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教育版農曆新年假期後新增投稿專欄，名為

「好書說不完」，廣邀全港中學生撰寫書評，藉

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每篇介乎500字至

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兩投。作品一經刊登

，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書券乙張，以及《香

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本，價值88元。

　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書評專欄徵稿啟事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兩

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書

券乙張，以及《香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

本，價值88元。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中華書局為紀念成立100周年，於今年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

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包括劉紹銘及林行止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

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化界重量級人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

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嚴謹準

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徵稿啟事

作者：吳佩儀
年級：中四
學校：聖公會陳融中學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堅定不移，鐵杵成
針；常懷感恩，胸襟寬廣。身處是是非非、複雜多變
的大千世界，培養正確的人生態度、良善剛強的品格
實為重要。吳同學能從作品中學曉這些人生道理，值
得一讚。

《無家可歸的小孩》

這本書主要講述秀萍和
福榮這兩姊弟的生活點
滴。他們在貧窮的家庭長

大，兩姊弟主要由做兼職的母親照顧。可是，不幸的事
情卻發生在他們身上—母親因車禍身亡，因此他們被
先後送到不同的家庭寄養。幾經轉折，他們寄養在一名
中醫師的家中，姊姊得到重返校園的機會。最後，兩姊
弟憑 堅毅的意志和驕人的成績，終於雙雙成為醫生。
看完這本書後，我深受當中的情節所打動。在這個故

事裡，我學會了兩種道理—感恩和堅毅。先說感恩

吧。在故事裡，兩姊弟先後被安排到不同的家庭寄養，
但他們並沒有埋怨自己為何像「人球」般屢次被送走，
反而感激這些家庭為他們提供一個「避難所」。由此可
見，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要感激曾對自己施予援手的
人，同時也要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古語有云：「施比
受更有福。」這不但是對施予者的一種報答，也能扶助
他人渡過難關，一舉兩得。
另外，故事中的兩姊弟以堅毅、積極的態度面對不同

的難題，這種精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事實上，我們平
日生活所遇到的不如事十常八九，但稱得上「挫折」的

並不多；可是，新聞時常都有報道有
人為了一些小煩惱，如愛情失意和與
父母意見不合等問題而輕生。為這麼
瑣碎的事情而輕生，你認為值得嗎？我絕對
不贊同這種做法。我認為，我們應該珍惜生命，學會以
堅強和積極的態度去面對難題，有需要時可以找家人或
社工求助，而不是輕生啊！
總括而言，這本書教曉我很多正確的人生道理。我希

望你們有空也能閱讀這本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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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信求職屢碰壁 兼讀碩士增競爭力
雖獲半席不言棄
失明漢苦搵教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余
振強紀念中學師生最近參與了由長
洲鄉事委員會青年綜合服務中心主
辦的「無國界義族」活動，探訪元
朗及天水圍的少數族裔家庭。活動
由青年事務委員會及青年統籌委員

會贊助，包括一系列的義工訓練及實踐工作。

義工訓練 先學交際
學生先會接受義工訓練，包括帶領集體遊戲秘訣及

打開話匣子的技巧等，並要先認識長洲的風景文化。
在活動舉行當日，學生分為4組，陪同不同的少數族裔
家庭一起遊覽及介紹長洲的景點，如小長城等，各人
又有機會欣賞太平清醮的飄色和舞麒麟表演。
此外，一眾師生在農曆新年期間，亦會為少數族裔

購買禮物，學生分別探訪尼泊爾及巴基斯坦家庭，余
振強紀念中學的學生會送上新年穿 的唐裝和風車，
而少數族裔家庭則以家鄉美味食物款待學生。經過一
系列的活動後，學生對不同的少數族裔認識更深，對
他們在升學及就業所面對的困難有更深入的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兆基
創意書院副校監馮美華表示，學校於
年多前收到Billy的求職申請，當時雖
未有聘任新教師的需要，但考慮共融
關愛的辦學宗旨，故決定踏出第一
步，嘗試聘用失明教師。
她直言，同學最初對失明教師亦不

太習慣，因期望會與老師有眼神接
觸，但時間過去可慢慢適應。
馮美華指，學校同事為協助Billy融

入校園，會盡量互相合作，「如學校

播放視藝短片時，同事會輕聲向Billy
講述畫面，讓他共同參與」，她表示，
今學年已安排Billy參與更多書寫教
學，及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工
作。

能否轉正 校方未正面回應
至於能否由半職轉為全職，馮美華

未有正面回應，但表示學校與教師需
要互相扶持，希望可以慢慢為教師製
造機會。

余振強中學師生
訪少數族裔家庭凸字機代眼「閱讀」速度如常人

校方助融入校園學生需時適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半職」

教師早於2003年縮班殺校潮浮現時開
始出現。由於當時部分學校有人手過
剩情況，當時政府推行「教師共享教
職」計劃，希望為學校提供更大彈
性，按校情需要聘請願意「共享教職」
的老師，讓兩名非學位教師以分工安
排，共享（如「0.5＋0.5」或「0.3＋
0.7」）一個文憑教師職位，薪金則按
比例分配。
有資深校長指，該措施有助紓緩當

時縮班殺校帶來的超額教師問題，亦
可讓個別教師有更多空間進修。

薪金課時按比例分配
至其後發展，部分學校採用一次性

資源聘請老師，故亦衍生了合約制的
半職老師，願意受聘者多為新晉老
師，薪酬多只約1萬多元，由於他們是
在「你情我願」下獲聘請，並不存在
「剝削」，但對教育生態來說，亦屬
「不健康」的狀況。

2003年殺校潮殺出「半職」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習慣面對黑
暗，Billy心態積極但不盲目樂觀，他知道教學
「實力」的重要性。接受訪問那天，Billy便向
記者展示如何利用凸字機配合電腦，批改學
生的英文作文，他一邊摸 凸字字粒，口中
不自覺地喃喃讀出句子，閱讀速度絕不比開
眼人慢，亦讓人感到他身為老師的認真。

手觸讀英文快且準
對游老師來說，凸字機等同他的眼睛，批

改功課、撰寫試題全靠「它」一手包辦，所
以他亦特別珍惜與謹慎，當記者要求他捧
凸字機拍照時，他雖然友善應允，過程中也
曾顯得有點為難，「這部凸字機價值2萬多
元，我擔心一旦掉落地便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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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進社會 挑戰才開始
因視力問題，游偉樂自幼已明白

自己的不足，也知道起步點總較別
人低，即使是入讀港大教育學院
時，面試的教授雖對他很有信心，
但也特別提醒，擔心他未必找到教
學實習空缺。心理上做了準備，也
順利通過實習，但到踏入社會，卻
是真正挑戰的開始。
2008年畢業至今，Billy一直只能以

「半職」獲聘，他憶述自己於中學任
英文老師的第一份工，「當時校長
說資源有限，只能以半職聘請⋯⋯
入職後學校亦安排另一位全職教師
在一同班房上課，可見校長對我未
夠信心，兩人合教一班亦有困難」。
至2年前，校方以沒有撥款為由，未
有與他續約，當年，Billy是該校唯一
一位離職老師。

被質疑缺「可教書證據」
為爭取全職教席，他寄出不下百

封求職信，部分信中他未有提及自
己是失明人士，機會即「撲面而
來」，「試過2個月內有5次面試；但
是當校長得悉我的情況後，不是Hea
In(敷衍地面試)，隨便問數個公式化
問題，就是反問我是否清楚申請的
職位；亦曾經有校長雖表示對我欣
賞，但語氣卻似有難言之隱，最終
也未有聘用⋯⋯」
最令Billy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位

校長與他詳談個多小時後，最終卻
竟然說「看不到你有任何可教書的

證據」，令他倍感心酸。他坦言︰
「當然唔開心，心想自己無論學業、
實習成績全都合格，為何要因眼睛
問題不被接納⋯⋯。」不過仔細一
想，他隨即開解自己：「始終各人
起步點不同，猶如起樓，一般人在
15樓，而我，則由5樓開始⋯⋯。」

自錄教學片 力證「做得到」
失敗的經驗也讓Billy汲取教訓，之

後的面試他都帶備自己20分鐘的錄
像教學片段作為「證據」，「我覺得
自己做得到，只是不能監考及即時
批改功課，其餘教學都與正常人無
異」，而學生的支持更是他信心的來
源：「曾有學生鼓勵我說，雖然我
眼睛看不見，但卻十分雪亮！」

工餘兼導師「拼湊」全職
Billy後來獲兆基創意書院聘用，但

仍只屬「半職」，所以去年9月起他
到一所小學兼教，工餘時間又於坊
間教育機構兼任英文導師，總算
「拼湊」出一份全職，「其實我並不
是要駕駛飛機，只是想教書，整件
事是work(可行)的，只外界總有太多
不必要的擔心⋯⋯」為裝備自己，
Billy更開始兼讀教育碩士，以便將來
爭取到事業上的「另一半」。

明白失明人 需時被接納
他不諱言，明白失明人在任何行

業均需時間才能被接納，只期盼社
會終有一天能向前邁進，而那一步
中，有 他努力的足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他雖然看不到，但在學生心中卻

擁有雪亮的眼睛，惟「明眼人」社會對他偏偏視而不見，多年

來倍數的努力卻只能換來「半份」回報。兩歲起完全失明的游

偉樂(Billy)，因獲盲人學校老師循循善誘，故立志要作育英才，

更努力學習成功入讀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主修英語教育。不過，

他畢業至今3年半，寄出過百封求職信，都只能爭得薪金或工作

量減半的「半職教席」。重重波折磨人心志，但他未有氣餒，主

動爭取到小學及教育中心兼教，拼湊出一份全職，同時兼讀教

育碩士提高競爭力，希望能覓得「另一半」教席，成為一個

「完整」的好老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考評局
昨日起一連兩日為數學科教師舉辦簡介
會，分析3,000名文憑試考生在數學科模擬
試的表現。總括考生在數學科必修部分及
M1/M2兩個延伸部分的表現，考生普遍出
現審題不小心的情況，而且表達不夠清晰
及欠條理，另外部分基本概念亦未充分掌
握。

未掌握基本課題
據考評局分析，是次練習卷反映部分考

生未能掌握基本數學課題，例如在必修部
分中的指數、主項轉換、因式分解、百分
數、線性方程及坐標等；M2「化數與微積
分」中的二項定理、數學歸納法及從基本
原理求微分等，建議考生可多下功夫。此
外，在M1「微積分與統計」中，也出現考
生在積分法、正態分布及概率等範疇未能
使用適當符號的情況。

倡詳列所有算式
不過，最普遍的是考生審題時較為大

意，表達能力欠佳，考評局建議考生，要
詳細列出所有算式，並清楚解釋如何從前
提得出結論，因為所使用的運算方法以至
表達都佔有一定的分數。考評局亦提醒考
生要注意長題目中不同部分的相互關係，
避免離題。

■游偉樂雖然看不到，但在學生心中卻擁有雪亮的眼睛，惟「明眼人」社會對他偏偏

視而不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審題不小心及表達能力欠佳，成首屆文憑試生在數

學科模擬試的通病。 資料圖片

■游偉樂利用凸字機配合電腦，

批改學生的英文作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余振強紀念中學師生探訪元朗及天水圍的少數族裔

家庭。 學校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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