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氣候變化關乎下
一代的生活，環保意識也要從小培養。為加強年
輕一代對全球暖化問題的關注，聖保羅男女中學
與香港大學合作舉辦「國際中學生科學研討會」，
邀請全球各地合共11所中學參與，各地學生需要
參加實驗研習和工作坊等活動，然後完成自定題
目的研究，並於活動結束時匯報結果。聖保羅男
女中學校長陳黃麗娟稱，期望學生更深入了解環
保的重要性，並多了解不同地方文化，擴闊視
野。

是次「國際中學生科學研討會」為第四屆舉
行，於7月2日啟動為期7日6夜，該校今年邀請內
地、台灣、澳洲、意大利、墨西哥及新加坡共約
70多名中學師生出席，加上本身的20多位師生合
共約100人，圍繞「碳排放」主題由學生分組自定
研究題目，最後要向全體報告。

活動主禮嘉賓之一、港大工程學院院長田之楠
致辭時指，氣候變化屬全球關心的問題，需要以
創新思維妥善解決。他又提到，科學創新是未來

世界發展關鍵，並以iPad、Google等知名發明為
例，勉勵希望投身科研的學生，應以改善人類生
活為志向，最終能創造出影響全球的偉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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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玨瑩）跨境學童持續增加，
令北區小學學額競爭更激烈，大量學童因而被「擠走」，被
派往大埔等其他地區上學。由北區區議會組成的「北區小
一學位關注小組」，昨在會議上促請教育局增加區內小一學
額，以盡快解決區內學童跨區上課問題。

每班加2個學額仍不足
關注小組成員、民建聯北區區議員藍偉良指，在新一學

年小一派位中，教育局雖然已每班增加2個學額，但仍無法
滿足區內升小學生的需求，至上月至少還有51個學童需跨
區上學，造成不便與安全問題，家長及學生對此感較大壓
力。他又表示，關注小組要求教育局能盡快解決區內學額
不足情況，如增加小一開班數目，或再於每班內添加學
額。另一區議員侯金林則稱，因學校放暑假在即，希望當
局於一周內給出解決方案，並盡快向增加學額的學校提供
足夠教育資源。

此外，北區區議會昨亦討論去年中開始實行的「一家一
網e學習上網學習支援計劃」，該計劃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全
額$1,300或半額$650的上網費津貼，以及技術、培訓、支
援詢問等免費服務，至今受惠家庭已有約4萬戶。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高級經理吳燦興表示，計劃預期實行5
年，希望通過社會福利署及兩間非牟利機構推行，為全港
30萬低收入家庭提供更方便的網上學習環境。計劃執行機
構之一的小童群益會，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總監梁永輝指，
今年7月開始該計劃會將擴大服務範圍，於每區至少設立3
個服務點，希望有更多家庭受益。

教育局「適用書目表」載列全部通過評審的教科書供學校
選用，本報記者按初小、高小、初中及高中各學習階

段，逐個科目翻查資料後發現，全港原來有9個科目課本出現
「獨市生意」，即只有1家出版社出書，如果以中、英文版本分
開計，涉及教科書數量更達12套。當中包括新高中選修科如
資訊及通訊科技(ICT)、旅遊與款待，及初中科目如設計與科
技等(見表)。

校方：書商服務欠積極
任教ICT的廠商會中學副校長周修略直言，該科的教科書商

確認自己「獨市」後，服務的確比以前欠缺積極，「以前此科
新開辦，出版社都會積極電郵最新的資訊給我們，但近年次數
明顯減少。」他又認為，此科課本質素只算中規中矩，「應該
要有的未夠完整，有些細節卻過於雕琢」。但為免教學遺漏重
點，該校仍會續用這套教科書，並以「自家筆記」輔助。

該校旅遊科科主任楊詠梅則指，旅遊與款待的唯一一套教科
書，去年才通過教育局審批，趕不上新高中首循環年，所以行
內教師很多都要編寫筆記，並輔以教育局發放的教材上課。

中文大學市場學系教授冼日明表示，多個科目出現「獨市」
教科書，令家長及學生「無得揀」，更欠缺議價能力，非常不
公平；另一方面，市場只得1套教科書，亦會影響學生吸收知
識的闊度及深度，不利學習。他建議政府資助中小出版社出
書，同時取消教科書送審制度，重新活化教科書市場。

教聯會：難「養活」多間出版社
教聯會主席兼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黃均瑜則表示，大部分

「壟斷科」屬非主流科目，相信與市場小、難以「養活」多所
出版社有關。但他亦指，教科書若缺乏競爭有機會影響其質
素，而若教師參考教材不足，要多花時間搜集資料，加重前
線教師負擔，學生或成最終受害者。

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李偲嫣指，通脹升溫，車
費、膳食及校服等開支已令家長百上加斤，難以負擔。她認
為，當局在籌劃電子書之餘，也應盡快放寬教科書送審制
度，減低開發成本，讓中小型出版商有條件進入市場，引入
競爭以刺激書價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涉及「獨市」壟
斷的教科書，多為較少學生修讀的冷門科，因市場
小以難吸引書商加入，不過，當中的新高中資訊及
通訊科技(ICT)卻似乎是例外。教育局資料顯示，單
是今學年的中四級已有426間學校開辦該科，佔總數
近95%，而修讀學生更達10,670人，比起中史及歷史
等傳統熱門科更多。有教育界人士指，由於該科知
識日新月異，自製筆記既能按時更新，亦不用呆板
地「死跟」教科書的脈絡講課，決定紛紛棄書。

內容常更新 書難追上時代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亦有開辦ICT，但未有選

用坊間教科書，校長鄭德富稱，ICT內容涉及資訊
及通訊科技，需要經常更新，不時出現「書追不上
時代」狀況，加上該校老師認為有關教科書質素一
般，決定自製筆記，方便隨時更新，提高靈活性。

除ICT外，旅遊與款待今學年中四級亦有約4,947
人修讀。廠商會中學旅遊科科主任楊詠梅稱，雖然
該套「獨市」書未能趕上首批新高中生，該校之前
已編好筆記暫無意選用，但學界一般覺得，一套完
整的課本始終比較方便，估計出版社有一半機會成
功「奪回市場」。

市場萎縮剩1間書商
至於同樣只得1套書的新高中「組合科學－物

理」，有熟悉此科的新界區中學副校長稱，其他出
版社其實亦有出版有關教材，但多數連同物理科教
科書一同出版，在教育局的定義上不被視作一套獨
立教科書，才會有此「誤會」，實際上應不存在壟
斷。他又稱，在新舊學制交替教科書市場萎縮下部
分科目因書商陸續退場至「剩低1間」，屬於自然現
象，視之為「壟斷」似有不公。

■昨日北區區議會會議上，小一學位關注小組再次要求教育局對小

一學額不足情況拿出解決方案。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玨瑩 攝

中小學教科書「獨市」情況
科目(學習階段) 中文版 英文版

「獨市」出版社 「獨市」出版社

體育(初小) 宏思出版 沒有教科書

體育(高小) 宏思出版 沒有教科書

基本商業(初中) 昭明出版社 沒有教科書

家政(初中) 文達出版 文達出版

設計與科技(初中) 多於一所出版社 導師出版社

宗教教育(初中) 多於一所出版社 宗教教育中心

資訊及通訊科技(高中) 培生香港 培生香港

組合科學—物理(高中) 文達．名創教育 文達．名創教育

旅遊與款待(高中) 博通文化服務 沒有教科書

資料來源：教育局適用書表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高考聯招改選 教院幼教爭崩頭

聖保羅男女中夥港大 研討會談碳排放

長遠恐損教學質素 家長促當局出招解困
無競爭書價企硬
9科12套教材獨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2012
中國泛珠三角大學生計算機作品比賽日
前於重慶圓滿結束，香港代表隊今年獲
1金1銅佳績，創7連冠紀錄，為港爭
光。其中城市大學學生莫浩良，憑作品

「移動式地標及視頻發放系統平台」膺
金獎得主，而理工大學學生王添正則憑

「基於相獎存儲器的嵌入式系統中寫入
敏感式頁表管理」奪得銅獎。

洪文正：連續7年奪金獎
是次比賽由6月27至30日於重慶大學

舉行總決賽，參賽隊伍來全國多個地
區，包括廣東、廣西、四川、雲南、江
西、貴州、海南、湖南、福建、重慶、
台灣、香港及澳門等合共277間大學參
與。

率領香港區代表到重慶參賽的互聯網
專業協會副會長洪文正表示，香港能連
續7年獲得金獎很難得，「更是唯一創
下7連冠紀錄的地區，成績實在令人欣
喜」，但他指比賽一年比一年激烈，勉
勵參賽者繼續創造具前瞻性的作品，盼
港區來年再向奪金目標進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15年免費教育
討論得如火如荼，其中關鍵的幼稚園教師，原來

「貧富懸殊」狀況非常嚴重。教育局昨日提交立
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文件顯示，在現時參加了學
券計劃的幼稚園中，最低薪酬的全職教師月入只
得6,500元，但最高薪者卻有達5.5萬元，為前者
8.5倍。

最低6,500元 最高5.5萬
教育局文件顯示去年向全港參加學券計劃的幼

稚園搜集的教師薪酬資料，以全職教師為例，其
平均月薪約由1.65萬至1.83萬元，最高薪達5.5萬
元，是最低薪者的8.5倍；至於半職教師，最低
月薪者更只有4,500元。文件亦提到，雖然部分
教師月薪較低，但當局已聯絡相關幼稚園，校長
確定學校已遵照最低工資條例行事，有關教師普
遍工時較短，或無需擔任班主任職務。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林翠玲表示，
由於幼稚園中擔任行政職務且有資歷深的教師薪
酬一般非常高；而剛畢業或仍在進修者，可能只
能擔任實習老師，薪金一般較低，造成薪酬懸殊
情況。她批評，當局不能以最低工資作為幼師薪
酬參考水平，因會嚴重打擊教師士氣。

教局揭幼師「貧富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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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8大院校昨公
布高考放榜後的聯招改選數字。以首三志願

（Band A）計算，學士學位課程中以教育學院的
幼兒教育競爭最為激烈，平均達53人爭1學額；
其次則是嶺南大學的哲學課程，亦有27人爭1學
額。另一方面，同由政府資助但入讀門檻較低的
高級文憑課程，「爭崩頭」狀況更趨火熱，理工
大學的社工高級文憑，便有近百人爭1學額。升
學專家分析指，由於今年是末代高考，考生信心
不足，加上大學學額供不應求，所以選擇更為保
守，令更多人湧往更「易入」的高級文憑課程。

高考生欠信心攬「水泡」增
8大院校公布的數字顯示，按首三志願計，以

教院的幼兒教育榮譽學士競爭最激烈；該課程有
18個學額，改選後有949人報讀，雖比之前少了
144人，但仍出現53人爭1學額的情況。其次則為
之前一直未見於榜上的嶺大哲學課程，30個學額
吸引了805人報讀，平均約27人爭1學額；中文大
學哲學課程亦是該校競爭激烈之最，平均7人爭1
學額。

其他逾20人爭1學額的課程，還有教院的通識
教育、語文研究；城市大學的社會工作；嶺大的
文化研究及科技大學的應用物理。而改選前競爭
較激烈的工商管理課程及社工學士課程，競爭比
率普遍有所下降，至平均約13人至16人爭1學
額。

此外，高級文憑課程亦受到高考生熱捧，其中

理大的社工及旅遊業管理，分別有2,244人及
1,370人以首三志願報讀，分達98人及57人爭1學
額。

學友社：首要應考慮興趣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章指，15年免

費教育未來或落實，再加上入學門檻較低，幼兒
教育課程成熱門不足為奇。他又解釋，今年是末
代高考，加上8大院校學位課程學額供不應求，
至少有約3,700名高考生雖考獲符合升讀大學資
格，但因學額所限未能入讀，令不少人選擇高級
文憑課程作為「水泡」，「但我建議學生應以興
趣為首要考慮，始終坊間還有不少自資學位及副
學士課程可供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踏入7月暑假臨

近，全港中小學新學年書單將陸續就緒，教科書價

高企，家長怨聲載道；箇中緣由極可能與欠缺競爭

有關！香港文匯報翻查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發

現各級中小學有多達9個科目12套教科書出現「獨

市」情況，開辦有關科目的學校除非花時間自製教

材，否則選書時根本「無得揀」。欠缺競爭不單令

書價「有升無減」，教育專家亦直言，長遠或令課

本甚至課堂教學質素受影響。家長代表則稱，通脹

下教育開支樣樣加，促請政府更積極引入競爭以壓

低書價，減輕經濟重擔。

ICT忌呆板多人讀 自製筆記紛棄書

■曾頌霖(左)及陳眴耀(右)稱，

希望借今次活動深化科學知

識，認識不同地方的朋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聖保羅男女中學與香港大學

合作，舉行第四屆「國際中學

生科學研討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本報翻查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發現各級中小學有多達9個科目12套

教科書出現「獨市」情況。

資料圖片

■廠商會中學副校長周

修略指，ICT教科書「獨

市」地位站穩後，服務

質素確有下降。

資料圖片

■教聯會黃均瑜指，教

科書市場缺乏競爭，可

能影響課本質素，影響

學生的教學成效。

資料圖片

■冼日明表示，多個科

目出現「獨市」教科

書，令家長及學生欠缺

議價能力，非常不公

平。 資料圖片

■李偲嫣認為，應盡快

放寬教科書送審制度，

讓中小型出版商進入市

場，引入競爭。

資料圖片

■城大學生莫浩良(右)獲「2012中國泛珠三角大

學生計算機作品比賽」金獎，左為洪文正。

大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