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首
屆中學文憑試明天放榜，職業訓練
局轄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及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
將提供1.7萬個學額，其中1.1萬個為
高級文憑課程學額，其餘為學位、
基礎文憑及中專教育文憑，目前已
有4萬人報讀。職訓局專業教育顧問
梁任城表示，在高級文憑課程中，
以社工最受歡迎，28人競爭1個學
額；學位課程則以工程最受青睞，
30人競逐1個學位。

IVE高級文憑門檻需15分
就本報日前報道，有考生批評

IVE高級文憑收生派出的有條件取

錄(Conditional Offer)要求直逼大學學
位，學生要有「444333」即21分成
績。梁任城回應指，職訓局會計算
考生6科成績，亦有加上考生的面試
分 數 ， 實 際 上 可 能 只 需 1 5 分 即

「333222」便可入學，較大學寬鬆，
而目前高級文憑已派出約3,000個有
條件取錄。

梁任城預計，明天放榜後會有額
外數千人報讀職訓局課程，校方已
加派人手及增加電腦設備處理。他
指學額按學生成績分配，非先到先
得，考生毋須預先排隊。

提供實習機會 增學生競爭力
此外，職訓局為加強學生及畢業

生競爭能
力，早前
與和記電
訊（香港）
有限公司
簽署合作
協議，和
記會向學
生提供實
習機會，
若表現良好，學生於畢業後將有機
會獲優先聘請。IVE去年畢業生陳
冠輝曾參加其他公司的類似計劃，
認為可吸收職場實戰機會，有利求
職，他本人就在實習的公司爭取到
正職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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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育「曳仔」放榜 見證學乖辛酸
昔走堂棄試 今堅持應考 顯成長更生

工餘「捉人」補習 教師不辭勞苦

職訓局工程學位課 30人爭1額

教局後年擬增私大學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首屆文憑試明日終放榜，群育學

校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一班另類「特殊考生」收到的，除成績單

外，也是自己個人成長、學會負責任的見證。因專門收容中度至嚴

重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打架、逃學、偷竊等都是家常便飯，群育

學校被歸類為「特殊學校」，學生都被視為「曳仔」，一直被主流社

會忽視。返學等放學、試場無影蹤，對他們來說太輕易，但作為新

學制首批「群育」考生，曳仔們克服了對學習、考試的厭惡及挫敗

感，取得的雖然不是5**，但「出席」的紀錄已是相當不俗的分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現時學歷貶值情況嚴
重，社會不少聲音要求政府增加大學學額，讓更多適齡青年
取得相關資歷。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出席公開場合為應屆文
憑試考生打氣時透露，當局會於2014/15學年透過增加私立大
學學位，將適齡青年升讀本地大學的比率由18%至20%，增加
至33%。

吳克儉昨日出席「太陽計劃2012中學文憑試放榜打氣大
會」，與200多位考生對話。他勉勵學生要克服困難，「最重
要是想清楚自己做這件事是為了甚麼，朝㠥這個大前提、這
個使命走，不需介意其他枝節」。

《手冊》非根據指引編寫
就《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惹起爭議，有人藉機要

求教育局放棄推動國民教育，並將兩者混為一談，吳克儉強
調《手冊》於今年3月出版，但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
則於今年4月底才推出，故《手冊》不可能根據指引編寫，外
界將《手冊》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劃上等號，有誤導成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部分失意的文憑試考生或會考慮報
讀毅進文憑課程，以爭取等同文憑
試5科2級的資歷。本港7所舉辦有關
課程的院校將於下星期二開始，一
連兩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3樓匯
星舉行聯合資訊日。有見以往的毅
進課程資訊日均掀起排隊熱，主辦
方今年強調學額非先到先得，呼籲
學生毋須湧至現場，可先於網上報
名。今屆毅進課程有1.5萬個學額，

目前已有3,500人至4,000人報名。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是其中

一間開設毅進的院校，新學年會新
增「專業化妝、模特兒及個人形象
設計課程」，讓有志投身模特兒行列
的同學接受專業訓練；職業訓練局
工商資訊學院則會在部分課程加入
專業考試的知識，方便學生應付專
業試。

有意報讀者可於即日起至本月26
日下午4時前到http://www.yjd.edu.hk

報名，並繳交200元報名費，學生最
多可選8個志願。

學額隨機分配 非先到先得
有見以往資訊日均有不少學生在

場外排隊報名，毅進文憑課程管理

委員會主席曾瑞強表示，學額以電

腦抽籤方式分配，並非先到先得，

故學生毋須一窩蜂湧至現場，可先

於網上報名。為避免出現往年學生

在場外「打蛇餅」的情況，主辦方

額外租了可容納2,000人的場地，讓

學生在室內排隊。

毅進聯校資訊日 網上報讀避人龍

在學持械行劫 浩霆曾坐監
現時全港共有7所群育學校，部分並

設有寄宿服務，隨新高中推行，有關

學制亦於2009年起延伸至3年制高中，

今年迎來其首批文憑試考生，其中劉

浩霆便是盛德中心學校8名考生之一。

小六時，他已因偷竊被警司警誡，轉

介到該校讀書，在學期間更曾因持械

行劫而被判入壁屋數星期。直至升上

中二，他立志重新做人努力讀書，那

年成績、操行都突飛猛進。

獲醫院聘用 盼進修當保健員
過往抱㠥「返學等放學」心態的浩

霆說，從來沒有想過能「捱到」考公

開試，但學校開辦新高中讓他能原校

升學，成為首屆文憑試考生。他坦

言，深知自己不是讀書材料，對成績

也沒有期望，要缺席很容易，但在文

憑試期間，他堅持每一科都有到試場

盡力作答，「我已堅持了6年，如果不

出席考試，就是浪費」。

在文憑試後，他獲聘為醫院綜合服

務員，並打算兼讀毅進文憑，再進修

醫療課程，希望成為物理治療師或保

健員。

在日前的盛德畢業禮，浩霆母親陳

婉儀亦有出席，她回想6年前親手送兒

子進宿舍一刻，「當時很擔心，覺得

這裡是男童院，眼淚不停地流」。這6

年來，她曾因為無法教好兒子而感絕

望，甚至一度想自殺，但今天眼裡滿

是喜悅，「只要他能夠自力更生，已

經很感恩！」

「惡霸」獲收留 怕輸不打架
盛德另一名文憑試考生蕭家樂，初

中曾是主流學校的「惡霸」，因而更被
踢出校，最後獲盛德收留。

他笑言，因受到師長和同學的愛
護，自己很快就適應新生活，更一改
惡習再沒有打架，「因為知道學校專
收不讀書、法庭轉介的曳仔，怕一山
還有一山高，打不贏」。

因自知學業根底差，家樂坦言，現
階段大學路似乎離他很遠，「但我知
道堅持下去，未來總可以做到，所以
我會盡自己能力，尋找可取的出路」，
他已報讀新毅進文憑，希望有朝一日
能成為社工或警察，幫助更多有需要
的人。

DSE新世代

放榜倒數1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面對一班不喜歡上學、學業基礎

不佳的「曳仔」，盛德中心學校的

校長老師6年來不離不棄，絞盡腦

汁激發他們學會認真的態度。該

校曾安排博士校董，於星期日舉

行聯校「通識補習班」，雖然出席

的人一個一個地減少，但老師仍

不辭勞苦以私人時間督促他們，

另外又設Whatsapp學生打氣群

組，考試日為學生「Morning call」

確保他們願意出席等等。

請飲咖啡獎勵 搏命考通識
通識科是新高中其中一大挑

戰，盛德中心學校2年前起同屬扶

幼會的幾所群育學校，邀請博士

校董為學生舉行補習班。不過，

原有20多人的補習班，後來只剩

下4位，蕭家樂是其中之一，「始

終班主任特意抽出私人時間帶我

們去補習，又請飲咖啡當獎勵，

所以便堅持下去。日子有功，堅

持補習亦讓他們慢慢建立自信，

另一補習班「忠實擁躉」姜家俊

便認直地說，「通識科我盡了全

力、搏老命溫習，去考試就是想

知道自己水平！」他豪言，有信

心通識科可以拿到2級成績。
同校考生「金毛小子」黃俊傑

亦指，準試期間老師們經常安排
補課，溫習不比主流學校輕鬆，
如企會財的老師每日都「捉」他
們回校溫習、操卷，「我們天天
回校做歷屆會考考卷，試題筆記
都幾吋厚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等待放榜者除
年輕人外，也包括「媽媽級」考生。曾5次參加會
考的張友萍，今年轉型與兒子一同應考首屆文憑
試，她笑言，雖然未必能獲得滿意成績，但與兒子
關係因此而變得更親近、更享受讀書樂趣，已是最
大的收穫。

共同話題多 增交流機會
就讀港專夜校的張友萍，修讀了4個必修科及企

會財、旅遊與款待科，雖與讀日校的兒子作息時間
不同，但在一致的應試路上，母子二人還是有很多
交流機會，「有時不懂得計算數學題，也會叫他教
我，不過他以英文學，我用中文學，要花多些時間
去溝通」。

母子共同應試，話題也更多，張友萍舉例說︰
「晚飯時，我和兒子會談考試的事，反而丈夫像個
局外人，完全不懂我們說甚麼。」部分科目考試結

束後，兒子與同學一起吃飯，友萍也會參與其中，「他的同
學也不會覺得我是長輩，又或者感到不自然，大家都像普通
學生一樣討論剛完成的考試內容」。

社會經濟豐富 通識佔優
對比新舊公開試，友萍認為新制更多元化，除答卷外，還有

校本評核及課外活動要求；她又稱，自己的社會經驗豐富，通
識科應較佔優。放榜在即，張友萍稱與兒子都能保持平常心，
經歷多次公開試，她已不再執㠥於成績，「就像新學制所提倡
的多元出路，即使今次未能取得合格證書，也不會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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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今年共有8名考生參與首屆文憑試。左起︰蕭

家樂、王子霖、黃俊傑、姜家俊和劉浩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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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梁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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