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30624700，聽到廣告便知道新一年
度的財政報告快將公布，教育界亦
趁機促請政府加大教育資源的投
放。一項調查顯示，前線老師認為
增加教師人手、加強對小班教學支
援，及處理中小學合約教師約滿問
題，是政府最有需要增加經費的教
育項目，三者均有超過9成老師支
持，其中增加教師人手支持比率更
高達99%！負責調查的團體指，在
政府財政儲備及盈餘增加下，更應
加大對教育投資的力度，同時亦應
制定未來5至10年的中長期教育規
劃，以長遠保持香港競爭力。

9成支持增加教師進修津貼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今月初以問

卷調查形式，訪問了1,166位中、小
學及幼稚園教師，了解其對增加來
年教育開支的意見。結果發現，多
達99%老師支持在新財政年度應投
放資源，增加教師人手以減少課
節，而「向推行小班教學的小學提

供相應的資源」及「調高學校發展
津貼的金額，紓減中小學合約教師
的約滿壓力」的支持度也別有93%
及92%。至於增加經費以設立幼稚
園薪級表、增加教師進修津貼及改
善學校環境的支持比率也有近9成。

文憑試生趕「課」教師初五「啟市」
而就最優先增加經費的教育項

目，亦有多達74%老師選擇要增加
人手減少課節。本身為前線老師的
教聯會副秘書長馮劍騰表示，老師
課節太多情況普遍，他自己每星期
便要上34堂，「除了基本課堂外，
也要處理行政工作，近日又要為文
憑試生趕『課時』，所以農曆年假大
減，初五便要『啟市』。」他指減低
課節量，除可以減少教師工作壓
力，亦可增加備課時間，提高教學
質素。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則指，今年

是新舊制高中並行的「雙軌年」，教
師人手較正常多，但隨 今年稍後
舊制中七生畢業，教席需求大減，

但當局至今亦未宣布如何處理有關
問題，近1,000名教師或將加入失業
大軍。若能增加教席，既可分擔現
時老師課節量，更可解決教師失業
問題。他又表示，雖然政府一直強
調重視教育，但近年教育佔政府總

開支比例卻在減少，由2010/11年度
佔整體支出18.9%，減至本年度只佔
17.1%。而近年政府錄得不少盈餘，
更應投資教育，同時作中長期規
劃，以有效提升未來年輕人競爭
力。

去年9月接任教資會主席的鄭維
新，昨日會面傳媒時介紹教資

會最新工作，包括各大院校於新學
制準備事宜。他表示，由政府資助
教資會新學制基本工程計劃，大部
分均可趕及在今年9月前完成應付需
要，不過，理大、城大的新教學大
樓，及中大學生活動中心的建築工
程卻受延誤影響，預計要年底才會
落成。鄭維新指，中大工程因不涉
及教學設施，延誤問題不大，而理
大及城大除採取自行應變計劃外，
政府亦會提供支援，兩校都可與政
府商討暫時使用空置校舍，或甚至
借用附近的中學校舍，在新設施落
成前作有關過渡安排。
教資會委員、港大首席副校長錢

大康指，大學籌備學制改革早於3、
4年前開始，現時大部分院校已安排
足夠教學人手，並已聯絡巴士、小

巴等運輸公司商討交通配套，迎接
新學制大增的學生人數。在課室短
缺問題上，他表示，大學可以於晚
上或周末時間借用鄰近的中學校
舍，以港大為例，雖然未有出現工
程延誤，但校方亦已開始與相鄰的
聖保羅書院及英皇書院溝通，在需
要時或可提供支援。

理大建築工程比預期複雜
就工程延期落成，理大回應指該

校第8期校舍及創新樓的建築工程比
預期複雜，令施工進度受影響，按
目前進度，兩者可分別於2012/13學
年的第1個學期及第2個學期啟用。
該校表示除會密切監察新校舍工程
進度，又將制定一套短期過渡方
案，包括延長平日上課時間及在周
末上課，及使用校內綜合活動室、
大型會議室、蔣震劇院，或租用鄰

近設施作臨時教室等。
城大則指該校已為學術樓(三)工程

延遲作準備，包括已租用鄰近的房
委會設施，並於6月移交大學，提供
可用面積2萬平方呎，相信有足夠空
間供使用。

鄭維新指仍欠2.2萬個宿位
鄭維新又指，在四年制下教資會希

望為每名大學生提供最少一年半的住
宿生活，但目前仍欠至少2.2萬個宿

位，即使稍後1萬個宿位將落成，距
離目標仍甚遠。他表示，短期內會與
各院校商討更多聯合宿舍，或由大學
向政府提出改建空置建築物。
教資會今年2大工作目標是提升教

與學質素及加強大學與國際及內地
間關係，鄭維新指，大學2012至15年
的3年期逾400億元撥款中，有7成5會
用作教學，另設3,700萬元教學發展
補助金，及每年注資500萬元支持教
學發展活動，可見對教學的重視。

99%老師促財案加大教育投資

浸大全面英語授課 師生批侵學術自由

■逾百名浸大教職員和學生昨晚與校方討論語言政策，亦

有學生選擇在場外以行為藝術表達對政策的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就讀浸大社會及通識教

育系的翁同學認為，校方

對於回答不了的問題充耳

不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攝

■浸大教學語言政策關注

組成員麥子文認為，校方

一直在推卸責任，是次論

壇無助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攝

■教聯會調查指，前線老師認為新財政年度應增加經費，優增處理增加教師

人手減少課節的問題。左起︰教聯會理事陳美娟、副主席胡少偉和副秘書長

馮劍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理大於去年9月已表示，第8期校舍及創新樓因建築工程比預期複雜，出現

延誤。圖為當時仍在動工的工程地盤。 資料圖片

■教資會今年的2大工作重點為提升教與學質素及加強

國際化，(左起)委員錢大康、主席鄭維新、委員陳黃穗

及秘書長安禮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校長唐偉章

（右）代表理

大接受黃鐵城

的捐款支票，

並致以衷心謝

意。

理大提供圖片

■新昌葉庚年教育基金一眾獎學金得主合照。 大會提供圖片

中大不涉教學設施 理大城大需支援
政府協調借校舍
3大學工程延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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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除公帑資助課程外，8
大院校亦開辦大量自資營運的課程，包括社區學院的副
學士，及不同自資學士、碩士課程等，有關課程除可能
與公帑部分有財政混雜，其錄得巨額盈餘也引起外界關
注。教資會主席鄭維新指，8大自資課程近年發展快
速，是成功的表現，但資源運用及財政仍有需要改良的
地方。由於8大處理自資課程方式大不相同，教資會將
逐間檢視，先掌握較全面狀況，以便未來提出改善建
議。

現時院校營運需要改良
鄭維新表示，香港高等院校不但排名高，於國際也有

一定聲譽，成就實屬難得。他指，大學發展除政府資源
外，還有賴社會、企業及捐款支持，開辦自資課程為其
中一途徑。他不諱言，現時院校自資課程營運，特別是
財政方面有需要改良，但院校需要自主，教資會無意
「太細微都管制」，只會盡量保持「建議者」的角色。

鄭維新指，教資會的相關財務小組，將逐間檢視8大
處理自資課程狀況。據悉，現時小組正與教育學院及理
工大學進行交流，了解兩校如何處理自資課程的資源，
及與公帑資助課程關係等。

校友黃鐵城捐200萬
賀理大75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理工大學正慶祝創校75周年紀
念，該校近日喜獲傑出校友、鎮泰公司主席黃鐵城捐出200萬
元，支持大學學生發展工作。黃鐵城從事玩具業40多年，為首
位國際玩具業協會的華人總裁，他曾積極推動香港玩具廠商會
支持理大，成立了玩具設計中心，對玩具業及理大貢獻良多。

獲「傑出工業家獎」熱心母校發展
黃鐵城曾於2001年獲頒香港玩具業傑出成就獎，並於去年獲

香港工業總會頒發「傑出工業家獎」。他熱心參與及推動母校發
展的工作，多次支持大學活動，2009年獲選為「傑出理大校
友」，去年更加入理大籌募委員會，為大學的籌集資源工作出謀
獻策。理大校長唐偉章表示，衷心感謝黃的慷慨捐贈，他期望
繼續得到校友的鼎力支持，共同實踐理大新願景與使命。

班級學額資料
不宜每年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新學年的中一自行收生將於明
天截止，教育局去年起推出「自願優化班級計劃」，約200間中
學參與減少中一收生，不過今年小量學校卻改行「循環式平衡
班級結構」，即只會隔年進行減收1班中一，有關資料未有預先
公布，被部分家長質疑打亂其子女的升學部署。教育局局長孫
明揚指，學校申請減班時已註明建議的未來6年班級結構供當局
審批，因每年具體狀況或有變化，有關資料不宜公布，但當局
會透過《中學概覽》及《中學一覽表》列明該年度的班級及學
額資料，供家長選校時作參考。

《中學概覽》列明該年資料
孫明揚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當局每年均會對地

區學位的供求、個別學校實際收生情況和發展路向等作檢視，
批核各校下一學年的班級結構，所以不同學年情況或會有所變
動，為免造成訊息混亂，並不宜公布各學校未來6年的班級結
構。他強調，每年參加升中派位的學生家長，都可透過《中學
概覽》及《中學一覽表》獲知該年的學校學額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昌葉庚年教育基金2011/12年
度助學金頒發典禮前日假座香港灣仔小童群益會禮堂舉行。本
年度，獲頒發助學金的同學共有191名，他們來自本地9所大學
及香港教育學院，大會共派發了逾124萬元獎學金。基金共有7
名信託人，基金信託人法團主席為陳祖澤，他在典禮上致辭勉
勵學生，並主持頒授助學金支票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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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庚年教育基金派124萬助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大學4年制今年9月正式落

實，現已踏入「倒數階段」，各大院校都積極籌備，為迎接新舊

制兩批學生同時入學做好準備。不過，教資會昨透露，理工大

學、城市大學及中文大學3所院校都有建築工程延誤，部分要至

今年底始完工。為處理有關情況，除大學本身的過渡措施外，

政府當局也已參與協調，各大學將可借用相鄰的中學校舍及空

置校舍，分流新增的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浸會
大學的教學語言政策擾攘多時，昨晚校長陳
新滋等管理層出席「教學語言政策公開論
壇」，與教職員和學生會面並進行討論。有教
員反映，任教的科目內容涉及中醫知識，難
以用英語去教學，但校方拒絕豁免，更 他
索性不要教授有關內容；期間不少師生亦批
評校方對他們提出的意見充耳不聞，炮轟管
理層把「學術自由」等同於管理層的決定。
浸大為提高國際化形象，早前下達命令，

除非獲校方豁免，否則教員在下學期起要全
面以英語授課，有關規則在通識相關科目執
行得尤其嚴厲，引起教職員及學生極大的反
響。昨日有逾百名教職員及學生出席「教學
語言政策公開論壇」，浸大校長陳新滋、教務
長蘇國生及副校長（學術）陸大章等都有出
席，討論逾2個小時。

中醫知識難英語教學望豁免被拒
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陳士齊指，校方的

做法已侵害教學人員的學術自由。他表示，
曾向校方解釋自己任教的部分科目內容涉及
中醫知識，難以用英語去教學，希望校方能
作合理豁免，但「高層人士」卻對他表示：
「你可以不教那一部分」，干預大學議會已審
批的教學內容。陳士齊亦曾提出其他方案，
表示同一科目可開中、英文班，以照顧不同

學生需要，但不獲校方接納。

蘇國生指內地生聽不懂粵語
據了解，中文系的「中國俠義精神與現代

世界」一科亦被要求改用英語授課，校方指
有關做法由中文系主動提出，但有中文系教
職員卻於論壇上反駁校方言論，表示他們是
「被要求」這樣做。事件出現「羅生門」，但
校方也沒有進一步解釋。陳新滋指，浸大早
於2003年已落實「採用英語為大學教學語
言」，希望大家尊重政策，並尊重委員會的
「學術自由」；而蘇國生則表示，不同科目採
用甚麼教學語言，是以整體課程來考慮，又
指不少內地生均向他表示聽不懂粵語，希望
學校多用英語授課。
蘇國生亦強調，校方並非將教學語言一刀

切，亦非一句中文都不容許，但對於政策能
否延遲推行、到底課堂上可用多少廣東話，
蘇國生表示，詳細情況要等校方再開會決
定。

內地生不滿被校方作「擋箭牌」
但有關回應卻引起很多師生抨擊，指校方

將「學術自由」等同於管理層的決定；又有
內地生不滿被校方當作「擋箭牌」，表示「寧
願用廣東話上課」，並指與其更改教學語言，
不如搞好學術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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