。較同齡孩子遲入

學的他，今年已21歲，最近終於等到來港

闖蕩的機會，憑㠥內地高考一張醒目的成

績單，他靠㠥香港中文大學的獎學金，成

為內蒙古首位來港讀書的學生。另一位來

自瀋陽的小伙子王天舒，則以16歲之齡，

考入中大，是該校最年輕的大學生。

隨㠥內地及本港教育不斷融合，本港大學招收
內地生的比例亦有上升趨勢。中大今年透過

全國統一招生計劃在內地錄取了292名尖子，較去
年增加22人，該校更首度在甘肅省、內蒙古自治區
和寧夏回族自治區招生。中大日前為這批內地新生
舉行迎新活動，校長沈祖堯亦有到場支持。

上網得資訊 來港闖天下
今年中大錄取的內地新生，包括了21歲的牛奔。

他出生於內蒙古赤峰市，雖然他並非生長於大漠草
原上，卻繼承了蒙古族的堅毅精神。由於居住地域
偏遠，他大多只能從互聯網及報章上，吸取內蒙古
以外的資訊。他表示，中學時已開始留意香港的文
化及消息，高中時從老師身上了解更多香港情況，
一直對香港消息倍加留意。

在內地高考取得佳績的牛奔，早前成功獲中大取
錄，新學年入讀商科基礎班，他指「內地只有透過
高考途徑才能考入大學，故必須非常努力，但令溫
習的生活非常枯燥，得悉可以來港升學時，好像壓
抑的心情獲得釋放，非常開心」。

乾燥變濕熱 剛來即思鄉
來港只有短短數日，牛奔表示，希望多體驗香港

的獨特文化，相信對未來會很有幫助。不過，體驗
的過程讓他大感不慣，特別是香港天氣及飲食文
化，與牛奔的家鄉有很大差異，「香港特別潮濕、
內蒙古則特別乾燥；而且我習慣吃味道較濃的東
西，這時特別掛念家人做的菜，唯有自己去買一些

調味品」。
曾與本地同學接觸交流，牛奔認為彼此在言語上

雖有障礙，但慶幸有不少同學熱心翻譯，令他對融
入校園更添信心，更希望日後可留港工作。

中一跳兩級 最小中大生
另一位年僅16歲的王天舒，來自瀋陽，新學年入

讀中大理科基礎班。天舒指，小五時曾患上嚴重感
冒，需要轉校，但由於成績卓越，順利考入中一，
連跳兩級。天舒謙稱向來成績並非特別好，甚至感
到迷茫，直至升至高中三年級時，決心認真聽課，
成績才有大躍進。

作為年齡最小的中大學生，天舒坦言父母亦曾表

示擔憂，但為了可以學習國際化的課程，父母亦支
持他赴港升學，「一般每兩、三天便會致電回家，
讓他們更安心」。隻身留港的小伙子天舒，非常獨
立，亦能處理日常生活瑣事，不過本港炎熱的天
氣，對他而言卻是個大挑戰。他指希望完成大學課
程後，再到外國升學。

勤力福建生 英語近滿分
來自福建的林珺，高考英語以接近滿分成績，入

讀中大商科基礎班。自小已十分勤力的林珺坦言高
考期間，每天花逾10小時溫習，爭取入讀一流學
府。為了培養國際視野，林珺放棄了中國人民大學
學位，來港體會不同學術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淑環) 新學
年伊始，受發放禁區紙限制影響，民
建聯北區支部表示，已接獲百多名跨
境童家長求助，投訴未能獲取禁區
紙，子女需自行乘搭交通工具跨境上
學，包括幼稚園及小學學童，擔心構
成危險。多位跨境家長昨到教育局呈
交請願信，要求當局酌情放寬批出禁
區紙，民建聯建議當局考慮將幼稚園
及小學學童分批分流上課，紓緩交通
擠塞情況。

陳克勤與家長教局請願
隨㠥跨境童數目的增加，教育局早

前表示，羅湖道及落馬洲支線交匯處
的交通流量已超出負荷，需要限制行
車量，新學年只能簽發羅湖道學童禁
區通行證予幼稚園至小三學童；而落
馬洲支線禁區通行證予幼稚園至小四
學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昨日聯同
10多名跨境學童及家長到教育局請
願，要求當局放寬批准，向年紀幼小
的學童發放禁區紙。出席請願的北區
區議員劉國勳表示，近月收到百多位
家長求助，因未能趕及在申請禁區紙
限期前提出申請，新學年未獲批禁區
紙，造成嚴重不便。

無紙無校巴 家長迫告假
林先生的兩名子女分別就讀幼稚園

低班及高班，他指暑假時已為子女報
讀本港幼稚園，亦已繳交學費及跨境
校車車費，但近日校車負責人向他表
示，其子女未獲禁區紙，不能乘坐校
巴，令他大感無奈。林先生為解決燃
眉之急，今日的開學日只能向公司請
假，親自接送子女上學，「不單是車
費每日需多付數十元，時間亦至少多
花半小時，長遠而言，我隨時會失

業」。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為確保學童能

安全使用過境口岸上學，政府未能於
目前的安全上限之外再接受羅湖道禁

區通行證申請。家長仍可考慮為子女
安排於其他途徑過境上學，如乘搭以

「特別配額」形式營運的學童跨境校巴
等交通工具。

■陳克勤及劉國勳聯同10多名跨境學童及家長到教育局請願，要求當局放寬
批准學童禁區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的課程諮詢正式結束，一項調查發現，若以10分為
滿分，逾半中學生自評有7分或以上的動力去進一步
認識中國，有受訪學生更希望特區政府能增加資助，
讓學生可以多到內地交流。就早前有言論指在學校推
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向學生「洗腦」，研究反映普
遍高中生都認為自己有思考和判斷能力，不擔心「洗
腦」問題。

逾半人盼進一步認識祖國
香港小童群益會近日訪問了235名升讀中四至中七學

生，並與共14名學生進行了2次焦點訪問，了解他們對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意見。

調查顯示，55%受訪學生都表示自己有很高動力，
想進一步認識國情。學生在焦點訪談中表示，國家的
發展影響㠥香港的未來，無論在人民幣升值、內地孕
婦來港子等議題，都與港人息息相關，有必要多認識
內地，以了解香港未來的發展。

另外，有1成學生支持設立德育與國民教育科，另6
成人反對，主要是感到新高中課程繁重，設立該科會
加重學習壓力。

其中一名受訪學生、今年就讀中五的朱慧婷認為，
到內地交流是認識國家的好方法。但她指交流的名額
有限，學生往往要經過面試篩選才可參加，其中又以
成績較佳的同學更佔優勢，導致弱勢同學無法參與，
對他們不公平。

香港小童群益會督導主任曾廣源建議，政府應增加
對港生到內地交流的資助，並按通脹和物價的升幅去
調整「赤子情．中國心」這類交流活動的資助金額。

■中五生朱慧婷（左）認為，到內地交流是認識國家
的好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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