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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出書鼓勵青年奮勇向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理工大學昨日出

版新書《名道．33薈》，並請來本身是校友的特首夫人
曾鮑笑薇主持發布儀式。校長唐偉章致辭時表示，現
時全球一體化，香港面對的競爭較過去更多、更大。
是次出版《名道．33薈》，希望為社會帶來正面信息，
產生激勵作用。

《名道．33薈》結集33位社會知名人士專訪，記錄他
們的人生經驗和處世態度，鼓勵年輕人奮勇向前。受訪
者包括：企業及慈善家田家炳、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

「史力加之父」許誠毅、藝人鄺美雲、八仙嶺山火倖存
者張潤衡等。銷售所得收入將撥供理大作學生發展之
用。張潤衡表示，能透過此書向年輕人分享經歷，感
到高興和榮幸。他寄語年輕人勇於追夢，相信自己的
能力，不要因別人的言語打擊而停下腳步，「繼續向
前走，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最細考生3歲 反映爸媽心急 反變揠苗助長

太早學藝易傷手
港人考琴愛跳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學校長徐立
之明年約滿後不再續任，不少港大師生大呼可惜。港
大第十一任校長王賡武昨日出席公開場合時，大讚徐
立之對港大有很大功勞。至於校長更替是自然事，也
是每間院校必經階段。他相信校務委員會從以前到現
在都一樣，與校長合作愉快，更指香港有良好的大學
教育制度，非常尊重教學獨立性，在學者治校及學術
自由方面，一直維持很好的水平。

香港教育學院昨日舉行第二屆「亞洲地區教育大學
校長論壇」，邀請來自13個國家和地區逾35所學校校長
或代表，探討「教育大學」在國際化新浪潮下的發展
方向。第十一任港大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王賡武，應邀出席演講。

稱大學校長更替自然事
被問到徐立之不續任一事，王賡武指，大學校長更替是自然

事，每間學校都要經歷這個階段。王賡武又指，香港有良好的
大學教育制度，非常尊重教學獨立性，在學者治校及學術自由
方面，都一直維持得很好。他分享以往經驗時指，與校委會一
向合作愉快。而校委會對大學發展也十分支持，「大家都是為
了學校 想，兩者並不存在矛盾，相信到現在，兩者關係還是
一樣」。

對於徐立之擔任港大校長10年，王賡武對他評價很高，表揚
徐立之「對港大有很大貢獻，也很愛護港大，在擴展大學及提
升學校地位方面，都有很大功勞」。王賡武相信很多港人都敬佩
他，又指若港大在招聘新校長過渡期間有任何需要，徐立之肯
定會樂意留下幫忙，交接會很順利。至於下一任校長應否具備
政治觸覺，王賡武認為，大學無論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應
該要照顧整個社會和國家的需要。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指，近期發生的事件，對港大是一
個打擊。他指校長壓力主要來自社會的不同期望，相信願意做
校長的人心中有數。

備選特首的梁振英，早前辭去城大校董會主席一職，有關職
務目前由副主席柯清輝署任。主持上述活動開幕禮的教育局局
長孫明揚表示，已經向行政長官曾蔭權提交新主席人選，但現
階段不便透露身份，要待特首拍板，才可盡快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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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為慶祝在港提供考試服務
60周年，昨日舉行傳媒午餐會，介紹發展

大計。現時，不少香港家長均認為孩子在體藝上
有一技之長，有助日後升學。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香港及新加坡業務發展主任唐明森透露，每年全
球約31萬非英國考生報考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
試，應考者由3歲至92歲都有，香港考生佔3成。
他曾見過年紀最小的香港鋼琴試考生只有3歲，需
要把他抱起，放在鋼琴椅上，他才能開始彈奏。

唐明森又指，本港與外國孩子在學習音樂的風
氣上有明顯分別，「外國考生，最多人報考1級，
然後2級人數較1級少，如此類推，呈金字塔形
狀。但港生最多人報考8級，反之1級最少，呈倒
金字塔狀。原因可能與家長心態有關，他們希望
子女盡快取得8級，故多是跳級應考，例如從2級

開始」。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院長顧品德對港生跳級

應考有所保留。他分享學習經歷時指，自己6歲才
開始學習小提琴，13歲完成8級，花了7年時間，
但基礎卻打得非常穩固，「這有助我音樂上的發
展」。他擔心港童過早學習樂器，手指骨與關節發
展均未完成，在肌肉強度不足的情況下演奏樂
器，兒童很容易受傷。

演藝生可申皇家音樂院獎學金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昨日宣布，向香港演藝學院音

樂系學生提供獎學金。顧品德表示，演藝的管弦
樂、鋼琴及聲樂學生均可申請獎學金，每年名額1
個，只頒發給一年級生。入學後，學生會自動成為
候選人，各學系老師會從中挑選5名至6名優秀學
生。進入最後階段後，候選學生要在顧品德、唐明
森及其他專家面前演奏，以決定最後獲獎人。得獎
學生每年可獲20萬港元，以完成4年制課程。

另外，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針對音樂教師提供的
遊學補助得主，今年已選出2位得獎者。他們獲贊
助前往英國曼徹斯特皇家北方音樂學院修讀課
程，內容度身訂造，為期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每年約

有9萬名港人應考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

試，佔全球海外考生達3成。該學院發

現，很多香港家長均安排子女報考8級

試，1級試反而最少人問津，情況與外國

恰恰相反，反映港人均急於讓孩子盡快

考得佳績。而最年輕香港考生只有3歲，

手指仍未發育成熟。有專家擔心，假若

兒童太早開始學習樂器等，如同揠苗助

長，會增加孩子受傷風險，建議5歲至6

歲才起步較理想。

■左起：蔡加讚、曾鮑笑薇、唐偉章及陳婉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理大各國留學生到場分享在港學習經歷。法國留學生
烏蘇拉(後右二)表示，熱愛香港文化，期望將來到港工
作。前中為徐林倩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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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英文系三年級生何欣恩(中)和創意媒體系三年級
生樂兆祺(右)昨日分享留學和實習的經歷，表示獲益良
多。左一為郭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宣布向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學生提供
獎學金。左起：顧品德、貝理勤、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國際
事務總監艾諾霆及唐明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專家建議5歲至6歲才學琴較理
想。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立法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將於本月14日就教資會
提出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展開
討論。根據教育局提交的文件顯示，當
局接納教資會部分建議，包括為方便副
學位學生升學，當局會推出專上課程一
站式網上報名平台，院校間可建立學分
累積及轉移制度。另外，當局成立自資
專上教育委員會，就院校發展向政府提
供意見。至於教資會過往希望要求8大院
校轄下的自資副學士學院，3年內分拆成
獨立院校，當局無強硬要求院校跟隨。
至於香港演藝學院，則未被納入教資會
資助院校。

高年級學額 逐步增1倍
教資會於去年底發表《展望香港高等

教育體系》報告，針對自資副學位學院
提出不少建議。經過上月中行政會議討
論，教育局同意整合專上教育界別。教

育局向立法會呈交的文件顯示，當局由
2012/13學年起，會逐步增加教資會資助
院校的高年級學額至1倍，並預計下個3
年期會有超過2成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可升
讀學位課程。

擬設新自資專上教育委會
在副學位課程積極發展下，教育局計

劃成立新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成員包
括：督導委員會成員及自資專上教育界
及質素保證機構代表，從宏觀及策略角
度，就該界別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

另外，教育局原則上同意教資會建
議，建立縱向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包
括提供通用學分、個別院校與其課程之
間廣泛收生條件和認可等予公眾參閱。
據悉，部分院校已經參與試驗計劃。當
局又推出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向學生提供課程資料及報名一站式服
務。

無強硬規定社區學院分家
就教資會曾建議資助院校營辦的社區

學院，應在3年內完全脫離所屬院校，教
育局無明確取向，只表示營辦自資副學
位課程的部門，應更大程度獨立於所屬
院校，「是恰當的長遠發展方向」，但教
育局現階段不會作出強硬規定，但歡迎
院校自願考慮相關建議。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院長梁德榮支持成
立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指加入業界、
私人及政府機構代表等能為院校發展集
思廣益，「現時意見較分散，委員會設
立能統一意見，亦是個良好溝通平台」。
他透露有關委員會將於今學年成立。

梁德榮又指，專上課程報名平台現階
段已接近完成，可提供應屆文憑試及高
考考生於明年2月中至5月使用。他認
為，系統可方便學生，並提高報名效
率。至於縱向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他

形容是「大躍進」，可為學生增加升學渠
道，令院校收生更具透明度。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表示，歡迎教
育局各項建議。在倍增資助學額方面，
學院院長李焯芬指，此舉有助普及專上
教育，讓有志升學的學生選擇更多元
化。

演藝學院未納入資助院校
另外，教育局暫不會把演藝學院納入

教資會資助模式，認為該校現時撥款模
式與教資會既定方法不一樣，但教育局
樂意與學院探討教資會建議。香港演藝
學院則於截稿前未有任何回應。

教資會主席鄭維新對檢討報告整體策
略和方向獲得政府接納感到欣慰。鄭維
新指，檢討報告跟進工作，將會是教資
會未來工作重點。該會正籌備成立一個
高等教育檢討報告跟進小組，專責檢視
該報告跟進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為拓闊學生國際視野，香港城市大
學已籌得2,500萬元，成立「學生國
際化計劃」，長遠希望籌得5,000萬
元成立基金，讓海外交流名額由現
在600個大增至2,000個。另外，香
港理工大學銳意提升校園國際化程
度，計劃利用不同獎學金吸引非本
地生。今年該校海外生總人數較去
年上升71%，由50多人升至80多
人。由於非本地生宿位短缺情況普
遍，城大及理大均指，會租用巿區
舊樓，再改裝成宿舍。

城大2500萬助海外交流
城大校長郭位表示，學方正努力

為「學生國際化計劃」籌錢，估計
目前已籌得的2,500萬元可用5年，
最少每年資助200名學生到海外留
學，希望4年內可提供更多往外地
交流的機會。而該校未來10年，會
繼續朝國際化路向發展。

據悉，城大本學年已與俄羅斯聖
彼得堡國立大學設有交換生計劃，
未來計劃與日本東北大學開展相關
計劃。不過，郭位直言，因為要安
排交流生入宿，在與東北大學商討
期間存在一定困難。校方已成立專
責小組，將參考理工大學租用舊樓
變宿舍的做法，以解決宿位問題。

當被問及城大與科大在馬鞍山烏
溪沙站合建的宿舍進展時，郭位回

應指，計劃2年內落成，但目前稍
有阻滯，首要處理排廢水問題，正
就事件與政府溝通。此外，數個月
後，城大第四期宿舍將落成，屆時
會增加700個宿位。

理大宿位不足礙國際化
理大昨日設有記者會，介紹招收

海外生情況。理大副校長﹙國際事
務及行政教育﹚徐林倩麗表示，大
學宿位緊絀，為迎接新學制，理大
已增加1,600個學額。而興建中的
6,600個宿位能暫時紓緩問題。不
過，宿位不足問題仍然對院校國際
化有阻礙。

儘管如此，有留學生表示，寧願
與其他人合租屋，亦不願意在學校
宿舍居住。法國碩士交流生烏蘇拉

（Ursula Young），主要在理大修讀
中國文化研究，為期10個月。她獲
得歐盟EM（伊拉斯謨世界之窗）
交流項目獎學金資助，到理大進行
交流。她8月底到港，前日剛搬離
宿舍。她指，宿舍規條太多，又要
與他人合用房間，感到不適應，

「雖然現在與人合租屋租較昂貴，
但更能體驗香港文化，亦讓我認識
更多本地人」。

理大現正研究增加全日制碩士學
額，吸引更多海外尖子到港深造。
徐林倩麗期望未來日子，理大海外
生人數可增至120至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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