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蛻變計劃(三)
發掘及肯定個人潛能

創建美滿人生，需要良好根基。好好裝備自
己，把長處加以發掘及強化，便是建立穩固根
基的要素。你擅長甚麼？有甚麼過人之處？你
喜歡做甚麼？當我們面對這些問題時，很多時

未敢肯定回答，甚至覺得尷尬。不過，肯定自己長處，尋獲特別之處，
對激發潛能甚有幫助。這樣，可擴闊發展空間，為生活帶來改變。

個人玩樂工作發掘長處
長處是我們較擅長的東西，或是正面特質。無論你擅長電腦科技，又

或為人幽默，只要善於發揮，亦可成為過人之處。只要發揮自己喜歡的
長處，往往事半功倍。要發掘優點，可試從以下3方面入手：

1.個人方面：想想自己有甚麼正面性格特質，例如：健談、樂觀、有
同情心、活力充沛等。

2.玩樂方面：自己在體能、社交、智能，甚至創意方面，會不會有一
些地方表現不俗？

3.工作方面：工作不僅指有薪酬的職業，只要是有目標的事情，都包
括在內。例如義務工作、發展一種興趣，仔細了解自己，於當中有沒有
一些地方較突出，例如：組織能力、溝通技巧、解難技巧等。

主要長處需要集中發展
已發掘的長處，需要時間浸淫及發揮。太「分散投資」，只會令自己

心有旁騖，變得「虎頭蛇尾」，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要嘗試
把事情「優先化」（prioritize），把時間及精力集中發展主要長處，減少
做自己不享受的事情，包括：

1.確定有充足時間發展所長。嘗試在空閒或工作過程中，盡量發揮個
人優點。

2.找到支持自己的人，避免聽從過於消極的意見。
3.嘗試擴展長處，做一些不在自己「安全區域」內的事，例如：發掘

自己的藝術天份，可嘗試參加公開比賽，在過程中擴闊視野、不斷求
進。

當然，沒有事情可一蹴而就。所以，訓練自己具相當「抗逆力」面對
失敗，非常重要。人生充滿挑戰，我們往往都會面對不稱心或失望的時
候。即使家財萬貫的人，也無法抵抗天災。只有堅強的意志及毅力，才
能令我們度過人生每個逆境，從而把握生命給我們的每個機會，創造積
極人生。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全人專業服務註冊社工 趙芊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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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題為編者所加）

8大學增內地生額 取消修讀基礎年

港大再辦活動吸371中學尖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任職補
習社老師多年的周先生（化名）透露，
聽聞個別小型補習班收集試卷，但相信
為數不多。

他甚至估計，學校可放棄考問舊試
題，故採用上述做法的補習社愈來愈
少，「整體趨勢正在下降」。

周先生任教中文科，指補習業界近年
越來越專業，「翻炒」學校試題情況非
常少見，間接令家長對「操Past Paper」
意慾大減，「學校不考問去年試題，

『操Past Paper』就沒有意思。家長反而
希望補習社幫忙『貼題』，為考試作針
對性訓練」。

因個別需要 設不同題型
他以自己任教的科目為例，「有時學

校考問修辭手法或句子形式。我的工作
之一，就是對準不同水平學生需要設計
試卷，讓學生完成不同題型試題，這是
目前一般中、大型補習社做法。家長認
為，比起不再考問的舊試題，可讓學生
接觸更多題型，吸引他們報讀」。

他補充指，「有時補習社收集試卷，
並非存心想影印給其他學生操練，只是
學校遲遲未列出考試範圍，但家長又想
學生盡早溫習，補習社便會參考『Past
paper』，為學生制訂合適溫習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大學積極加強與中學尖子的聯繫。該

校舉行第二屆「菁英聚．港大」活

動，吸納來自41間本地中學371位中

四、中五尖子參與。活動日前舉行開

幕禮，校長徐立之寄語學生，要以成

為新世代全球領袖為目標，貢獻及改

變未來社會。

「菁英聚．港大」中學尖子，有機

會由醫學院資深教授親自指導，並於

醫院實習。此外，他們可參加國際學

者研究工作坊、修讀大學程度學分課

程，以及與哈佛、耶魯、牛津、劍橋

等國際名校進行社區服務。詳情可瀏

覽：www.als.hku.hk/talented。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
應今年9月大學4年制落實，本港新
生人數增加1倍，多間大學調高內
地生名額。2011/12學年，8大學共
取錄約1,400名內地生，預計新學年
名額增至1,600個。

香港大學將增收50名至100名內
地生，總名額350個至400個。香港
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科
技大學，分別約招生280人、180人
及150人。而內地生規模較小的香
港教育學院及香港嶺南大學，分別
取錄50多人。

至於參與全國統一招生的香港中
文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內地生名
額預計約300個及200個。下學年
起，港校內地生不需再修讀基礎
年，與本地生一同入讀一年級。院
校相信，此做法有利內地生融入本
地群體。

同時，校方繼續提供相關課程和

活動，助內地生更易適應本港校園
生活。學費方面，各院校普遍未有
調整，由每年8.5萬元至11.9萬元不
等。

城大諮詢日 300人參加
另外，香港各大學持續進行內地

招生活動。城大上周六首次於上海

舉辦「獨立招生諮詢日」，吸引300
多名當地及周邊地區中學生、家長
參加。

舊卷少重出 操練法式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

思諾）63所內地高等院校，
今年首次實施「免試招港
生」。今日至3月5日，應屆文
憑試生或高考生，可於網上
預 先 報 名 ， 網 址 為 ：
www.ecogd.edu.cn/lzbm/ks/in
dex.jsp。學生須按照系統指
示，3月1日至15日期間，於
預約時間親臨指定地點，進
行現場確認。

按照招生計劃程序，63所
內地院校可根據港生報考資
料安排面試，並於5月中公布
預先錄取名單。7月下旬，進
入正式錄取階段。各院校8月
3日前公布錄取名單。詳情可
瀏覽教育局網頁：
www.edb.gov.hk/exp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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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時做7份卷招徠 小學擬聯手告補習社
「操卷班」涉侵權
蒐學校試卷牟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以家長身份，向不同補習社查詢。部分補習社
承認，有提供區內學校「Past Paper」供操練，
甚至開設試前「操卷班」。負責人又把侵權責任
推卸學校，指學校既然會發還試卷，則應該預料
試卷會被複印，並聲稱不會影印已列明「版權所
有．不得翻印」的試卷，以為這樣做則毋須負上
法律責任。

沙田區一所補習社負責人趙小姐表示，補習社
「操卷班」大受家長歡迎，目前有3成至4成前來
報名的家長，均希望補習社替孩子「操卷」，

「雖然小朋友會辛苦一點，但為了考好試，也沒
有辦法」。

未印版權字樣即當無事
被問及會否擔心侵犯版權，她回應指：「學校

試卷發還學生，則應該預料會這樣（被複印）。
如果學校不希望見到（被複印），就不會把試卷
派還。而且我們不會影印已列明『版權所有．不
得翻印』的試卷。」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以家長身份，致電馬鞍山另
一所補習社。職員表示，有部分小學「Past
Paper」可提供，該考卷來自補習社學生。之
後，記者再致電時表明身份，查問當中有否侵權
問題時，職員說：「不要再打電話來，我們好
忙！」隨即掛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律師梁永鏗指，把學校試
卷作商業用途可能涉嫌侵權，隨時觸犯《版權條例》，屬
刑事罪行。雖然很多學校試卷沒有列明「版權所有．不得
翻印」，但梁永鏗指，這不等如校方「默許」翻印行為，

「只要證明試卷版權屬於學校，不論有沒有警告字句，補
習社翻印行為已屬犯法」。

交換試卷用 則難入罪
梁永鏗指，補習社複製學校試卷作商業用途，有可能觸

犯香港法例第528章《版權條例》，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
監禁4年、每份侵權物品罰款港幣50,000元。另外，學校
可循民事途徑，禁止補習社發放試卷及追討賠償。不過，
他補充說：「如學生只是把試卷拿到補習社，與同學交換
使用，補習社變相成為自修室，只提供地方讓學生溫習，
則技術上難以入罪。」

有補習社認為，部分學校試卷沒有印上「版權所有．不
得翻印」警告字句，變相「默許」翻印行為。梁永鏗直言
觀念錯誤，只要證明試卷版權屬於學校，就算沒有警告字
句，翻印行為已屬犯法。

知情印試卷 派發涉違例
被問到補習社負責人能否以不知情作抗辯理由，梁永鏗

指，除非負責人早已作出實際行動，例如制訂公司規則，
禁止員工複印學校試卷，否則一般而言，老闆單以「不知
情」作抗辯理由，恐怕難以脫罪。反過來說，若員工在不
知情情況下，按老闆指示，複製試卷派給學生，員工不屬
犯法；但員工在知情下這樣做，同屬有罪。

律師：無警告字句非默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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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擔心孩子成績落後，不少小學家

長對坊間「操卷訓練班」趨之若鶩。部分補習社覬覦這塊「肥

肉」，大規模收集各校試卷，安排學生一天8小時內操練六七份

試卷。有小學校長批評，此舉違反教育理念，並質疑補習社未

得學校同意，以試卷牟利，有可能涉嫌觸犯版權條例。據悉，

現時有學校已諮詢律師意見，計劃聯同區內學校，合力循法律

途徑打擊上述情況。

小學階段排山倒海而來的考試，

是入讀尖子班或升讀名校的重

要關口，家長認為不容有失。有補

習社全力收集區內中小學試卷，大

搞「考試特訓班」。個別補習社學

生，會連續操練六七份試卷，變相

成為「考試機器」。

發信促停止 數月即違諾
位於沙田的胡素貞博士紀念學

校，校長談鳳儀表示，學校考試本

意是測試學生知識水平，但補習社

持續多年來，都在未得學校同意

下，收集各校考卷，既罔顧教師出

卷的辛勞，更助長不健康操卷風

氣，養成學生急功近利的價值觀，

影響學生全人發展。因此，她於3年

前上任該校校長時，為阻止試卷變

為別人的「搖錢樹」，曾向個別補習

社發信，並直接約見公司負責人，

要求對方停止有關做法。當時，對

方承諾停止有關舉動，但數月後即

故態復萌。

疑教師洩題 損家校互信
她慨嘆說：「曾有家長私下問

我，為何補習社『貼』中多條考試

題目，是否有老師洩漏試題，導致

不公平考試。這當然並非事實，但

教師公信力已經受損，破壞家校互

信，形成雙輸局面。」

有見及此，該校今年推行新措施，

不准學生帶試卷回家，改為家長可預

約日子，到校核對分數。不過，此舉

一度惹來個別家長不滿，並向教育局

投訴。談鳳儀向該家長多番解釋後，

風波才告平息。她與區內中小學校長

商議，現已初步諮詢法律意見，計劃

在沙田區小學校長會及津貼小學議會

提出，商討對策。

同位於沙田區的浸信會呂明才小

學校長黃潔蓮指，分別有老師及家

長向她透露，區內補習社正搜羅各

小學「歷屆試卷」，但暫時未有證據

證明。不過，若事件屬實，她坦言

補習社做法「不恰當」，會與校內老

師、校董會及法律顧問商討，「連

小學生都知道，用人家的東西，之

前要先得別人同意」。

搜證甚困難 校方不追究
有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學校長指，

「操Past Paper」風氣在補習社行內普
遍，且有多個渠道收集試卷，部分
可能是學生主動提供，亦不排除有
教師離職後，攜同試卷轉職至補習
社，令試題成為補習社生財工具。
他曾發現，學生從補習社獲得該校

「Past Paper」，其中更印有該校校名
及考生姓名。及後，校方出信阻
止，負責人答應不會再犯。校方未
予追究，是因為考慮到要舉證補習
社侵犯版權，存在搜證困難，須花
費大量資源和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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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補習社風氣盛行，不少家

長望子成龍，放學後把孩子留在

補習社溫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城大協理副校長（內地及對外事

務）程星講解招生政策與規則。

城大供圖

■城市大學上周六首次於上海舉辦「招生諮詢日」，吸引逾300名學生和

家長參加。 城大供圖

■港大第二屆「菁英聚．港大」活動，共371位本港中學尖子參

加。 港大供圖

■談鳳儀表示，補習社搜羅各校

試卷操練，令家長懷疑老師「出

賣」學校試題，損害教師聲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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