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電子書傳統書
學者：互補非對手

團體促CY凍結「殺校」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教
育局早前宣布推行「電子教科書市場
開拓計劃」，計劃撥出5,000萬元，資
助非牟利機構研發電子課本，藉以引
入競爭壓低書價。但有從事資訊科技
教育25年的大學教授指，政府對電子
書定位錯誤，它與傳統書籍並非「對
手」而是「拍檔」，兩者各有優劣，
要互補不足才有助學習。

港大教育學院副院長羅陸慧英(小圖)，1986年起在港大擔任
講師，近日取得港大「25年長期服務獎」。她過去一直從事電
子教育研究，現任港大「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

就教育局近期力推電子教科書，羅陸慧英指電子書與傳統
書各有好處，不存在「競爭」情況。傳統書籍具質感和手
感，「翻閱過程中可以再三細味內容」，且書頁旁有空間作眉
批，一有想法和感受，即可在書頁記錄，有助整理想法。至
於電子書，則可以隨時用關鍵字搜尋內容，方便省時之餘，
亦可讓提供生動活潑的影像教學。

指當局輕視教科書製作難度
她又認為，政府過於輕視教科書製作難度。「非牟利機構

要由零開始，製作一套教材，需要資源甚多。書商從事這行
業多年，累積豐富經驗，又有團隊、配套等支援，怎會是其
他人可比？」她坦言，曾有人問過她和其他同事，會否參與
政府計劃，她說：「大學教授無書商的條件，跑去不務正
業，根本難以做到一套優質課本，不如不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有教師組織昨日發起「爭取
優質教育中學界團結大會」，約500名中小學教師、家長和學生
出席。大會向候任特首梁振英發出公開信，要求新政府改善
現時中學行政和教師編制、凍結「殺校」一年，以及實現全
港性「小班政策」。

教協昨日在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集會，要求政府提供資
源改善本港教學質素，包括爭取「小班教學」、停止「殺校」，
以及繼續向中學發放「新高中津貼」等。發起活動的教協會
長馮偉華表示，若政府再不聽取學界意見，或會把行動「升
級」，發起「罷教」運動。

面臨「殺校」危機的沙田區中學陳老師表示，2008年學校已
因收生不足而險「被殺」，後來因和另一所中學合辦「新高中」
課程才避過一劫。去年該校獲批開辦一班中一，但新學年學
校又不獲批招收中一新生，即學校2018年將「被殺」，「學校
由24班及60人編制教師，縮減至現時只有約10班，來年教師亦
只得22人」。他指學校已努力開拓生源，但成效不大，全校師
生感到徬徨。

吳清輝勉福中畢業生貢獻國家

你用QQ我玩MSN  兩地生「零溝通」

修課式課程收生多資助課程3.2倍

嶺大有課程100%「神州化」 教界倡檢討實現國際化
自資碩士課難多元
內地生比例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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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致力發展教育產業，

各大院校「自資研究院」課程發展蓬勃。據4所院校提供的

資料顯示，本學年就讀「自資碩士」課程內地生逾3,600

人，較上學年大增27%；佔整體學生比例，亦由約兩成提

高至近兩成半，增幅驚人。該類學生在香港教育學院達

52%，嶺南大學更有碩士課100%為內地生。有教育界人士

擔心，港校過度「內地化」，影響學術及文化多元性，院校

及特區政府應檢討政策，吸引更多其他地區學生，才可實

現真正「國際化」教育。

「自資研究院」課程不涉政
府資助，院校可「無上

限」取錄非本地生，但具體收生
資料一直未有向外交代。香港文
匯報向8大院校查詢「自資碩士課
程」內地生數目及比例，但香港
大學、浸會大學和科技大學尚未
提供數字。中文大學則回覆指，
該校「自資碩士」學生總人數約
8,700人，但未有就學院或課程內
地生和本地生人數作統計，因此
未能提供數字。據了解，中大部
分科目內地生所佔比例達八成。

教院最多 內地生增逾倍
據其餘4所院校提供資料顯示，

過去一年間，其「自資碩士」內
地生人已大增27%至3,610人，以
香港教育學院內地生所佔比例最
高。2011/12學年，該校共686名
內地生修讀「自資碩士」，佔總數
52%，較上年度329人激增逾1
倍。而該校個別課程內地生比例
甚高，由語文學院開辦的「國際
漢語教學文學碩士」課程，92%
學生來自內地。

嶺大「國際銀行與金融碩士」
更出現「百分百內地生」情況，
該課程今年共有學生79名，全部
來自內地；「人力資源管理及組
織行為學碩士」亦有51名內地生
修讀，比例達92.7%。

內地生嘆難融入港社會
有內地碩士生直言，因班上同

學幾乎全部來自內地，感到更難
融入香港社會。亦有港生稱，班
中內地生佔多數，學習時經常出
現「小圈子」。兩地學生協作做小
組報告時，都是各有各做，交流
變得不容易。（見另稿）

張民炳憂礙交流多元性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主席張民

炳指，現時各院校雖有意增收非
本地生，但來源卻仍主要來自內
地，非常狹窄，影響學術交流多
元性。他認為，大學及政府應就
校內研究環境、教育質素及收生
政策等作檢討，研究如何吸引其
他地區，包括歐美學生來港修讀
有關研究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思諾）港校「自
資碩士」課程內地生
激增，有內地生慨嘆
指，由於港生人數太
少，雙方學習時幾乎

「零溝通」，失卻來港
升學意義。有港生表

示，「自資碩士」本地生多為「兼讀制」，內地生
則為「全日制」，課程老師為了方便評分，故多以

「兼讀/全日制」分組，同一課室內，兩地學生
「各自為政」，既不利學習交流，也令文化「界線」
更明顯。

中大「新媒體碩士」課程內地生蔡小姐(上圖)

指，班上幾乎全部都是內地生，與港生溝通近乎
零。她坦言，來港求學前已大概得悉課程以內地

生為主，雖期望同學背景較多元化，亦知道港校
另一些課程港生及外地生比例較高，但因涉及新
媒體課程不多，她唯有「迫住讀」。

「各自為政」畫線 分組難合作
就讀中大翻譯學系碩士課程的港生陳先生表

示，班級約50人，逾六成為內地生。他形容，師
生對「本地/內地」似乎畫了一條清晰「界線」，
因為內地生大部分是「全日制」，港生多為「兼讀
制」，為了方便評分，教師要求以「全日/兼讀制」
分組，內地生及港生往往難以緊密合作。

陳先生指，自己是少數曾與內地生同組的港
生。他發現彼此在溝通及文化上有明顯差異，

「香港流行的MSN、facebook他們都不用，所以組
內都用QQ溝通」。

由於他是兼讀生，較難安排時間「面對面」與

全日制內地生討論，「在溝通不足的情況下，工
作分配不夠清晰，合作不太順利」。

做小組報告 見文化差異
他又指，小組報告時也反映出學習文化差異，

例如部分內地生會在公開問答環節中「做媒」，提
供問題予其他內地同學發問，一來可讓對方爭取
課堂表現，二來自己又能充分準備回覆，可謂

「一舉兩得」。
於浸大修讀兼讀制分析化學碩士的港生潘小姐

表示，課程「全日/兼讀制」學生共60名，約20人
為內地生，大多是「全日制」，但與港生交流甚
少。她直言，內地生英語水平稍遜，尤其是科學
專有名詞，很多都聽不明白，上課時顯然較吃
力，「所以老師上課期間，為遷就內地生不時

『轉台』，用普通話解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8大院校
自資研究院課程近年火速發展，主要供
已離校或在職大學畢業生進修的「修課
式課程」如「文學碩士(MA)」、「工商
管理碩士(MBA)」等。據教育局資料顯
示，2010/11學年，8大自資研究院「修
課式課程」收生人數超過1.8萬人，較政
府資助研究院課程4,300多人高3.2倍。

據教資會統計，2010/11學年8大院校
研究院修課課程（Taught Postgraduate）
及研究課程（Research Postgraduate），

分別取錄2,169人及2,180人，總數4,349
人。至於同由8大開辦的自資營運研究
院「修課式課程」，上學年已有434個，
實際收生人數達18,163人，規模遠遠拋
離政府資助部分。

重要財源 收入增三成
另自資研究院課程為8大主要「財源」

之一，重要性越來越大。學費收入由
2008/09學年16.13億元，大增至2010/11
學年21.18億元，兩年間激增逾三成。■本學年就讀「自資碩士」課程內地生逾3,600人，較上學年大

增27%。圖為教院畢業禮情況。 資料圖片

■吳清輝(前左)向畢業生頒發證書。 學校供圖 ■黃周娟娟(前右四)主持頒發獎狀。 學校供圖

「自資碩士」內地生人數
院校 2010/11學年人數 2011/12學年人數 增幅

(佔總人數比例) (佔總人數比例)

■教院 329(30%) 686(52%) +109%

■嶺大 105(33.4%) 131(37.3%) +25%

■城大 856(17.5%) 1,209(24.7%) +41%

■理大 1,120(14.4%) 1,584(19.7%) +41%

總數 2,844(20.2%) 3,610(24.7%) +27%

資料來源：上述各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筆者輔導工作經歷中，
不時遇到情緒不穩情況，

他們常常感到空虛、憂鬱和
憤怒，以威脅或自殘行動操

控別人。筆者看到他們在人際感情關係裡迷失，
除了給予體諒、安撫外，往後的路，又要怎麼走
呢﹖

恐男友變心 竟以死相逼
早前認識子慧，她不至於是萬人迷，但也是不

少男性傾慕對象。早前男友提出分手，原因是子
慧終日顯得緊張，美其名要了解男友，實際上要
監視男方一舉一動，不許男友與其他女性接觸。
她曾在facebook數落不少女生，聲稱為「保護男友
遠離邪惡」。子慧跟男友關係愈來愈差，行動愈來
愈激進，甚至以死相逼，希望挽回亮起紅燈的感

情。

戀愛和婚姻 基於安全感
子慧行徑異常敏感極端，是多疑、焦慮及欠缺

安全感典型例子。「安全感」是生存不可或缺
的。缺乏「安全感」，人們容易失去自信及成長力
量。英國發展心理學家John Bowlby「依附理論」

（Attachment Theory）指出，嬰兒呱呱落地，對世
界欠缺安全感，所以喜歡看見和親近感覺舒適、
放鬆及安全的依戀對象，並在安全地帶（Secure
Base）成長。成年後，人們在戀愛和婚姻關係
上，希望尋回「依戀」關係，滿足「依戀」需
要。

童年遇挫折 拍拖變多疑
但在現實生活中，並非所有人有機會擁有「安

全的依戀（Secure Attachment）」，有些人年幼時沒
有固定照顧者或依戀對象；又或者照顧者過分嚴
厲或冷漠，以致經歷一次又一次挫折和失望，自
覺沒有價值、不被愛，從而發展出「不安的依戀

（Insecure Attachment）」。他們過分依戀對方，不
能忍受任何分離時刻，變得愛控制、多疑、善
妒、不斷要獲得對方保證，以致無法與社會及他
人協調。

這似乎就是子慧的情況，也是很多人的情況。
我們確實無法回到過去，讓童年逆轉；但卻能改
變現在，多關懷、接納、尊重和互愛，讓身邊人
感到被信任，對方的安全感便能重生，「愛的綑
綁」便能鬆開了。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楊嘉穎

查詢電話：2527 317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愛成綑綁須鬆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福建
中學日前舉行「第六十屆畢業典
禮」，校方邀請北京師範大學－香港
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校長吳清輝主
禮。吳清輝致辭時指，中國改革開放
以來，國家全面發展、經濟騰飛，在
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20年至30年以
後，畢業生風華正茂，可享受國家發
展成果。他希望年輕人把握機遇，現

在做好準備，多思考、努力，日後貢
獻國家。

黃周娟娟駱志鴻等出席
旅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副主席兼福

建中學四校校監黃周娟娟、副主席駱
志鴻、副主席兼校董丁良輝及黃長
猷、常務董事兼校董顏家謨、常務董
事董吳玲玲及柯少奇，福建中學（小

西灣）校長黃均瑜，福建中學附屬學
校校長高惠娟，福建中學校友會會長
兼香港福建同鄉會副理事長張上頂，
福建中學學生家長教師聯誼會司庫蕭
石丹，福建中學高齡教工聯誼會主席
陳燦輝等，與各團體代表、畢業生家
長等，應邀出席活動，場面熱鬧。

黃周娟娟致歡迎辭時表示，勉勵應
屆畢業生秉承福建中學優良傳統，

「勤奮拚搏、自強不息」，為社會、為
香港、為祖國、為人類作貢獻。

校長林建華作校務報告時，總結學
校過去一年學術及體藝方面優異成
績。

典禮圓滿結束後，校方安排一系列
文藝表演節目，展示學生多才多藝一
面，包括中樂團、西樂團、普通話演
講、英文朗誦、舞蹈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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