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祖堯盼中大生逆境自強

■學友社支援文憑考試籌委會負
責人鄧 堯(左)建議家長對考生
「多點關心，不問成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袁同學(左)和葉同學都希望盡
力而為，趕走「負能量」。她們
指，近日因考試壓力大失眠。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極仿真模擬試盼減壓 肉緊家長哀求加場助備戰

胃病失眠食鎮靜劑
文憑試生「壓到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香港史上
第二間大學：香港達德學院，在嶺南大學
歷史系副教授劉智鵬筆下的《香港達德學
院—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再次
展現人前。在昨日舉行的新書分享會上，
7位達德校友獲邀到場，回憶當年校園點
滴。

當年衛生差 飯桌滿蒼蠅
昨日分享會由劉智鵬主持，出席校友年

紀最長的已逾90歲，但對多年前學院點滴
仍記憶猶新。校友楊純憶述指，當年校園
生活相當艱難，校舍又細、環境又差。他
感到難忘的是：「到飯堂吃飯，遠看飯桌
上漆黑一片，走近用手一拍，才知道桌面
全是蒼蠅」，當時衛生情況如何惡劣可想而
知。

盼學院牌匾 可重新掛上
不過，65年前國共內戰期間成立的達德

學院，對每個學生都有重大意義。而楊純
則慕名從南洋而來，希望借此機會報國。
另一校友黃經城指，達德學院舊址主樓雖
已成為法定古蹟，但業權問題尚未完全解
決，學院仍重門深鎖，希望政府可盡快處
理有關問題，讓校友舊地重遊，更重要的
是，重新掛上「達德學院」牌匾，開放公
眾參觀，令更多人知道這一段被湮沒了的
香港大專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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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
祖堯早前獲選為最受歡迎大學校長。他上任至今已近
一年半，指感受有喜有悲。他最高興看到校園氣氛
和諧，師生關係有改善，但又有見年輕人較昔日脆
弱，希望父母學懂放手，讓子女可從「跌倒」中學
習，不要輕言放棄。有見及此，他表示，新學制
下，中大將要求所有學生學習人文及科學基礎知
識，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又會透過最近博群計劃，
讓學生在做義工過程中擴闊視野，建立正確價值
觀。

見兩生自殺 嘆青年脆弱
沈祖堯昨日接受商台訪問，分享擔任中大校長的感

受。他樂見校園氣氛變得和諧，師生關係有改善，坦

言「現時做大學校長不可能高高在上」。他憑 閒時
請學生邊飲咖啡邊傾談了解學生需要，又或以電郵交
流拉近彼此距離。不過，去年兩宗涉及中大生的自殺
案，卻令沈祖堯為年輕一代的脆弱感到傷痛。他寄語
年輕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要輕易放棄生命」；
而父母應從小培養孩子面對逆境的能力，放手讓他們
真正接觸世界和面對挫敗，與學校一同做好預防工
作。
來年334新學制落實，沈祖堯指，中大有關課程設

計經已完成，增設基礎通識，教授經典人文及科學知
識，讓學生認識宗教、哲學、倫理等，同時培養思考
及批判能力。向來以親民見稱的沈祖堯，更以自身經
歷說明通識的重要性。當年，他到加拿大攻讀博士，
一次與朋友共膳時，始驚覺自己眼光狹窄：「他們談

法國大革命、談鯨魚，但我一句都搭不上口」。此
後，他開始多看不同書籍開闊視野，尤其吸收與醫科
研究毫無關係的知識。

設博群計劃 倡義工活動
沈祖堯又指，現今社會風氣及教育制度，令學生多
眼「搵工、賺錢」，所以中大今年特別成立博群計

劃，讓學生自發組織義工活動，在見識世界同時，
亦為現在所擁有的感恩，建立積極人生觀。另外，
就中大有意申請政府土地建私家醫院，他認為，政
府應加強與大學醫學院合作，發展介乎公營及私營
的中層醫療機構，既為醫科生提供良好工作環境，
又減輕社會醫療負擔，「我們已準備好，只等待機
會」。

昨日模擬試獲近200間中學報名，因名額
所限，最後僅85校能參與。另外，有

200多個公開名額，則在開始報名10分鐘內額
滿，可見反應熱烈。

家長訴苦指花10萬補習
學友社支援文憑考試籌委會負責人鄧 堯

指，早前有家長因孩子未能報考模擬試，希
望以1,500元購買試題。該家長又訴苦指，前
後已花近10萬元讓女兒私人補習及報讀補習
社，「雙管齊下」備戰。不少家長稱，子女
備試壓力「爆煲」。學友社曾接獲投訴，指模
擬試考場太遠，要求更改場地。鄧提醒家長
對子女成績不要太緊張，因為每個學生受壓
程度有差異，「多些關心，不問成績」才能
讓學生積極面對。

壓力大 有學生逃學退學
昨日參與模擬試的中六生袁同學指，因文

憑試「一次定生死」。她升讀中六後，明白升
大學機會不大，又怕找不到其他出路，壓力
飆升。兩星期前，她胃部劇痛需告病假。她
經醫生診斷後，得知因壓力過大，需要服食

鎮靜劑，為期9個月。她又指，有同學因未能
面對考試壓力選擇逃學，經常告假，最後更
選擇退學。她表示，經過藥物治療，失眠、
胃痛等情況現已改善。此外，學校社工一直
有提供協助。
另外，同校的葉同學亦因壓力失眠。她表

示，去年曾在睡眠時突感全身麻痺，中六開
學後又因壓力過大，通識功課及校本評核太
多，難以抽時間溫習，一度想放棄學業。袁
同學和葉同學都希望盡力而為，趕走「負能
量」。當被問到若考試失手，可有後路，袁回
應指，會報讀本地專上院校或台灣大學，更
會考慮參與外地工作假期計劃。

模擬試結果 明年初出爐
是次模擬試通識科將有50位老師負責評

核，並按考評局做法，先由出卷老師抽樣檢
查考卷，再確立一致評分準則。另外，數學
科則由22位老師改卷。而學友社將在明年1月
初，把考試結果連同報告寄給學生。鄧 堯
指，計劃1月中推出試題的合訂本，供未能參
與考試的學生購買，價錢會參考過往公開試
試題價格，盡量以成本價發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首屆新中學文憑試明年3月開鑼。距離考試

尚有4個月，考生及家長壓力「爆煲」。學友社昨日特設兩場通識科和數學科

模擬文憑試，共有近4,000人次參加，反應非常熱烈。模擬試「仿真度」極

高，准考證、考卷紙質等都參考正式考試，希望藉此為考生減壓。不過，有

參與考生因壓力感到胃痛、失眠、冒手汗等，更需要長期服用精神科藥物。

另外，有前後花近10萬元為女兒補習的家長，多次哀求學友社加場，以及開

價1,500元購買試題，出盡方法備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昨日參加模擬試的同學出現不
少「蝦碌」情況，主要是遲
到、忘記帶准考證、身份證
等。學友社支援文憑考試籌委
會負責人鄧 堯指，這反映學
生表現緊張。他提醒考生，正
式考試時，應提早到試場，讓
自己有時間準備考試。
為求模擬試逼真，考生須知

已列明需於開考前15分鐘到達
試場，但昨日不少考生仍在最
後關頭才到場，有考生甚至遲
到48分鐘。鄧 堯說，昨日模
擬試讓遲到考生應試，但正式
公開考試一定不會批准應考。
因此，鄧 堯提醒考生正式考

試時應提早到試場，讓自己有
時間準備考試。
另外，昨日每個試場都有五

六個考生沒有帶准考證或身份
證。鄧表示，考生應考文憑試
時一定要帶齊物品，否則只會
延誤考試，影響成績。

專家：學生表現緊張
他指，雖然這次只是模擬考

試，但學生仍然表現緊張。有
考生考試期間表示身體不適，
但因擔心被老師責備，不希望
退考，在監考員勸導下才決定
早退。另外，有考生收卷後慌
張指，補充答題紙上未有寫上
題號，追問會否影響成績。

模擬試「蝦碌」多 遲到忘帶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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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故事（下）
那次投票結果：班內一半同學不

想跟女孩做朋友。現實中，同學並
不是這般討厭她，只是借題發揮，
趁機作弄她，看她如何回應。

同學齊作弄 女孩不禁哭
女孩哭得很厲害，完全不懂招架。母親接她回家，

她喃喃自問：「他們都不喜歡我﹖」母親強忍眼中淚
水，摟 女兒，溫柔且肯定地說：「每個人都是獨特
的，沒有一個人可以讓全世界人喜歡。而我和爸爸，
一直愛你不渝。」

母親感謝情 點滴在信箋
後來，她的母親給我寫了一封信，節錄如下：
「⋯⋯謝謝你和班主任一直給予我和小女支持和關

顧。尢其是那次投票事件，你們沒有罵班內同學，反而跟
他們談生命教育，使他們明白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自有長
處、短處和性格，需要包容和欣賞。我也感謝你們讓班內
較正面的同學說出女兒優點。在固執、不善社交的背後，
她其實是個善良可愛的女孩。現在，班內同學不再介意她
的偏執行為，跟她有說有笑。
你知道嗎﹖身為母親，只想孩子健康地成長，不用

比別人優秀，不用太吃苦就好了。從懷疑、評估、到
接納，真是個漫長的心路歷程。每當我感到沮喪，我
會想起你的話：『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都值得我們
去愛。亞氏保加症只是腦功能問題，不是父母教養方
式造成的。身為父母，不要因內疚而洩氣。』
感激你多年來的鼓勵，滿有耐性地教導女兒溝通技

巧。那次，她送了一個馬賽克相架給你，你讚她竟有
這份能耐，專心花數小時做一個小手工，還叫她多做
一點送給朋友。那真是一個提醒：我太 眼女兒的障
礙，哪她的長處和特質呢﹖

愛好化行動 手工送同學
女兒努力地做了不少馬賽克手工送給同學。以往，

她孜孜不倦地談她喜愛的馬賽克，今天轉化為行動，
反而更多同學主動問她。她告訴我，有兩個同學現在
也在學做馬賽克手工，她變成了小老師哩！
這兩個星期，她努力地做一幅馬賽克畫送給學校，

作為六年級畢業同學的心意。擔任此光榮的重任，我
看見她臉上洋溢 滿足快樂的光彩。

將告別小學 盼順利適應
告別小學校園，中學生涯將是另一個挑戰，但願她

能順利適應。而我的愛，將伴隨她，度過每天⋯⋯」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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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智鵬（中）邀請達德校友楊純（左）及黃經城
（右）到台上分享昔日點滴。 中華書局供圖

科大出版3D校慶紀念冊
■為慶祝20周年
校慶，科技大學
出版創意3D校慶
紀念冊。隨書附
有特製軟件，只
要把紀念冊對準
熒光幕，畫面即
會顯示校長陳繁
昌以3D短片形
式，介紹科大發
展與成就。
科大3D短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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