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鈺）聖公會蔡
功譜中學日前假座九

龍斧山道運動場，舉行
一連兩天田徑運動大會。除了各項
競賽外，學校更設有「30周年校慶
歡樂跑」項目，家長、師生、校友
競賽，場面熱鬧，為比賽增添不少
溫馨、歡樂的氣氛。

校長籲學黃蘊瑤不言棄
校長黎李群娣在開幕禮致辭時表

示，單車運動員黃蘊瑤能贏得世人
掌聲，並非單靠亞運銀牌，而是憑
藉在受傷劇痛下堅持完成賽事，這
種不屈不撓的體育精神，最終，她
贏得「亞洲英雄」美譽。黎校長勸勉學生，無論運動
或是人生，都應秉承堅毅不屈、絕不放棄的崇高體育
精神，盡力克服困難，逆流而上。

本屆運動會最後由紅社奪得全場總冠軍，藍社則獲
啦啦隊比賽冠軍。男甲鐵餅及男乙跳高成績，均刷新
大會紀錄。

適逢假日閒暇，
相信不少人愛四處

「覓食」，與家人分
享 佳 餚 。 較 早

前，筆者參
觀位於薄扶
林的中華廚

藝學院及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
有機會品嚐學生烹調的美食。美食心
思、質素俱佳，一試難忘。

中華廚院生 烹調甚認真
當日，學生詹安琳為嘉賓炮製味道

濃郁的卡邦尼意粉（Carbonara）。雖
然該西餐菜式平常不過，但詹安琳並
沒有掉以輕心，由調校芡汁到預備煙
肉、奶油等食材，均一絲不苟。上菜
後，她更把菜式由來及多種不同煮法
向客人娓娓道來，廚藝知識甚豐。

筆者特地與詹安琳傾談，問她對香
港餐飲業的看法。她認為，由於意大
利菜在本港較受歡迎，一般西餐廚師
多擅長意大利菜烹調技巧。為了加強
未來在行內的競爭力，她期望日後可
學到更多世界美食廚藝，例如：韓國
菜、中東菜煮法及知識，同時擴闊眼
界。

未來新學院 課程多元化
與小妮子一席話，令筆者想起今年

特首施政報告中支持成立的「國際廚
藝學院」。學院會提供世界各地廚藝
訓練，包括歐洲、地中海、拉丁美
洲、中東以及亞洲菜。此外，學院當
然少不了品酒、葡萄酒配對美食等大
熱課題。另外，學院日後會開辦會
議、展覽和娛樂業（MICE）相關課
程，為餐飲以至整個旅遊業培訓生力
軍。

努力吸新血 在職也歡迎
筆者跟一位大廚談過，他說，香港飲食業對

廚師需求甚殷切，如詹安琳一樣，中華廚藝學
院及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畢業生，每年就
業率接近百分之百。未來，「國際廚藝學院」
會培訓更多年輕人入行，以配合業界對人才的
急切需求。同時，對在職廚師來說，學院會開
辦有關國際廚藝技巧提升課程，讓在職人士持
續進修。

筆者相信，隨 廚藝訓練越趨全面及系統
化，更多廚藝巧手、服務專業的廚師，將會加
入飲食業，香港「美食天堂」地位將得以進一
步鞏固。

■VTC專業教育顧問梁任城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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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設首席教育主任 年袋200萬

■藍社獲啦啦隊比賽冠軍後留影。 學校供圖

要求領略寓意再下筆 缺人生體會難明作者原意
文憑試生多避答
模擬卷增漫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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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模擬練習卷」，考評局邀請約20間中學提供試
卷，由局方安排閱卷員批改，更會歸納成評分意見，

公開予全港師生參考，廠商會中學是其中之一。該校中文科
主任何慧微表示，就昨日所見的閱讀卷，形式與會考相同，
但文章長度卻多2/3，內容亦較以前艱深，學生需多花時間
推敲上文下理。同時，該閱讀卷問法較過往嚴格，令學生難
以「執分」，「跟會考比較，今次選擇題數目減少，填充和
闡述數目增加，學生『撞中』機會較低」。

實彈演習揭答卷速度慢
經過今次「實彈演習」，何慧微指，學生普遍有兩大不

足。首先，是答卷速度偏慢，不少人交卷時還欠一至兩題未
完成，情況不理想。此外，考試選取文章有涉及文化或待人
處世哲理，如是次試卷多篇文章圍繞對親情的看法，學生對
人生體會不足，亦令他們欠缺足夠能力理解作者原意。所
以，她將把握時間，為學生針對性「特訓」，包括嚴格計
時，助學生掌握時間管理技巧，亦會提醒學生多看不同報章
副刊文章，讓他們對不同人的生命有更多感受。

較想像中深 學生憂成績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昨日則只以試卷進行校內模擬試練

習。該校中六生劉鴻霖表示，今次寫作卷令他更了解自己的
不足，特別是其中「四格漫畫」題目方向，令他感到非常陌
生。雖然考試只要求題目中「3選1」寫作，現時變相只餘兩
條可選，增加風險。整體而言，他覺得考卷較想像中深，原
先校內評估可獲5級成績，現在他降低期望至4級。

風采中學中文科主任吳偉茵則認為，今年寫作卷3道題目
均要求學生寫出人生道理，考驗他們多種寫作技巧綜合能
力，有別以往會考「記敘、抒情、描寫」各項題目分得清楚
的做法，應試難度明顯增加。

考評局：程度符合要求
對於師生就練習卷的意見，考評局發言人回應指，試卷篇

幅和試題難度符合課程要求。而為甄別考生能力，考卷設有
深淺不同題目，所以不同考生對各題目難易度或有不同判
斷。考評局將借是次評核，進一步了解考生水平及常見錯
誤，藉此建議他們如何改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距離首屆香港中學

文憑試開考尚餘兩個多月，為了讓考生更掌握考試

難易程度，考評局昨日起，向全港中學派發「模擬

練習卷」，首日先派發中文科閱讀理解、寫作等多張

試卷。多所中學即把握機會，用考評局模擬卷舉行

校內模擬試。有資深中文科老師分析指，模擬卷水

平較去年會考略深；在內容深度、閱讀速度、題目

問法及答卷時間安排上，均對考生要求更高。而寫

作卷首次設有「四格漫畫」題，要求從漫畫領略寓

意，再下筆寫作，程度艱深。多校師生均表示，有

關題目方式及要求較難掌握，選答學生很少。

試卷特點及師生意見
閱讀卷 寫作卷

篇幅較會考長約2/3 題目分類模糊。整體而言，試卷評考學生能否寫出對人生道
理的體會，從前「記敘、抒情、描寫」分類方法不適用

對考生「深層閱讀」要求提高，尤 現今學生人生體會少，有老師舉例指，學生寫「一件最後悔

其是抽象意境理解，如對人生體會 的事」，多數寫趕不及見親人最後一面，反映學生寫作角度單

，有別高考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速 一，恐怕未能應付新試寫作要求

讀」

提問方法加深，選擇題較少，增添 出題方法創新，例如以「四格漫畫」出題，學生要有充分心

需要深入思考的題目，如運用其中 理準備，面對從未見過的題型主旨，分析另一文章中心思想

一篇文章，增加作答時間

文章貼近年輕人感覺，具時代氣息 有學生認為要多讀社評、範文書及接觸不同藝術如音樂，豐
富感受和價值觀

資料來源：綜合多名考生及中文老師意見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坊間團體近月
舉行種種模擬試。其中，逾300名學生上月報
考的英文科模擬文憑試，昨日公布成績分析。
學生閱讀卷表現欠佳，平均得分率只得總分
39%；寫作卷錯處重重，令人憂慮。

經濟日報校園去年底舉辦英文科模擬試，以
電腦分析考生閱讀卷成績。結果顯示，考生

「分辨事實與意見」、「理解修辭和結構手
法」、「推斷含義」3方面表現最差。前兩者平
均得分率更低至3成。

另外，考生寫作卷表現未如理想。有考生在
新聞寫作中錯用「I（我）」為主語，又在文末
署名及寫上日期，也有人在寫給老師的書信
中，以非正規「hi man!」作祝頌語。同時，串
錯字問題仍嚴重，如把常見的「Mainland China」
寫成「Mindland China」、「baker」（麵包師）
串成「barker」（吠叫的動物）等。主辦單位建
議，考生應謹慎審題、留意用字、串字與字
體，並好好分配作答時間，才有望奪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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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今年適齡升
小一學童人數較去年大增4,000人，令入讀心
儀學校競爭更激烈。在早前結束的小一自行
收生階段，近200間學校派出「世襲位」，超
出原有的設定指標，令大量供統一派位學額
慘被「蠶食」，涉及學額逾900個。教育界人
士直言，「世襲位」令稍後開始分區統一派
位階段學額變相減少，特別是地區名校，爭
位戰況勢必更熾烈。

189校自行收生超原額
教育局昨出版《2012年度統一派位各小一

學校網選校名冊》顯示，全港小學統一派位
學額共逾2.6萬。但香港文匯報統計《名冊》
資料，發現189間學校自行收生取錄人數超過
原有設定學額。按現有升小機制，有關學額
均是提供予兄姊在學或父母在職申請人、必
獲取錄的「世襲位」，涉及學額918個。有關
學校需調動原有供分區統一派位學額應付，
變相令其他學生經派位入心儀校機會減少。

24小學「超收」逾10個
以學校計，多達24間小學「超收」世襲位

逾10個。部分學校只餘下不夠總學額4成作統
一派位用，包括循道學校、馬頭涌官立小學

（紅磡灣）、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等等，當中更不乏地區名校。

家長對「世襲」又愛又恨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指，家長對

「世襲制」往往「又愛又恨」，「世襲實行多
年，根深柢固，始終可以方便弟妹入校。但
若想子女經統一派位入名校，競爭卻因此變
得較激烈，增加家長壓力」。

津小議會主席冼儉偉指，雖然「世襲位」
減少統一派位學額，但相信對整體統一派位
成功率不會有太大影響。他提醒家長，派位
選校時應考慮小朋友個性，並多透過不同途
徑了解學校特色。同時，應活用各選校志
願，例如第二、第三志願便不應過於進取，
可按子女實際能力水平填選。

5學校面臨「殺校」危機
另外，《名冊》又顯示，自行收生階段共

有50間小學未達16人「開班線」。如統一派位
後仍未達標，即面臨殺校危機。其中，5所學
校更屬收生少於5人的「高危校」，如荃灣潮
州公學和元朗通德學校，自行收生僅兩人報
讀；柴灣聖馬可小學暫只取錄4人。

小一統一派位將於本月14日至15日辦理選
校手續，家長需到所屬校網統一派位中心遞
交申請表，結果將於6月2日及3日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明年小一學額競爭激烈，加上
跨境學童急升，令鄰近邊境的北區，慘成學額不足「重災區」。

《名冊》顯示，單是上水80校網，便需跨校網向外借調230個學
額，最遠到大埔。有北區家長組織批評，區內學額不足問題越
見嚴重，政府再不重視，勢必造成「兩害」：本地生及跨境童
受害，即6歲讀小一要舟車勞頓，影響學習。

上水80校網 外借230位
據本報統計《名冊》資料，下學年統一派位跨校網學額有921

個，涉及深水 、紅磡、觀塘、荃灣、元朗、北區等地區。其
中，以北區上水80校網情況最嚴重，需跨網向粉嶺及遠至大埔
校網借調230個學額。

「迫爆」下策 跨境再跨區
面對有關情況，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阮張淑娟慨嘆：

「唉！太多孩子，之前又『殺」了很多村校，學位根本不夠！」
她表示，面對大量跨境童，北區學童首當其害，「迫使他們到
較遠地方上學，真的會覺得很不公平」。同時，因北區學額「迫
爆」，部分跨境童更可能被派到遠離邊境上課，「本身已要跨
境，再跨區到大埔，因上學而浪費的時間實在更多⋯⋯」兩批
學童都是受害人。阮太又表示，不少跨區學校更不是位於鐵路
沿線，對年幼學童造成很大不便，「交通時間太長，他們會很
辛苦」。

據悉，北區校長最近有討論有關問題。有北區小學3年內需增
加7班，導致課室不足，大嘆：「好頭痛！」阮太建議，政府應
盡快擴建北區學校紓緩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計劃申請開設
一個首席教育主任，以檢討及監察本港特殊教育服務，包
括關注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主流學校非華語生教育服
務。有關職位為期36月，年薪加上員工附帶福利，每年收
入可高達近200萬元，獲聘者最快今年5月開始工作。

檢討特殊教育 評估支援提供
據立法會文件顯示，本港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由

2006/07學年約1萬人，增加至2010/11學年約2.6萬人；
2011/12學年非華語生人數是2006/07學年兩倍。與上述學
生相關的政策，現由教育局學校行政及支援、特殊學校、
直資學校、課程發展及學位分配系統5個分部負責。因
此，教育局建議增設一個首席教育主任，把校本專業支援
全面合併。

新設的首席教育主任（支援服務），將隸屬主管學校行
政及支援科副秘書長，主要負責檢討、策劃及推行各項與
特殊教育有關政策，並監察及評估為非華語生所提供的支
援等。該職位年薪約136萬元，連同員工福利，每年收入
高達近200萬元。

蔡功譜中學運會 師生校友競賽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多位考生均表示，今次練習卷程度較

預期中略深。右一為劉鴻霖。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文憑試模擬考試昨日開考，不少學生全力以

赴，希望了解自己的實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為令學生盡快適應考評局試卷水平，廠商會中

學運用「模擬練習卷」作畢業試。左起何慧微、

校長麥耀光及副校長周修略。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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