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主篇（二）：
成績從此不一樣

上次我們提到亞志希望取得好
成績，以考上心儀大學。我向他
介紹了「自主學習」（SRL）包括
3個步驟—「計劃」、「監察」及

「反思」。亞志期望各科獲80分以上，於是我請他回家分析
要取得80分的條件和實際行動。

對學習內容 須全盤掌握
最近，亞志一見到我，就立刻向我展示他精心繪製的概

念圖，標題是「取得80分的條件和行動」。他解釋：「如
果要取得80分或以上，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對學習內容作
全盤掌握」。我點頭讚賞。他繼續說：「要全盤掌握學習
內容，實際行動就是：要用心備課、上課和溫習，也要考
慮時間分配。」

信心有動搖 因知易行難
我拍手讚好，順便問他覺得這次會否成功。亞志竟然輕

輕搖頭，說：「我此刻信心又有點薄弱了。我起初覺得
SRL很科學，但現在又覺得像老生常談，說時容易做時
難，要成功並不容易。」
我回應他說：「成功率高低主要關乎學習動機的強弱、

目標的明確度和適合程度、計劃的周詳與否。同時，在實
踐過程中，能否自我監察，及時採取必要行動，能否堅
持、努力求進。而且，SRL也不必單打獨鬥。」
這幾年，筆者在香港公開大學任教教育心理學，與學生

合作試行了一些有助培育SRL的策略。修讀這課程的學生
都是教育及語文學院全日制課程學生。其中，不少正在修
讀教育及英語研究雙學士課程，畢業後會從事教育工作，
成為我的同工兼接班人。

建SRL社群 助取A-成績
我負責課程後半部，SRL是其中一個課題。當我構思課

程活動時，決定要在班內建立一個SRL學習社群，讓學生
對SRL有親身、具體而深刻的體驗。第一堂課，是師生互
相表達期望。我對他們其中一個期望，就是在本科作業取
得A-或以上成績。

傳正面期望 倡自我計劃
我向他們簡單介紹了SRL步驟和成功的條件後，就退居

幕後，改為替同學提供適時支援。幾年下來，大家已累積
達36個有助培育SRL的策略（我稱之為36計）。每班所實施
的SRL策略，按情況和學生需要略有不同，但主要都是和
學生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向他們表達正面期望、鼓勵他
們自我計劃、監控、反思及評鑑、在課堂內外提供援助
等。
我反過來問亞志，如果他也在這班學習，他也會拿A-

嗎？亞志估計，SRL策略應該有效，亦應該有學生能取得
A-，但他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拿到A-。

逾8成達標 策略終見效
我告訴亞志，這些策略相當有效，有助學生養成「自主

學習」習慣。他們在作業及考試都取得很理想的成績，
82.5%及50%的同學分別在作業和考試取得了A-或以上。同
學和我對這此都非常滿意。他們更認為在過程中所獲得的
經驗，對日後的學習和教學有很大啟發。
亞志禁不住問，為甚麼他們會成功？據我的觀察，同學

成功的原因有好幾個。我問亞志有否興趣直接和我的學生
談談，直接向他們請教。亞志認為機會難得，請我為他安
排。（待續）

香港公開大學

教育及語文學院助理教授關笑芳博士

（小題為編者所加）

中大教授出書研重慶大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風采中學近年一
直在校內大力推動學生學好普通話，以加強他們的
競爭力。今年該校首次派出13名學生參加國家語委
普通話水平測試，逾半考生獲二級甲等成績，其中
2位只欠1分便可取得一級成績。校長曹啟樂表示，
以往學校每年均會安排學生應考會考普通話科，但
在新學制下，中學文憑試取消了該科，窒礙了操流
利普通話同學升讀大學的機會。
風采中學今年2月至5月期間，專門開設普通話備

戰班，並從北京請來導師，為學生舉行12堂共18小
時的課程。考生放學後於校內上課，當中7名考生
獲二級甲等、5名二級乙等、1名三級甲等。
該校中文科科主任吳偉茵指，報名費連同書本費

和12堂學費，每名學生約需2,000元，較外間課程便
宜約一半。校方更為經濟有困難的同學提供全費或
半費資助。

期望文憑試 設普通話科
考獲二級甲等的林思汝，在香港出生，在深圳長

大。她表示，香港主要用粵語和英文授課，學習上
對她有一定影響，如果文憑試設有普通話科，可應
考自己擅長的普通話，會較有利。她認為，內地與

香港交流愈趨頻繁，普通話變得相當重要，報讀大
學時若大家成績差不多，她會有優勢。
今次考獲最高分91分，只欠1分便取得一級成績的

許露尹，中三由內地來到香港。她今次報考國家語
委普通話水平測試，是因為來港後已少有機會練習
普通話，希望藉此糾正錯誤發音。她直言文憑試不
設普通話科「有㝅唔抵」。在港土生土長的陳紫嫣
考獲二級乙等成績，她平日愛聽普通話歌，也跟會
說普通話的朋友聊天，效果不俗。
曹啟樂表示，以前會考設有普通話科，學校每年

可以派出約40個學生應試。現在學生要取得普通話
資歷，只可選擇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但此考
試原本為成年人而設，難度高於會考，不想學生成
為「炮灰」，只可挑選少數有能力同學參與。今次13

名考生就是從18位同學再揀選出來的。
他希望中學文憑試能重新加入普通話科，「法語

都可以是應考科目，為甚麼普通話不可以？」他又
勉勵13名同學在校內擔任助教，幫助未來應考的同
學。

教局：安排為配合課程設計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普通話已於1998年開始成

為小學至初中的核心課程。
到高中階段，學生如果希望在普通話作增潤學

習，可修選修單元如「普通話傳意與應用」、「普
通話與表演藝術」，或用其他學習經歷的空間作安
排。考評局發言人補充，文憑試考試安排是為了配
合教育局課程設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
文）坐落於繁忙的彌敦道上，
每分鐘從重慶大廈進進出出的
人來自不同國家，他們擁有不
一樣的膚色、操不同語言。於
是，有人說這裡龍蛇混雜，有
人指它是罪惡溫床，但在中文
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眼中，
這座神秘大廈值得他花上4年時
間作研究及探索，並寫成了
《世界中心的貧民區：香港的重
慶大廈》一書。書中記載㠥一
個個貧變富、由低下階層力爭
上游的奮鬥故事。

獲40萬資助 先融入生活
麥高登本身是美國人，在中

大任教，獲教資會撥款40萬
元，展開對重慶大廈的研究。
據了解，重慶大廈樓高17層，
超過130個不同國籍的人在大廈
居住。為了深入了解每一個群
體，他覺得首先要融入其生
活。於是，每星期有兩日，他
均會入住大廈的旅店，主動認
識大廈鄰居。到彼此成為朋友
後，他更會跟對方回到其家
鄉。4年間，麥高登可謂相識滿
天下。而他其中一名印度好朋
友的故事，讓麥高登留下深刻
印象。
麥高登在重慶大廈認識了一

位從印度隻身來港的朋友，對
方很想開一間手機零售店，但
苦無資金，於是便向他借錢創
業。他憶述：「當時很有信
心，借給對方3萬元。半年後，

他已把3萬元還給我」。該朋友
對麥高登心存感激，知道他要
研究重慶大廈，就不時讓麥高
登扮成自己的「助手」，其實是
想讓他看看在重慶大廈內的手
機店生意如何運作，「他們怎
樣講價，怎樣成交」，最後朋友
不但還清債項，亦娶了港人為
妻，可說是衣錦榮歸。
他形容重慶大廈是「低層全

球化」典型，發展中國家的人
民都到這裡做買賣。他們不少
來自非洲、巴基斯坦、印度
等，很多人都以手機生意改變
命運。
麥高登指，他們不介意從事

低下工作，靠自己付出的血汗
往上爬，「有人會洗碗，可能
只得大家眼中很低的工資。但
原來，即使是3,000元，對他們
來說已是可觀的收入」，他們會
把在香港所賺到的錢帶回家
鄉，以改善家人生活。
麥高登坦言，不少港人因為

種族歧視，對重慶大廈存有誤
解，一般都害怕踏足此處。有
見及此，他的研究目的，是希
望揭開大廈神秘面紗。他更把
當中所見所聞寫成《世界中心
的貧民區：香港的重慶大廈》
一書，希望改變大家的看法。
為答謝大廈住客熱心幫忙，

讓他順利完成研究，麥高登現
時每星期六會於大廈內的志願
組織當義工，為尋求政治庇護
的人士上英語課，希望用知識
改變他們的命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自2002年起
舉辦的滬港學藝交流
暨英語辯論比賽，早前

於香港浸會大學舉行。本
年度共有12間中學參加，港島南區的中學及
上海普陀區的中學各佔一半。香港的中學包
括香港真光書院、香港仔工業學校、嘉諾撒
培德書院、香港培英中學、新會商會陳白沙
紀念中學、聖公會呂明才中學。上海方面，
則有曹楊第二中學、宜川中學、晉元高級中
學、曹楊中學、同濟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及長
征中學。

得獎生表示英語水平升
上海普陀區教育學院院長楊杰讚賞這次參

賽者水平較以往各屆有所提升，有明顯進
步。奪得最佳辯論員獎的香港真光書院學生
吳綺雯及布康敏同學表示，透過今次活動，
思維及英語水平均得以提升。上海普陀區教
育學院辦公室主任徐壽昌指，香港學生在台
上較有氣勢，上海學生則擅長運用數據，可
說是各有所長。

教育局昨日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呈交資料，
指香港中一適齡學童人口於2016年將會跌至約

53,000多人，較現時減少約10,000人。如中學維持現
時學校數目及班數，到有關學童人口達到最大跌幅
時，預計大部分公營學校每班人數可能要減至現時
一半，即現時每班34人減至20人，而每年單位成本
則會上升約1倍。

教局推算額外支出增16億
若按教育局去年向立法會呈交的數字，2016年公

營學校中一人數降至4萬人，以現時學生平均單位成
本4萬元推算，政府每年額外支出單位成本將增加16
億元，數字驚人。

廖亞全：減1萬人每班26人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廖亞全表示，在高峰期，若學

童人數減少10,000人，人口跌幅較現時下降約20%，
故每班人數仍維持26人至28人一班，「不明白為何
會減少至20人一班，可能只是部分區域會出現，故
資助單位成本應不會出現倍增」。
他又指，未來數年將會是適齡中一學童人口下降

最嚴重的時期，估計2017年人口會開始回升，故建
議當局給予學校過渡期，以面對人口不足問題。

鄒秉恩：「20人1班」變數大
教育評議會主席鄒秉恩表示，在學童人口下降的

情況下，如維持學校及班數，資助單位成本理應增
加。不過，他認為，每班人數降至20人的推算，必
先基於「零殺校」及「零減班」，同時亦假設現時每
班「坐滿34人」，故認為仍存有很大變數。他認為，
當局明年起逐步減少每班人數，減少一次過人口下
降帶來的衝擊，學生單位成本亦不會急速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本港中一適齡學童人口今年下降5,000人。教育局資料指

出，有關人數於5年後將進一步下降至53,000多人的新低。教育界一直要求當局在人口急

跌時暫緩「殺校」，以共度時艱。不過，教育局警告，如維持現有學校及班數，在最壞情

況下，中學每班人數將由現時34人降至20人，資助單位成本需要大增一倍。倘若以2016

年4萬名公營學生推算，政府每年增加約16億元開支。有中學校長質疑，當人數真的跌至

新低時，亦只會減少2成學生，每班人數仍維持26人至28人，單位成本升幅不至於倍增。

指維持班數至每班20人 校長質疑數字促暫緩殺校

教局憂資助成本倍增
2016中一生減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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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采中學7生
普通話獲二甲

■教育局昨表示，如維持現有學校及班數，人口最
大跌幅時，每班人數將降至20人，資助單位成本需
倍增。圖為中學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滬港兩地中學辯論選手在比賽中建立起友誼。
受訪者供圖

■麥高登希望藉㠥對重慶大廈的研究，消除社會對種族的誤解。 麥高登供圖

▲重慶大廈內有不少來非洲及南亞人士做
手機生意，希望改善家庭生活。

麥高登供圖

中大學者麥高登說重慶大廈的住客、做
買賣的人都希望晉身中產，讓下一代可以
活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陳紫嫣(左)、許露尹(中)及林思汝(右)均考獲二級
成績，具備在香港任教普通話的資格。她們均表
示，將來會考慮兼職教授普通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風采中學校長曹啟樂(前排右一)希望中學文憑試
能重新加入普通話科。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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