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與
「孫中山史蹟徑」不少史蹟點相鄰。適逢辛亥革命百周年
紀念，該校舉行「家校同遊史蹟徑」及「馬賽克壁畫揭
幕禮」活動，讓學生、家長及公眾回顧孫中山在中上環區

策劃革命活動事跡，並回顧香港於革命中的角色。日前揭
幕儀式上，學校邀請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豹，分享辛亥革命意義。

舉行馬賽克壁畫揭幕禮
該校師生在校門外製作一幅324平方呎大的馬賽克壁畫，作為遊覽史蹟徑

起點，並安排學生擔任小導遊，帶領一眾嘉賓、師生及家長遊畢其中9個史
蹟點，介紹各處與孫中山有關的事蹟。校方指，希望透過是次活動，推動德
育及國民教育工作，讓學生加深對國家的認識。2名有參與壁畫製作及孫中
山史蹟徑小導遊訓練的學生劉泰沂及黃希雯均表示，活動除了為自己帶來寶
貴經驗外，更提高了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及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

在接受訪問期
間，吳克儉與記

者分享了一個小故事。早前，他
曾到上海。回程時，一名活潑的
上海男孩下機後主動上前跟他打
招呼。雖然同為華人，但對方一
開口即以流利英語說：「Hello!
How are you?」眼見樣子趣致的男
孩主動上前問好，吳克儉隨即以
笑臉回應，「Cute, l like you. Why
are you coming over here?」豈料，
男孩竟跑回母親旁放聲大哭。

吳克儉坦言，當時他一臉茫
然，對男孩大哭感到疑惑。其
後，「謎團」終於解開，小男孩
一邊伏在母親懷裡，一邊說：

「Mum, he did not say "I am fine,
thank you!"」原來，因為自己沒
有答出男孩心中的「標準答
案」，令男孩感到措手不及。

填鴨教育 改革除弊病
小故事說罷，吳克儉笑而不

語，並未有作進一步演繹。然
而，小故事彷彿已為此次關於新
學制的訪問下了餘音裊裊的註
腳。新高中推行通識教育科，更
設定為必修必考，對香港傳統教

育制度帶來莫大衝擊。突然，社會人士紛
紛炮轟通識科「沒有指定答案」、「答題
評分主觀」，大家極力爭取「一就有分，
二就無分」、「數齊point，滿分」的考試
題目。他們就像重新成為「Model Answer

（標準答案）」擁戴者，卻忘記當初要改革
的原因，忘記以往對向學生硬塞標準答案
的「填鴨式」教育，是如何深惡痛絕⋯⋯

超越前人路 同創新天地
我們固然希望下一代能像故事中的男孩

般主動有禮，又會說流利英語。但同時，
我們其實更想他們真正成長，在遇到超出
標準「I am fine, thank you.」的答案時，懂
得聆聽、理解，以及獨立自信地說聲「I
like you too, I'm just to say hi.」，而非只懂在
家長懷裡哭訴。未來世界瞬息萬變，下一
代勢必面對很多難以想像的困難。我們期
望能透過適切的教育改革，讓他們學懂應
對挑戰，能超越前人所預設的「Model
Answer」，開創自己的新天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思

愛的故事（上）
早年，我

曾經認識一
個患有亞氏
保加症的女

孩。至今，我仍然記得她，以及那
滿懷愛心的母親。

這個女孩子，長得很可愛，成績
不俗，就讀精英班，外人很難看出
她有甚麼不妥。

我跟她的認識，是透過訓導老師
介紹的。還記得訓導老師帶㠥充滿
憐愛，又帶點無奈的表情跟我說：

「她平日上課十分乖巧。不知怎
的，有時候就是固執，死也不肯守
規矩，怎樣勸說也沒有用。」

早會上打傘 怕得皮膚癌
女孩子所犯的校規，往往出乎意

料之外，旁人根本不能明瞭。早會
遇上晴天，在操場集隊，她堅持要
打傘，怕曝曬得久，會得皮膚癌。
不過，她的傘，卻惹來同學的揶揄
和嫌棄。在禮堂考試時，她哭喊
㠥，一定要坐在課室裡的那張椅子
⋯⋯

有自己理念 非對抗權威
我找她談天，想了解她的內心世

界。結果發現，她其實不是故意對
抗權威或惡作劇，而是自有本身一
套理念和原則。曝曬會引致皮膚
癌，這是書本上的知識，她牢牢記
住，還跟我詳細介紹每款雨傘防曬
指數。對於轉變，她總有憂慮，她
害怕別的椅子髒，只有自己那張，
才能給她安全感。她的不安和憂
慮，不是三言兩語的安慰或解釋便
可消除。即使旁人費盡九牛二虎之

力，也不能動搖她分毫。大家只可
無奈地放棄，或避開她這些行徑。

常自說自話 不理人反應
本來，她有數個知心朋友，但慢

慢地，他們都疏遠了她。那些女孩
子告訴我部分原因：「她只愛談自
己喜歡的話題，可以每天都談防
曬，完全不知道別人會悶，轉了話
題也不知道！」「雖然她愛做馬賽
克手工藝，但也不用每天告訴我每
種石塊磚瓦有何不同，我沒興趣知
道啊！」「她完全看不到別人的表
情、反應。很多次，大家在生氣，
她還是樂在其中，說得沒完沒
了！」

女孩子很渴望與同學建立友誼，
並且努力認識別人，與別人分享自
己的想法。只是，她越努力投入地
訴說自己的事情，別人卻越冷淡。
終於，有一次，她遇到一個談得來
的同學，打算放學後一起回家，卻
因為她堅持要走自己回家的路線，
令對方誤以為她自我中心，剛開始
的友誼，就這樣結束了。

設問卷詢問 盼結交朋友
女孩子始終不明白發生甚麼事

情。於是，她設計了一份問卷，派
給班內同學，讓對方投票，是否想
跟她做朋友？結果⋯⋯（下回續）

撰文：
高級經理註冊社工 吳惠玲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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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設風險管理措施 加強審計委會外評分析

吳克儉派定心丸
文憑試生心慌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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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防學生變「考試機器」
不設教科書、沒有標準答案，就連才子陶傑亦「肥佬」

的通識教育科，令不少考生大感苦惱。雖然通識科在社會
上有不少爭議，但吳克儉形容，通識教育科正是新制最

「煞食」之處，「現時學生經常被批評是『考試機器』，按
制式對答，答對就有A+」。他坦言，通識科正是針對這項
弱點。

新學制與傳統舊制評核準則有莫大差異，文憑試舉行在
即，考生、家長倍添憂慮。吳克儉坦言，當局制定評估工
作時，「不能只勸持份者不用擔心，而是要讓他們有參與
討論的機會」。他表示，已制訂一系列風險管理措施，

「萬一8號風球、停電、放榜日前夕打印機突然壞掉等，考
評局亦會繼續加強審計委員會、風險管理、第三者管理、
外評作最後分析等措施」。

爭取國際認可非常重要
此外，加強國際認可也是新制重要一環。吳克儉指，去

年到訪美國長春藤大學，宣傳中學文憑試時，兩所頂尖學
府即使在颱風吹襲下，仍堅持留校接待，令他感到非常受
鼓舞，對新制認可注入「強心針」。他透露，紐約哥倫比
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及賓夕法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過往只收取數名港生，新制
下，他們認同學生主導學習，表達多元意見的教學模式，
亦配合國際大環境發展，所以會來香港介紹院校。

形容考生「新一批勇士」
首屆中學文憑試「如箭在弦」，有人認為，首屆考生是

「白老鼠」，但吳克儉形容，首屆考生是「新一批勇士
生」，擔當時代推行的使命，「教改是可預見的未來，I
think we are doing something right...他們是新人類，走運試
行，是先知先覺、先行一步。新高中不是為了昨天，不是
只為了今天，而是為了22世紀和23世紀裝備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這份工作有甚麼福
利？」「有多少天假期？」這些問題均是工作面試

「大忌」。原來，現實上有不少「活生生」例子。身兼
人力資本管理顧問公司主席的吳克儉，可說是教育及
考試制度「用家」。他表示，不少剛踏出校園的青少
年均會犯下求職禁忌，包括「玩失蹤」；發問時關心
福利多於工作。此外，甚至有求職者等候面試期間，
一直不敢要求去洗手間，但一看見僱主，即說要去洗
手間。以上種種，均反映港生需要加強溝通及應變能
力。

從事人事顧問多年的吳克儉堪稱「閱人無數」，亦深
明時下青少年的不足。

家長不放手 面試攜兒子
他引述曾有行家稱，見工面試時，見家長時間竟然

較求職者更長，「母親要僱主一併問她，結果見家長
時間較見兒子更長，家長其實應該在適當時候放手」。
他又指，過往有求職青年到了面試約定時間卻不出
現，「有人一坐下便問有甚麼福利、假期等等，但卻
沒有問招聘的職位需要做甚麼」。

若論求知慾 內地生較佳
吳克儉直言，對大多數中小型公司來說，從不期望

要求「狀元級數」的9優生做員工，卻更需要靈活變通

的人才，以及多技能的僱員，「他
們要抵得諗、肯學、亦要有抗逆
力，這些正正是所謂的『通識』」。
隨㠥全球一體化，港生面對的競爭

愈來愈大。吳克儉認為，內地生與港生的分別尤其明
顯，「內地生很懂得把握機會，求知慾很強，未坐下
就發問10個問題。而港生就會慢慢來，抱『試㜮先』
心態。不過，論國際視野，始終仍是港生較強」。

各地社會要求具備通識能力的年輕人，似乎已是大
勢所趨。吳克儉透露，曾有一批跨國企業主管指，

「過去10年，如果操作層面會聘請港生，但去到創新、
開荒層面則不行，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根本沒有這個
思維」。學制改革遇上社會不少批評，教育界更曾有聲
音埋怨指「這麼辛苦不如不做」，但吳克儉卻從未動
搖，「我們（改革）已經遲了，（不推行）競爭力只
會愈來愈低」。

教育「產品用家」 見盡港生求職犯禁

■考評局主席吳克儉指，新學制需重點培訓適應力、溝通及信心，
以打破學生過往經常被指「考試機器」的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吳克儉指考評局已設立風險管理措施，以
確保考核公平。圖為考評局。

資料圖片

■社會人士炮轟通識科「沒有指定答案」，就
像重新成為「Model Answer（標準答案）」擁
戴者，卻忘記以往向學生硬塞標準答案的

「填鴨式」教育。圖中可見過往考生緊張地等
待公開試開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被學界視為「生

死一戰」的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明年

「開戰」。全新考試制度、評核準則，令不少考

生大感憂慮。考試及評核局主席吳克儉接受專

訪時為學生大派「定心丸」，指當局已設立一系

列風險管理措施，並加強審計委員會以及外評

分析，確保考核公平。為了配合全球發展，他

強調，新學制需重點培訓學生適應力、溝通及

信心，以打破學生過往經常被指「考試機器」

的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新學制
下，通識教育令學生可接觸更多兩性議題。
有見及此，同志組織女同學社發起「我就係
我」反校園同志欺凌計劃，希望透過網絡專
訪，宣傳遏止欺凌及營造安全校園信息，並
為同志青少年建立自信的身份認同。首個受
訪嘉賓為平機會主席林煥光，他直言：「性
別與生俱來，不用覺得羞恥。」

邀林煥光等作受訪嘉賓
有關計劃12月起以每月一集形式，在網上

播放嘉賓專訪，包括林煥光、立法會議員何
秀蘭、港台節目主持梁兆輝、男變女跨性別
資源中心主席梁詠恩、女同志譚曉琳等。每
月從不同角度分享校園同志欺凌問題。

同志過來人 8次想自殺
「我曾經有8次想自殺」。現為大專學生的

同性戀過來人阿榮，在昨日首播會上剖白
指，中學時，因性別特質與同學有異，不時
在校園受欺凌。由於無人可傾訴，阿榮中一
至中五期間，多次有輕生念頭。他表示，小
六時發現自己不喜歡女生，升中一開始被同
學取笑：「他們會笑我像女孩，不理我，又
說我是『基佬』。」阿榮與同校師兄分手
後，讓同學得知他的性取向，欺凌情況更為
嚴重。他甚至曾被迫「揹」㠥另一同性戀男
生一邊跑步，一邊被掟石仔。

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每年會接到
約100宗同志校園欺凌個案。負責計劃社工
周峻任表示，青少年同志缺乏在校支援，往
往令欺凌情況難以改善。他又透露，該會與
中大合作進行研究，發現只有2%同性戀者
受欺凌時會向家人求助，反映他們很擔心父
母不接受。他指，政府應加強兩性教育，甚
至考慮立法減少性傾向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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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學社發起「我就係我」反校園同志欺凌計
劃，幹事曹文傑（左二）表示，計劃將透過網絡
專訪讓大家對同性戀或跨性別人士有更多認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舉行「馬賽克壁畫揭幕禮」當日，校門外
324平方呎的馬賽克壁畫，將會作為遊覽史蹟徑起點地標。

學校供圖

英皇同學會小學 活動回顧辛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