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貧富懸殊新聞 中學生最關注

承諾建小學仍是爛地 民建聯偕28校聯署促正視
教局「拖字訣」挨批
跨境童逼爆北區

參加家教會 只求推薦信

責任編輯：李暢熹
逢星期一至五出版　傳真：2873 1451 電郵：edu@wenweipo.com http://www.wenweipo.com 2012年2月13日(星期一)文匯教育 A21

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

個人蛻變計劃（二）：尋找目標
不知不覺，我們已為生

命作出很多選擇：交友、
興趣、工作、衣㠥品味、
健康狀況等等，或多或少

受我們的選擇影響。未來，我們都希望一切如
願，但若毫無目標，欠缺努力方向，只會變得消
極，被動地讓未來選擇我們。

如何訂立目標？
要清楚了解自己需要，並不如想像中容易。筆

者建議，可從以下4個步驟了解本身需要：
步驟1.了解生活滿意程度
嘗試就以下方面給自己打分：0分為「最不滿

意」，10分為「最滿意」。
家庭/朋友、健康、工作或學業、財政、居住環

境、感情關係、個人成長、悠閒娛樂及快樂感。
步驟2.假設意外獲得一筆巨款，你會期望生活有

甚麼轉變？你會如何處理這筆錢？

有時候，部分現實條件會成為限制，令我們不
敢想一些想做的事。在此，嘗試給自己空間追尋
理想，不用否決有機會發生的事。
步驟3.有甚麼令你萌生妒忌心？
甚麼情況曾讓你慨嘆：「如果我可以這樣就好

了！」或許你會妒忌某人才華、妒忌某人擁有很
多知己良朋、妒忌某人樣貌出眾⋯⋯「妒忌」，是
一種自我意識情緒，讓我們了解自己重視及渴求
甚麼。
步驟4.如果有一種魔法，讓你做甚麼都不會失

敗，你會最想做甚麼？
很多時，我們內心有很多恐懼，阻礙嘗試及轉

變，甚至追求所期盼的東西。思考一下這問題，
也有助了解潛在需要。

了解真實需要 可訂「SMART」目標：
1.Specific（明確）──如果對目標不清晰，就

很難轉變。與其說：「我不要浪費金錢！」，不如
明確地表明：「我會把收入3成儲起來」。
2.Measurable（可量度）──如果目標不能量

度，便不容易了解進度。
3.Achievable（可達到）──避免把目標訂得太

遠大，訂得小及按部就班，會更易見到果效，產
生更大動力，向前邁進。
4.Realistic（符合現實）──目標一定要在個人

能力所及範圍內，如果不切實際，全會變成空
談。
5.Time-bound（有時限）──如果沒有時限，人

的惰性很容易把目標無了期擱置。
大家不要太貪心，同一時間訂下太多目標。總

之，按部就班、持之以恆，目標便會慢慢達成。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全人專業服務註冊社工趙芊嵐
查詢電話：2771 1891
網址：www.wellnesshk.com

（標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已引
起社會關注。逾1.5萬名中學生最近投票，選出本港5大貧
窮要聞，「貧富家庭收入相差42倍」以近7,000票列榜
首；其次是「30萬名港童活在貧窮」及「在職貧窮日僅30
元餬口」。主辦機構新福事工協會關懷貧窮學校（義務）
校長葉漢浩認為，本港貧窮問題已「響起警號」，中學生
要發聲，希望政府正視問題。
來自69間中學15,350名學生，去年11月投票，選出20則

與貧窮有關的重要新聞。結果顯示，除了上述三甲外，還
有緊隨其後的「㜜房呎租貴過豪宅」、「窮小孩發奮奪獎
慰亡父」等新聞入選5大。同時，大會以問卷調查，了解
學生對政府扶貧政策看法。約1.4萬份問卷中，逾6成學生
指，目前政策未能有效回應貧富懸殊問題。

殘障生明白 知識改變命運
去年，有居於深水㝸百多呎㜜房的少女，發奮讀書成功

升讀大學。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中五殘障生黃綺
雯，得悉有關新聞後大感共鳴，並寫下感想，昨日獲「要
聞感言寫作優異獎」。她來自綜援家庭，認為新聞女主角
是自己寫照。她自小因大腦麻痺症需坐輪椅，但有關新聞
讓她明白，「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即使手指不靈活，寫
字較其他同學花數倍時間和氣力，她仍然努力唸書，希望
順利入讀大學，將來成為社工，助人解決困難。

閱報章自省 貧生學自強
獲得「要聞感言寫作大獎」的許家暖，就讀迦密主恩中

學中五。她是領取全額書簿津貼資助的學生，由於家庭無
法負擔學費，放棄學習3年的小提琴。當她閱讀報章，知

道設計師余嫿在窮困環境下，仍堅持完成理想，更做義工
回饋社會，成為十大傑出青年，遂成為她自強的動力，
「余嫿的經歷提醒我，人窮志不窮」。她熱衷寫作，決心將
來從事與寫作相關的行業，以文字改變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古
代「孟母三遷」，只求讓兒子獲得良好
學習環境。時至今日，北區同樣爆發
「搬遷潮」，不少小學生家長為了孩子
不惜搬家。他們恐防在北區不能爭取
學額，孩子或要被迫跨區上學，故遷
到較易獲得學額的荃灣和鑽石山，以
入讀更理想的學校。
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張淑娟表

示，現時居於北區的本地家長怨氣衝
天，認為內地人與他們爭奪資源，
「奶粉又爭、生仔又爭、學額又爭」。
雖然內地家長和本地家長尚能和諧共
處，但若教育局再不處理北區問題，
相信難以再維繫和諧社會。
她透露，部分家長已「逃」到其他

地區「避難」。去年，已有家長因為
兒子要升讀小一，派位前特地搬到鑽
石山，「北區家長擔心學額不足，導
致子女要跨區上學，寧願預先搬
屋」。她又表示，近年北區家長求助
電話劇增，主要是關於子女升學問
題。
張淑娟又提到，現時很多北區家長

強迫小五、小六子女到大型補習社
「進修」，「家長都認為區外中學成績
較好，擔心子女跨區升學較難適應」。
北區區議員賴心坦言，近日收到較

多求助電話，「很多北區『原居民』
需要有關搬家的協助。他們大部分遷
往荃灣區，因為校網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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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部分擔心北
區學額不足的家長，選擇遷居避免競爭，但亦
有家長選擇留在原區「積極備戰」。有北區家
長為了認識區內校長，活躍於家教會，熱心做
義工，希望累積人脈，有助孩子升學。此外，
有家長在子女入讀幼稚園初班時，已預先向區
議員求助，要求他們幫忙寫升讀小一的推薦
信。
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張淑娟表示，有家

長坦言，參加家教會活動為了認識區內中、小

學校長，「跟校長熟絡後，的確可以為學童加
分」。
此外，有家長透過參與家教會活動，希望取

得家教會一封「推薦信」。

讀幼園初班 已擔憂小一
北區區議員賴心補充指，該區有幼稚園低班

學童家長，已要求區議員為子女寫推薦信，
「幼稚園低班學童家長已擔憂子女兩三年後的
升學問題，壓力非常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隨㠥越來越多跨境童

到港求學，北區小學已逼爆。據了解，早前已截止申請

的統一派位階段，約有3,700名學童申請北區80及81校

網，但相關校網合共只能提供2,600個學額，兩者差距達

1,100個。有北區區議員透露，教育局2009年承諾增建小

學，但該預留地至今仍是爛地，質疑當局採取「拖字

訣」，完全漠視巿民訴求。因此，區議會將與28間區內小

學向教育局發出聯署信，強烈要求當局正視北區學額嚴

重不足的問題。

民建聯多名北區區議員上周
五上午，就北區「學額荒」

問題，與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會
面，要求當局積極解決問題。有
份出席會議的北區區議員劉國勳
引述陳維安指，「這段時間是較
艱難，大家忍耐一點」。他質疑
當局態度過於被動，只是「打官
腔」，態度「不積極」。

劉國勳：08年已提方案
劉國勳坦言，部分北區小學正

推行小班教學，本來收25人，現
已增至每班27人，「部分學校要
把美勞室改為課室；甚至有學界
揚言，要在操場和走廊上課」。
為此，民建聯早於2008年，已向
教育局提出不同解決方案，包括
推地加建新學校；復建空置村
校，以作臨時校舍；容許學校彈
性收生，每班學生人數增至30
人；又或「加班」，「當局回應
指，收回的村校用地已歸地政署
擁有。若容許增加每班人數，即
是小班教學政策倒退」。

稱無意建校 當局疑反口
同時，區議會2008年曾向教

育局提出，在上水清河村已預
留教育用地加建小學。北區區
議員藍偉良表示，教育局翌年
以書面回覆指，該地將會用作
興建一所30班的小學，預計
2013/14年落成。不過，該區區
議員帶同記者到清河村視察，

發現預留地仍然是爛地，未有
任何動工跡象。藍偉良指，去
年教育局曾向傳媒透露，無意
在北區建新校，反映當局出爾
反爾，「我們保留了當時的文
件，絕對可以與教育局對質」。

鄰近校網借位 增班級數目
上水鳳溪第一小學校長廖子

良批評，教育局缺乏「同理
心」，「政府根本不希望跨境童
來港讀書，才不㠥力解決北區
學校問題」，並舉例指，當局限
制派發禁區紙，正是為了「嚇
怕」跨境童家長，「新學年將
有大批幼稚園跨境童。屆時，
二年級跨境學童都要自行安排
上學方法」。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時表示，

現時仍未能確定80及81校網學
校申請數目是否3,700個，但為
應付2012/13學年預計學位需
求，當局會向鄰近校網借位、
利用空置課室或其他用途房
間，增加班級數目，以及在每
班加派學生。

教局：長遠擬增建小學
發言人補充指，當局會繼續鼓

勵跨境童家長考慮採用其他口岸
過境，並選擇其他地區學校。此
外，教育局會進一步探討加建課
室、更改學校其他用途房間成為
課室是否可行。長遠而言，當局
會考慮在北區興建小學。

■黃綺雯(前)身體殘障，堅

持努力讀書，希望以知識改

變命運。後為黃母。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劉國勳(右二)和藍偉良(右三)等帶同記者到

上水清河村用地視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上水鳳溪第

一小學預計，

二年級跨境學

童新學年也要

自行安排上學

方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北區區議員

認為東慶學校

是可復建村校

之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許家暖（右）獲「要聞感

言寫作大獎」，由葉漢浩

（左）頒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福建農林大學港澳校友會常務副會長高武堆得知母校參展宣傳後表
示，很珍惜每一個為母校貢獻力量的機會，願為母校和福建的國際教
育合作交流盡力。
他稱，福建農林大學港澳校友會同仁們對母校75年來所取得的成就

感到欣慰和鼓舞。如今，福建農林大學在校領導和眾師弟妹的努力
下，師資力量、教學設備與日俱增，教學及科研成績喜人，成為廣大
學子嚮往的知名學府。展望未來，他們亦將群策群力，精誠團結，繼
續為母校發展，為香港社會和諧繁榮，為祖國富強昌盛做出應有的貢
獻。
據介紹，福建農林大學港澳校友會成立於1996年，成立以來始終堅

持愛國愛港愛鄉，團結校友，關心母校的工作宗旨。李常盛前會長積
極投入社會事務，對校友事業無私貢獻；而顏禧強會長亦是成功的社
會活動家，參與母校建設不遺餘力。

開放辦學 助港生入讀 心繫母校 共謀新發展
面對報讀本地大專院校、往內地或海外升學等

選擇，不少香港高中生及家長現身第22屆香港教
育及職業博覽，搜羅資訊、探路問津。今次教育
展首日主題為「中國內地教育日」，內地高校一
系列宣傳諮詢的活動得到本港學子的熱烈反應。
梁太陪同兒子林蓁勤前來教育展，她稱，之所

以會想讓子女升讀內地高校，主要還是想讓他們
多一條升學渠道。相比香港八所大學來說，內地
大學規模較大，而且可選擇的專業較多，比如，
獸醫、國際關係一類的專業都是本港沒有的。
與在香港讀書相比，內地讀書學費平，成為不

少港生想北上讀書的一大吸引力。即將參加新學
制下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高三學生楊天蔚表

示，作為首屆考生，較難預測應考結果，打算報
讀內地大學，做好兩手準備。「選擇到內地讀書
是因為學費較便宜，言語和生活習慣都是其中考
慮的因素。」
不少有意升讀內地高校的港生亦向記者表示，

覺得到內地讀書可以讓自己的眼界更為開闊，最
重要的是想讓大學生活多元化一點。
福建農林大學校長蘭思仁教授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期望通過是次活動，介紹該校
的專業特色和招收港澳台學生的優惠政策，讓國
際了解福建農林教育的良好前景，同時加強與本
港高等院校在辦學及科研上的合作，長遠而言，
吸引更多港生報讀。

閩高校加強交流冀吸港生
香港與內地的教育機構近年積極

互動交流，展現彼此的合作優勢。

由香港貿發局主辦、為期4天的第22

屆「香港教育及職業博覽」於2月12

日在香港會展中心閉幕，共有720間

來自14個國家和地區的參展機構，

提供升學、進修和就業資訊。福建

農林大學、華僑大學等福建高校通

過宣傳彩頁、交流合作等多種方式

盡展「教育閩軍」風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蓉、蘇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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