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所內地院校免試錄取計劃深受港生歡
迎，有達6,200多人網上報名，反應熱
烈。在選校上學生比較集中於一些熱門院
校如中山大學和暨南大學，當然報考北京
大學和清華大學等頂級名校，以及就近廣

東省院校人數也很多。
其實，除了上述熱門院校外，還有不少名校質素是非常好的。筆

者建議，為提高錄取機會，部分還未完成交費確認程序的考生，可
考慮更改志願，選報一兩所非熱門院校。

就免試錄取報名方面，我們收到大量查詢，主要集中在選校、選
科及課程認受性等，但同時亦有大量學生問這樣一個問題：將來還
需要通過港澳台聯招試和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兩校聯招試報考內地
大學嗎？這兩個考試是否將來要取消呢？

筆者過去曾多次指出，即使實施免試計劃後，考試途徑仍是報考
內地大學的重要途徑，而港澳台聯招試，暨大、華大兩校聯招試等
在可見的將來還會存在，主要原因如下：

免試校收生 只重公開試
免試錄取計劃主要依據港生公開試（文憑試或高考）成績擇優錄

取，考生須在公開試中取得較佳成績才可獲錄取。以文憑試為例，
考生須在中、英、數、通識4科獲3322或以上才合資格，當文憑試或
高考成績愈好，錄取機會愈大，成績稍遜者其實並不太適合以此途
徑報考內地大學。

多方向報讀 增升學機會
筆者過去數月接觸不少應屆考生，他們對內地升學的態度主要有

兩種：第一種學生主要希望能在港升大學，報考免試計劃是持「買
保險」心態；第二種學生則因認同內地升學對將來發展事業的好
處，將內地升學作為首選，雖然他們還屬少數，但近年有這種想法
的年輕人正顯著增加。對於首選內地升學學生來說，在報名免試計
劃時，一併報考港澳台聯招試和暨大、華大兩校聯招試，有利提高
升學機會。

經筆試報考 選擇更廣泛
2012年內地對港澳台招生院校達212所，而免試計劃只包含63所內

地院校，一些名校和特色院校，如吉林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
航空航天大學、中央美術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北
京體育大學和眾多農業大學等並不在63校名單內，要報考就只能通
過港澳台聯招試了。

另外，是次計劃只適合應屆文憑試和高考考生（今年重考高考者
也作應屆生看待），一些往屆會考或高考生，或在內地就讀高中的港
生不合報名資格，這些人士便須參加港澳台聯招試或暨大、華大兩
校聯招試報考內地大學。

中山大學亦會在6月2日舉辦單獨招生考試，考中英數3科，所有具
中六或以上程度，在港修讀高中的港生都符合資格報考。

這幾個筆試都在3月份開始報名，有志到內地升學的港生，無論以
此作為首選還是後備途徑，都可按自己的條件、興趣等，選擇合適
的方式、院校及學科報考，以爭取更好的升學機會和個人發展前
景。

■羅永祥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世界數學測試 小學組逾半奪優

上課時段助減獨行風險 教局保安局遲遲未表態
促設港鐵專卡照顧
北區憂跨境童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本地大學
宿舍短缺問題一直非常嚴重，教資會提供的
數字顯示，今學年8大非本地生成功申請宿
舍的比率只得79%，其中以香港大學最低，
只得48%，甚至比該校本地學生更低。至於
本地學生方面，由於住宿優次較低，成功申
請住宿舍更是「難上加難」，今學年8大港生
成功申宿比率平均為60%，當中以城大成功
比率最低，僅為43%。

港大最短缺 逾半不獲批
教資會向立法會提交的數據顯示，在

2011/12學年，8大合共可供分配宿位數目為
約2.7萬個，其中包括公帑資助、私人資助及
臨時宿位。而8大合共收到近4萬份申請，其
中有2.5萬份為本地學生的申請，餘下約1.5
萬份為非本地生的申請。

與申請需求相比，港大宿位短缺最嚴重，
該校共有逾8,700名本地生和非本地生申請宿
位，而成功率則分別只得50%及48%，意味
㠥有逾半想住宿舍的港大生只能自行尋找宿
位。

4校建新樓 解宿位問題
文件亦顯示，港大、中文大學、理工大學

及科技大學4間院校現正分別興建公帑資助
學生宿舍。教資會預計，當4所新宿舍落
成，將會增加4,751個宿位，當中港大的堅尼
地成龍華街，便涉及1,800個宿位。

另外，教資會亦正和各院校緊密合作，規
劃6項宿舍工程，包括位於將軍澳的聯合宿
舍、以及5項於馬料水／大埔、馬鞍山和西
營盤的工程。教資會預計，6項工程合共可
增加約3,820個宿位。而各院校亦會在校園內
或校園附近提供約5,000個額外宿位，以解決
學生宿舍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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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跨境童持續

增加，本學年已直逼1.3萬人，學童往返學校

的交通問題亟需解決。北區中小幼校長聯席

會議早前向當局建議，效法日本鐵路的「婦

女專卡」，於指定時段增設「跨境童港鐵專

卡」，以助統一照顧年幼學童，減低其獨自上

學的危險。不過，相關的教育局及保安局卻

遲遲未肯回覆。港鐵則回應指，已有多項措

施協助跨境童，惟專卡建議實際執行上有困

難。

2011/12學年跨境童總數已達12,865人，由於北區
學額已幾乎迫爆，大量學童需要「跨境再跨

區」，今年於元朗上學的跨境童已有1,891人，屯門上
學有1,240人，而往更遠的沙田、荃灣及葵青區者亦有
97人，較兩年前的32人大增兩倍。

料明年小三生無禁區紙
現時跨境學童主要經羅湖及落馬洲支線口岸上學，

但有關當局早已「事先張揚」指，兩口岸的禁區紙數
目難以增加，意味㠥將有更多年幼學生未能在口岸禁
區乘保姆車，學界預計，下學年所有小三生都未能獲
禁區紙，即使年僅7歲的小二生，也將有半數需要自
己乘搭港鐵上學。

據了解，北區中小幼校長特別在早前與政府有關部
門之聯席會議上，提出於特定時段增設港鐵跨境童專
卡，以便統一照顧學童，減低其獨自往返之危險。不
過，建議雖提，但當局一直未有實質回覆，甚至未有
表態支持或考慮研究。

免水貨客利用學童「帶貨」
北區鳳溪小學校長廖子良則指，當局於禁區紙立場

強硬，問題實難以解決，據他所知，早在去年學界已
聯合提出「專卡」建議，但由於涉及港鐵的營運，暫
時只向教育局、保安局等政府部門反映意見，惟相關
官員卻未有任何回覆。

他表示，學界都願意參與配套，如聯合聘請保姆，
統一照顧專卡中的學童，此舉可望大大減低年幼學童
獨自上學的危險，更可避免水貨客乘機利用學童「帶
貨」。

港鐵：實際執行有困難
香港文匯報昨就有關情況向教育局及保安局查詢，

惟至截稿前未有回覆。港鐵則表示，未曾接獲「專卡」

建議，但發言人指，因乘港鐵的跨境童不多，設專卡
未能善用車廂，亦令整體載客量減低，而車廂屬開放
式設計，實際執行會有困難。發言人又表示，羅湖站
現已有多項措施照顧跨境童，包括設立等候區、指定
通道往月台候車、職員陪伴學童到月台候車等，港鐵
會留意學童上車情況，隨時提供協助。

深港跨境學童家長會主席黃菁葒指，有聽聞北區學
界建議設跨境童專卡，如能配合專用通道等支援，對
學童安全有一定幫助。不過她亦坦言，因學童上落點
不同，加上建議涉及私營機構，「肯定會有商業考
慮，怎會為了區區數千名學童做那麼多？」

北區區議員劉國勳表示，專卡能集中管理跨境童，
但未能完全解決家長對孩子「全程」上下課安全問
題，他認為，當局需要加強保姆車服務及管理，才能
長遠回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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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由香港科技大學
承辦的「世界數學測試（World Class Arena）」，昨
日公布最新一期成績，超過2,600名學生參與的小
學組「數學」及「解難分析」2份考卷，均有逾5
成考生取得最佳的「優等」等級，比率為過去3年
同期最高，成績令人鼓舞。其中參與測試時僅9歲
的小五生陳星宏，更成功越級挑戰中學組考卷，
成為「最年輕雙優生」得主。現時他經常「跳級」
至直屬中學上數學及科學堂，展現「超班」數學
能力。

「數學」「解難」成績3年來最佳
去年11月進行的最新一期世界數學測試，共有

來自156間小學和73間中學近3,000人參與，其中
2,600名小學生參與小學組（8歲至11歲）考試，
另300多人參與中學組（12歲至14歲）評核。今屆
測試中，小學數學卷奪優比率達51.4%，較去年同
期大幅上升14.7個百分點，是2008年以來最佳；
解難分析卷的奪優比例更高達52.1%，同屬3年來
最高。另中學組方面，數學卷有40.5%奪優，為3
年來最好成績，但解難分析卷只有39.5%學生獲
優，比去年同期略跌3.5個百分點。

九成優等考生 學習態度積極
為進一步研究港生數學能力，科大亦首次在測

試中以問卷了解考生學習數學的態度調查，結果
發現，在考獲「優等」的考生中，近九成遇上數
學難題時會主動思考解決方法，而非單單等待老
師解說。調查又顯示，經常閱讀數學參考書，在
測試中「解釋答案」部分往往可獲高分。科大數
學系副教授黃敏瑜指，這反映積極和主動的態

度，在學習數學過程中擔當重要角色，學生應多
讀數學解難書籍，以加強分析計算能力。

越級戰中學組 小五生奪「雙優」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小五生陳星宏，2年前

已曾於小學組測試獲「雙優」佳績；今年他越級
挑戰中學組考卷，除再獲「雙優」成績，更成為
是次測試中學組「最年輕雙優生」得主。他表
示，現時自己轉堂時經常「跑來跑去」，每到數學
及科學堂都會到中學部「跳級」上課，身邊部分

同學感奇怪，「但我沒太在意，難得課程水平剛
剛好，學得很開心」。

而今年7歲、循道學校小三生蔡榮摯則為小學組
「最年輕雙優生」。榮摯表示，學校數學考試一般
只要寫低答案，但測試要求在答案後加上解釋，
較為困難。

蔡爸爸則指，兒子幼稚園時已懂得背誦乘數
表，展露數學天分，但他認為以兒子的心智發
展，與同齡小朋友一起上堂較恰當，暫時無意讓
其跳級。

香港人大都喜歡追看
電視劇，上世紀80年代
的港產劇集更是風行內
地。不過近年來，內地

電視劇後來居上，不僅題材廣泛，劇種更是多
變。去年內地十分流行「穿越劇」、「年代劇」。
這些劇種對不熟悉內地電視劇的香港觀眾來說，
可能會一頭霧水：「這些到底是甚麼劇呢？」其
實說穿了，你一定會大嘆：「呵，原來如此。」

火紅「穿越劇」港人不陌生
「穿越劇」早在一兩年前就十分火紅，「穿越」

意指穿越時空，劇中人物從自己生活的時空，去
到另一個時空。對香港人來說，「穿越劇」絕不
陌生，香港過往播映過的許多耳熟能詳的劇集，

上映過的許多經典西片，許多都有這樣的情節。
只不過當時香港沒有「穿越劇」這個名堂而已。
內地一開始出現「穿越劇」，觀眾覺得十分新鮮好
奇，捧場者眾，於是模仿者接二連三，大家一窩
蜂都拍「穿越劇」，從現代到清朝，從神話到三
國，不一而足。「穿越劇」拍得多了，內容也經
常雷同，內地有人就總結出「穿越劇」的一些定
律，例如形式不外乎「靈魂穿越」與「身體穿
越」，時間則不外乎是古代、現代與未來三大時空
轉換，劇情多為男歡女愛、尋寶、追兇等。難怪
今年央視春晚，就有一個小品，專門諷刺「穿越
劇」的天馬行空、不尊重史實。

題材屢創新「年代劇」吸引

至於所謂「年代劇」，是指以清末民初至上世紀

30年代、40年代為背景的故事類電視劇，類似香

港的「民初劇」。按內地的分類，清末之前的稱為

「古裝劇」，上世紀40年代以後的為「時裝劇」，三

足鼎立。清末民初至上世紀30年代、40年代是中

國歷史上特殊的年代，社會發生巨大變遷，政

治、文化急劇轉變，人們的思想、行為乃至生活

習慣、服飾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個特

定年代發生的故事也特別引人注目。

其實，「年代劇」發源地還應該是在香港，上

世紀80年代香港幾家電視台製作了一系列「民初

劇」，風靡全球，當時內地正趕上改革開放，港產

劇集在內地曾引起很大的反響。近年內地的「年

代劇」除了才子佳人、風花雪月外，題材非常創

新，包括傳奇、抗日、革命等，為劇情注入了新

內涵。吸引力也大增。

■教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

蔣震（語言科學）講座教授鄒嘉彥主持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港生內地升大
筆試仍屬主流

內地電視劇種類多變

▲黃敏瑜指，問卷調查發現，積極及主

動在學習過程中很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蔡榮摯(左)和陳星宏(右)分別成為小學

組及中學組的「最年輕雙優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

■香港大學宿舍大學堂。 資料圖片

過去兩年跨境學童各區(部分)就讀人數
分區 2010/11學年 2011/12學年
北區 7,611 9,037

大埔 416 600

元朗 1,168 1,891

屯門 644 1,240

沙田、荃灣

及葵青 60 97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廖子良強調，乘搭保姆車仍是跨境童最

安全的上學方法。圖為鳳溪第一小學保姆

車接送學童放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