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局高層赴英美教育會議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高
鈺）教育局副
局長陳維安及
常任秘書長謝
凌潔貞分別到
訪 英 國 及 美
國，出席當地
舉行的國際教
育會議。陳維
安率領由教資
會秘書長安禮治、港大校長徐立之、中大校長沈祖堯、理大校長
唐偉章、浸大校長陳新滋、嶺大校長陳玉樹、教院校長張炳良、
科大首席副校長史維及城大學務副校長李博亞組成的代表團，昨
日已抵達倫敦，展開4日訪問，推廣香港區域教育樞紐地位。

陳維安赴英見國務大臣
陳維安又會與英國國務大臣（大學及科學）韋力生會面，並與

當地大學代表，就高教界發展和挑戰交換意見，探討合作機會，
並會出席香港與蘇格蘭「發展資歷架構」備忘錄簽署儀式。是次
為香港首份與外地簽訂的資歷架構備忘錄，是推動香港資歷架構
及終身學習的里程碑。

至於謝凌潔貞則將於今明兩日出席美國2012年國際教育專業事
務峰會。她參觀了紐約大學，了解該校於世界各地的發展，特別
是將於上海成立的新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雙軌年」升
學激烈競爭，應屆考生紛紛考慮到外地升學。除
了傳統英美澳加等熱門留學地外，歐洲中部奧地
利高校亦打算「分一杯羹」。奧地利商務專員公署
昨日在港舉辦「奧地利教育諮詢日」。公署高級商
務專員薛樂華指，當地教育質素高，且政府投放
大量資源降低學費水平，連同住宿費，每月只需

約9,000港元，更容許學生兼職幫補。他指當地以
旅遊、科技、工程、音樂等學科最著名，預計今
年可招收200名港生，較以往每年約90名大增逾
倍。

教育諮詢日 吸引300人
逾30所奧地利院校派員參加諮詢日，吸引逾300

名港生及家長到場。薛樂華指，港生過往對奧地
利了解不多，但其實當地除首都維也納以音樂聞
名於世外，大學教育也相當不俗，與最多港生留
學的英國水平相若，部分學科甚至更好，「我們
的科技、工程等學科都發展得很好，也因為科技
產業的關係，令我們成為世界第五富有的國家」。
他又表示，奧地利其實與香港相似，旅遊同樣是
經濟支柱，大學相關學系發展很好，近年更已與

內地多所院校開展合作，有助學生迎合旅遊業最
新趨勢。

須文憑試或高考全合格
薛樂華又指，奧地利院校收港生底線，是文憑

試或高考全部合格。另雅思（IELTS）考試至少
5.5分，其餘並沒有特別要求。雖然當地官方語言
為德語，但薛樂華指院校都以英語教學，奧地利
人普遍能說2種至3種語言，相信港生能適應。

私立維也納模都爾大學代表吳詩韻昨日表示，
該校酒店服務專業位居全球前列，僅次於瑞士院
校，認受性很高。大學今年打算招收10名內地學
生，3年學費約港幣25萬元。當地阿瑪迪斯維也納
國際音樂高等中學昨日也有參展，計劃全球招收
60名12歲至14歲學生修讀音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NBA球星林書
豪近日掀起全球熱話，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
前日亦在網誌撰文，藉林書豪的故事與學生分享
感受。

沈祖堯指近日圍繞林書豪的身份問題，坊間有
不少意見，但他認為並不重要；反而林書豪「寵

辱不驚，虛懷若谷，心存寬恕」的處世態度，才
最值得年輕一代仿傚。

寄語年輕人 應虛懷若谷
沈祖堯表示，相比林書豪在籃球場上的耀眼

表現，令他印象最深刻的，還是親眼於電視訪

問看到，這個只有23歲年輕人的溫文謙恭，稱
所有勝利「純粹是團隊合作所致」的態度。他
表示，近日關於林書豪美籍華人的身份問題備
受關注，令自己感觸良多，更聯想到早前香港
社會的身份認同爭議。他特別寄語年輕一代，
身為中國人，應該接受自身身份，力求進取，
讓家國引以為榮。而在過程中要保持謙遜，並
以林書豪為榜樣，學習「寵辱不驚、虛懷若谷」
的處世態度。

報「資訊及通訊科技」 冀升大設計網頁助殘障者
肌萎生盼證實力
單手迎戰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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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試開考在即，溫習
室、網絡論壇中，不少自覺是「白

老鼠」的考生叫苦連天，埋怨「何必偏
偏選中我」。有人無可奈何消極應戰；有
人緊握手腕，積極「擁抱」挑戰。今年
18歲、患有肌肉萎縮症的梁洛維，四肢
只餘下右手腕具備活動能力，先天不足
即使能困住他的身體，卻困不住他對大
千世界的好奇心：「讀書已這麼多年，
今次報考文憑試，只為了證明自己的實
力，看看自己學會了多少！」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中六生洛
維，今年文憑試除了報考「中英數」及

「通識」外，更特別報考「資訊及通訊科
技」，源於他與電腦的一段不解緣，「我
自小手腳不太靈活，難以親身接觸世間
事物。是電腦讓我知道，外面世界是甚
麼模樣的」。

IT老師耐心 增電腦興趣
他說平時熱愛「打機」，亦會用電郵與

朋友聯絡。今次報考「資訊及通訊科
技」，曾帶給他意外驚喜，「我修讀這
科，需要完成校本評核。一次要設計網
頁，介紹試場監察及學生登記系統，怎
料文件標示語言（HTML）出錯，網頁
文字和圖片位置調亂了，只得向老師請

教。他耐心向我講解，然後我再慢慢修
改。雖然花了很多時間，但過程很有
趣，令我對電腦更 迷」。

洛維校內成績中等，所有科目合格，
直言希望升讀大學，修讀「資訊科技」
課程，即使未能成功，也會報讀相關高
級文憑，「我的身體難以應付全職工
作，頂多成為一名Freelancer（自由工作
者），不定期從事網頁設計」。

洛維努力增進知識，並不單只為興
趣，「我最希望將來設計一些網頁/程
式，適合有身體殘障的人士方便使用，
如視障、聽障等，讓他們像我一樣，有
更多機會透過電腦認識世界」。

身體難負荷 備戰倍吃力
為了應付文憑試，洛維每天都會手執

滑鼠、對 電腦溫習2小時，加上周六、
周日各3小時複習，一周合共備戰僅16小
時，遠較一般考生少，但對他而言已是
極限，「我每天7時起床，約9時回校。
放學回家，已經差不多5時了。之後除了
吃飯洗澡，亦要花逾1小時躺在床上，讓
已挺 一整天的腰骨、肌肉得以舒展休
息，晚上8時半才可以開始做功課或溫
習，但最遲要10時半上床睡覺，否則翌
日沒有精神」。

另他又向考評局申請特別應試措施，
包括數學科口述由他人代筆、其他科目
改用電腦應考，答卷時間較一般學生獲
加時50%至75%。

辛苦僅一瞬 學業最要緊
當被問及會否覺得辛苦，洛維形容：

「現在基本上沒有娛樂，因為我要把最好
的精神都放在學業上。不過即使如何辛
苦，都只是這段備試時間而已。最重要
的是，自己讀書已這麼多年，我真想證
明自己實力去到哪裡。文憑試的證書，
對我來說，是一個知識上的肯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首屆中學文憑

試開考已進入倒

數階段，全港7.2

萬考生正備戰得如火如荼。香港文匯報記者

訪問了不同背景的文憑試考生—有殘障生

明知入大學機會渺茫，卻迎難而上；有家境

複雜的學生，希望透過公開試跨過入大學門

檻，將來成為社工為社會服務，寫出屬於自

己的故事。對他們而言，文憑試的意義，不

僅僅在於一張寫上成績的文憑，更是積極人

生的見證。

笑迎文憑試

沈祖堯倡學林書豪處世態度

一般考生在公開考試前
都會暫停所有課外活動，

力求專心備戰爭取佳績。但身為首屆文憑
試考生的黃錦龍，比一般考生有兩點「非
一般」：一、他是香港硬地滾球隊成員，
有望出戰今年倫敦殘疾人奧運會為港爭
光，目前仍一星期受訓3次；二、他患有大
腦麻痺症，肌肉控制出現困難，行路不
穩、口齒不清。文憑試和殘奧會兩個機遇
重疊於一個時空，面對身體掣肘，放棄其
中一個似乎相當合理，但天性不服輸的錦
龍笑言：「兩個機會既然一齊來到，我當
然要好好把握！」

教練一句話 陷兩難之境
2008年開始接觸硬地滾球的錦龍，過去

兩年奪得香港殘疾人硬地滾球周年錦標賽
冠軍及亞軍，現為香港硬地滾球隊12名代
表隊成員之一，曾出戰不同國際賽事。他
就讀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今年報考6科，
包括4個必修科、「資訊及通訊科技」及

「中小企實用電腦會計（應用學習科目）」，
原本計劃專心備試，其他事情暫時擱下，
怎料向考評局報名交費後，教練一句話，
令他頓時陷於兩難之境：「按你目前的世
界排名，可能可以出戰倫敦奧運，要試試
嗎？」

能否獲得倫敦奧運入場券，有待賽會4月
公布作實，至今仍是未知之數，但一旦答

允嘗試，就要積極操練，保持良好狀態。
錦龍坦言，到頭來可能是「一場空」—倫
敦去不到，試又考得差。

奧運甚難得 考試可重來
但班主任曾跟他說：「既然有機會去到

奧運，不如花時間練習。今屆文憑試照
考，反正可以下年再來。」

幾經掙扎，錦龍決定「雙線備戰」—逢
周二、四、六出席硬地滾球練習，保持競
技水平；同時善用閒暇溫習，盡量在一周
內溫習至少3天。另他又調整目標和心態，

「希望今年先考好中文、通識和中小企實用
電腦會計。另外3科盡力而為，不行就下年
再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大腦麻痺生兼攻考試殘奧

甘迺迪中心另一應
屆 文 憑 試 考 生 馮 康

泓，自小患上重症肌無力症，肌肉強度
和耐力較常人低，「走路5分鐘都會
累，每次上街都要用輪椅」。天生不能
走走跳跳，卻刺激腦袋較一般學生活
躍，他整天不停思考，「自小已有好多
問號在腦中，為何我是這樣的？世界是
這樣的？究竟有甚麼支配 整個世
界？」為此他鑽研不同知識，曾愛上文
學、物理、天文，如今最愛社會心理
學，「每個人的行為、想法都受成長背
景影響，我也不例外。今次報考文憑
試，因為我很清楚自己的目標！我要和
其他人一樣升學就業，入讀大學從事心
理研究，繼續探索學問」。

身體一直是康泓最大障礙。他未滿1
歲，已出入醫院深切治療部3次至4次，
被醫生指「心臟不夠力，難以呼吸」。
後來年齡漸長，他的肌肉強度改善，以
為可稍鬆一口氣，但腰骨因欠缺足夠肌
肉強度支撐，被體重壓至變形，間接令
呼吸、血氣運行受影響，「呼吸仍有點
辛苦，血氣運行欠佳，所以體力較一般
人差」。

今次考6科 與常人無異
康泓坦言，學習要比一般人花心思，

盡力延長溫習時間，「坐下做練習時要
戴上腰箍、腰架支撐身體，到腰骨真的酸軟到不能再
忍受，便改為躺在床上看書。」他今次報考「4+2」即
4個必修科、經濟及地理，與普通考生無異。他表示，
喜歡吸收知識，「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讀書亦是大勢
所趨，人人都是這樣讀，我也希望能和其他人一樣升
學就業，將來在社會找工作謀生」。

盼社會接納不同才華展所長
但談到「人人讀書」的現象，康泓卻不以為然，甚

至覺得惋惜，「有些人組樂隊、玩音樂很棒；有些人
打籃球很厲害，將來可能是一代名將，但我們的社會
常常強調讀書，其實抑壓了很多在不同方面有才華的
人」。他指從小看不同類型書籍，從中國詩詞歌賦到霍
金《時間簡史》他都喜歡，但當中至愛、影響最深
的，是著名人本主義哲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著
作《愛的藝術》，當中強調人的獨特性需要被接納，才
能健康成長。他最希望香港社會風氣能接納不同人的
才華，讓他們都能發揮潛能、盡展所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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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並重

兩全其美 今年24歲的吳舜端
(見圖)，13歲時因患

上脊髓缺血病症，下半身癱瘓，自
此以輪椅代步，目前就讀紅十字會
甘迺迪中心。她2010年應考「末代會
考」，報考7科，只得6分。她不甘
心，毅然轉讀難度更高的中學文憑
試。兩年後的今日，她搖身一變為

「首屆考生」。當被問及為何再戰公
開試，她嫣然一笑，「因為我本身
有好多限制，可以發揮的地方有
限，所以更希望用成績找工作，將
來至少可以照顧自己」。

長坐腰背痛 溫習時間少
平常人可以在課後、假期撥出很

多時間翻開課本溫習，但舜端每周
就只有周六日合共10小時可善用，
原因是她的身體，「不能站起來，
一直坐在輪椅上，體重都壓在腰
背。時間一長，便會很酸痛，需要
休息。平日下課後，要應付當天功
課，新設的校本評核又非常耗時，
只可安排在假期溫習」。

成績屬一般 家貧難補習
她今次只報考中英數通識及經濟5

科，目標是「33223」，達最低入大學
要求。她坦言成績一般，曾申請基

金資助請補習老師，但撥款有限，
資源花光後唯有「多做模擬卷和其
他練習，若做完後仍然不懂，便把
握機會問老師」。

舜端直言備試過程很辛苦，但未
曾想過放棄，「路是自己選擇的，
既然決定了，我就會負責任地面
對，用自己的方法解決面前所有困
難。即使結果未如理想，只要盡力
而為就OK！」舜端又笑指，家人的
背後支持，也是她用力撐下去的原
因，「媽媽一聲加油，已很窩心。
有時她更會親手做『青紅蘿蔔豬骨
湯』給我『補身』，真的很感動」。

舜端指自己性格循規蹈矩，適合
從事文書工作，「我希望將來升讀
大學或高級文憑課程，主修商科如
會計、貿易等，成為一名秘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脊髓缺血心熱血 半癱女望「自顧」
未雨綢繆

■梁洛維以尚存活動能力的右手腕，「擁抱」文憑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黃錦龍(左二) 有望出戰今年倫敦殘疾人

奧運會。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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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凌潔貞於紐約大學

參觀。 教育局供圖 ■薛樂華希望諮

詢日加強港生對

奧地利教育制度

的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攝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攝

■馮康泓喜歡思考，希望入讀大學從事

心理研究，繼續探索學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謝凌潔貞於紐約大學

參觀。 教育局供圖

奧地利今年料招200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