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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超過去3年 怕課程深及同教師「唔夾」
開學近 12%學生壓力爆燈

港大月花百萬 解新生宿位不足

林鄭承諾關顧殘疾人士

羅太：國教科不存在「撤回問題」

香港青年協會「關心一線2777 8899」
本月以問卷訪問了1,497位學生，

了解各人準備開學的情況。結果顯示，
34.6%人稱壓力指數達7分或以上偏高水
平；壓力10分「爆燈」者有12%，比起
過去3年高。至於主要壓力來源，65.6%
學生因「課程太深，未能應付」而感到
憂慮；33.5%人擔心「不適應老師教學
方式」；32.9%人害怕「達不到師長或
父母要求」。雖然大部分學生對開學感
到平靜或興奮，但有33.1%感到緊張甚

至恐懼。

最想父母講「知你盡了力」
調查又問及學生面對困難時最希望父

母說的話，最多人選擇是「我知你盡了
力！」（22.7%）及「凡事都有我在身
邊，點都撐你」（22.7%），反映他們期
望獲得父母認同與鼓勵。至於最不想聽
到父母說的話，首3位依次為「你真係
冇用」（24.0%）、「少少事就唔開心，
點做人呀」（16.8%）及「你睇㜮人㜺，
點解你做唔到」（15.3%），反映學生不
喜歡父母否定自己的能力及把他們與別
人比較。

新制落實 學生憂要求變高
青協督導主任余艷芳表示，由於新學

制及新公開試全面落實，學生要面對更
複雜的學習環境，不少人擔心學校要求
會較以往高，相信是今年開學壓力指數
偏高原因。她補充指，過去1年「關心
一線」共處理逾8,300宗校園生活求助個
案，以升學、學業壓力及同學關係為最

主要問題。
運輸署昨日提醒學生，9月3日開學日

交通預計較繁忙，上學應預早出門。署
方已提醒各主要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
當日提供充足公共運輸服務。運輸署緊
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將密切監察情況。
市民可透過各主要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
熱線電話及網頁獲取更多服務詳情，或
致電運輸署熱線2804 2600查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下

周一為全港中小學開學日，經過

悠長暑假，不少學生未能即時適

應緊湊的校園生活。調查顯示，

以1分至10分計，近三成半學生開

學壓力指數屬7分或以上偏高水

平，比率為近4年最高；更有12%

學生壓力10分「爆燈」。學業為主

要壓力來源，最多受訪學生憂慮

課程太艱深，以及不適應教師教

學方式。負責調查的團體提醒學

生收拾心情、調適作息時間及訂

立學習目標，家長也應以關懷態

度多聆聽子女心聲，幫助他們適

應新學年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就反國民教育人
士近日經常抹黑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洗腦」，
又屢向政府施壓，要求當局撤回該科；行政
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昨表示，該科可讓下一代
全面了解國家的成敗好壞，內容多是河山大
川、國歌、國旗等不涉政治的知識，加之政
府並無要求學校必須在今年9月開辦該科，故
絕不涉及「洗腦」，亦不存在「撤回科目」的
問題。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早前指「沉默的
大多數家長支持國民教育」而備受攻擊，她
呼籲各界不要聚焦單一句說話，希望大家

「經一事長一智，將來處理問題時，敏感度更

高」。

教局：支援學校無硬推
就教育局有意派員到未有推行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的學校，以了解學校有無實施困難並
提供支援，教協教研部主任張銳輝無故質疑
措施「是間接向學校施壓」。教育局發言人昨
澄清指，當局向學校提供的是「全方位的專
業支援服務」，範疇包括學校行政、課程發展
及學與教，教育局的發展主任會持續與學校
校長、教師溝通，提供資料及支援措施，與
其他教育政策的推行無異。發言人強調，當

局無向學校施壓及規定學校必須於新學年推
行該科。

校長會籲辦學團體溝通
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阮邦耀昨接受電台節目

訪問時表示，國民教育已經引起校長與辦學團
體之間的分歧。他指，有辦學團體希望學校推
行，但校長卻有保留，他呼籲雙方應溝通取得
共識。校長會將在9月1日的例行會議上，繼續
商討對國民教育科的意見。他又讚賞「開展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態度有
彈性」，會繼續觀察對方的取態。

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公布的「全港小學開
辦國民教育科調查」顯示，在354間小學中，
有8間學校(2%)確定於今學年起推行國民教育
科；40間學校(11%)仍未確定是否推行；92間
學校（26%）拒絕回應關注組的問卷。此外，
39%學校暫不會在首年開展期推行該科，餘下
學校則指無意在開展期內推行國教科。

學生團體「學民思潮」約數十名成員昨於
政府總部集會，聲稱要展開為期3天的所謂

「佔領政府總部行動」，要求政府撤回國教
科，成員中的林朗彥、黃莉莉及凱撒揚言要
絕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推
行「微調教學語言政策」至今已有兩年，有
大學教授調查近500名Band2和Band3中一學
生，發現七成受訪者認為，以全英語授課能
提升英語能力；但近八成受訪者認為，教師
中英並用最有利學習。

教授：微調應續推行
浸大教育學系副教授潘玉㠒，對本港中學

生有關「微調教學語言政策」的看法進行調
查，去年以問卷訪問461名分別來自3間
Band2和Band3的中一學生，發現70%受訪者
認同以英語授課有助提升英語能力；但逾七
成受訪者認為以英語授課會增加學習困難，
例如需面對大量複雜詞彙和句子，可能影響
成績，但長遠有助應付高年級學習需要。另

78%受訪學生希
望老師以混合語
(英中) 授課，認
為有助學習。

調查又顯示，
影響學生選取教
學 語 言 主 要 因
素，包括他人意
見、學習和工作
需 要 、 可 取 高
分、學術表現和
政府政策5項。潘玉㠒認為，「微調教學語
言」有彈性，學校可按學生語言能力調整教
學模式，政府應繼續推行該政策，但要確保
校方能提供英語環境，以及老師和學生英語
水平達標。

香港文匯報訊 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頻頻「孖咇」落區，昨日下午前

往位於牛頭角的協康會王石崇傑

紀念中心，探訪學前殘疾兒童，

並與協康會同心家長會的代表會

面交流。林太表示，政府會盡力

提供配套服務，並會以新思維提

出不同服務模式，好讓這些孩子

能夠發揮潛能和活力。重設的扶

貧委員會將全面檢視相關政策，

以便更有效率、有系統、有規劃

地協助殘疾人士，特別是低收入

家庭殘疾兒童等的弱勢社群。

訪復康中心聽家長訴求

在探訪期間，林鄭月娥參觀學前殘疾兒童的復康訓

練，並與家長代表交談，了解他們的關注和需要，包括

有特殊需要兒童的教育安排和融合情況，學前兒童康復

服務的質素、輪候時間和收費水平，以及個別殘疾兒童

群組（如患有自閉症兒童）的支援服務。

林鄭月娥表示，昨日與她會面的父母，每天悉心照料

在生理或心理上有特殊需要的子女，他們的默默付出值

得敬佩。政府會盡力提供配套服務，並會以新思維提出

不同服務模式，好讓這些孩子能夠發揮潛能和活力。行

政長官在競選政綱中亦就殘疾人士的需要，提出研究及

落實有效的策略與措施，以縮短日間訓練及住宿服務的

輪候時間。

她續說，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在這兩個月進行了8次

探訪，走訪了共11個服務單位，昨日的探訪是現階段的

最後一回。在這些探訪中，她們親身接觸了多個弱勢社

群，包括殘疾人士和家人、長者和護老者、基層市民、

單親家庭，以及少數族裔人士，了解他們的處境。

扶貧委將吸納落區意見

重設的扶貧委員會日後在制訂扶貧政策時，除了進行

實證研究外，亦會吸納在這些探訪中所聽到的民情民

意，以確保扶貧工作能夠切切實實惠澤有需要的群體。

協康會同心家長會成立於2001年，成員為協康會轄下

中心的家長代表和舊生家長。家長會的宗旨包括提高家

長對復康服務的認識，促進社會人士對在學習和發展上

有困難兒童的關懷，以及為這些兒童爭取福利和權益而

就相關政策和政府反映意見。

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羅致光亦有參與探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文匯報前日獨
家報道香港大學龍華街宿舍延誤，多名非本地生面對

「流離失所」的狀況，港大昨日召開記者會，詳細公布
相關住宿及其他善後安排。校方表示，已成功租用校外
物業，可提供逾530個宿位供未能如期入宿的內地生暫
住，又呼籲有需要的學生向校方求助。校方預計每個宿
位須每月補貼2,000元，換言之每月須花逾百萬元保障
學生住宿。

食堂增400位 巴士加班次
龍華街宿舍為港大在4年制下主要新增的學生宿舍，

對於有關問題，港大學生事務長周偉立昨解釋，由於天
氣等問題令工程延誤，校方初時亦不知何時竣工，故面
對學生的住宿查詢未能予以確切回覆，但在本月24日取
得入伙紙後，校方已於星期一發出電郵通知非本地生最
新安排。周偉立指，龍華街A座、B兩座宿舍共966個宿
位應可如期於9月6日讓學生分批入宿，C座和D座則分
別於9月中及10月初啟用，預計受影響的非本地生約為
400多人，他們將獲安排入住柴灣青年旅舍，或者油麻

地和西環的校外宿位。
此外，港大為應付新

舊制兩批逾7,000名新生
入學，在膳食、交通等
方面都有相應措施。膳
食方面，新落成的百周
年校園設4間食肆和4個
小食亭，再加上原有食
肆增加座位，預計可新
增逾400個室內、外座
位；交通方面，校方會
要求巴士公司於繁忙時
間增加班次，另會設校
園與宿舍的接駁車服
務，車資約2元。

港大首席副校長錢大康表示，面對學生大增，「大問
題一定無，小問題一定有」，但經過多年籌備，現時所
有教學大樓已經完工，超過70個新增課室的工程亦基本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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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非英中生：
雙語授課利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