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常聽說，「隨㠥人口老化，社

會對醫護人手需求只會有增無減⋯⋯」

不少同學因此而考慮報讀護理課程，

盼日後可大展所長。不過，有同學問

筆者，完成一個護士學位課程需時5

年，屆時社會對相關人才的需求，是

否仍然「有增無減」？會否畢業就等

同失業呢？

未來數年 有價有市

俗語說「數字會說話」，或者讓我們

先看看現時護士業界的情況。近年我

們確實面對護士人手不足的問題。根

據醫管局資料，2012/13年局方將會因

應實際需要，增加3.4%醫護人數，當

中增聘2,000名護士。

再看看私家醫院方面，內地孕婦明

年將不獲來港分娩配額，但私家醫院

在「零雙非」下，不但不愁護士人手

過剩之餘，更計劃跟隨公務員幅度加

薪，就此看來，護士職業在未來數年

可謂「有價有市」。

那四五年後又會如何呢？筆者估

計，護士人手需求將持續，讓我們看

看，2010年註冊護士年齡中位數為46

歲，而一般護士退休年齡介乎55歲至

60歲之間，換言之，在未來8年至10年

期間，社會將面對一波護士退休潮，補

充新血加入護理行業可謂刻不容緩。

增聘人手仍有空間

另一方面，本港醫療服務雖已達國

際水平，但不少地方仍存在改善空

間，現時國際標準護士病人比例約為

1:4至6，但去年本港日間護士病人比例

為1:12至14，夜間更去到1:22至24，因

此我們實有增聘人手的空間。

政府因應人口老化問題所帶來的醫

療需要，已決定於未來數年興建新醫

院及擴建現有醫療設備以滿足市民需

求。例如預算於2016年落成的天水圍

醫院及啟德兒童醫院、分階段重建瑪

麗醫院、廣華醫院及仁濟醫院、及推

出4塊私家醫院用地供團體招標等，在

可見將來，護士空缺將會因應醫院的

增加及擴充而逐步增加。因此，無論

是明年畢業的登記護士畢業生，或是

五年後才畢業的註冊護士畢業生，就

業前景仍然是樂觀的，筆者建議學生

畢業後可先到醫管局工作，學習如何

跟進複雜個案並吸取經驗，日後轉職

至私院會更有助發展。

■東華學院護理及健康科學學系一級

臨床導師王詩慧

課外活動過多 損童交際能力

五六年後的護理人手需求

重申港學校專業 絕無可能灌輸納粹思想
反國教謬論靠嚇
學界炮轟陳日君 美校優惠學分

吸文憑試生報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美國一向是香港
學生的升學熱點，由於港生學術表現一向不俗，有美
國大專院校更為文憑試生訂下「優惠政策」，表示學生
只要核心科目考獲4級成績，就會被校方視為完成3個
學分，可豁免修讀相應的大學科目，以吸引港生報
讀。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表示，院校的做法進一步體
現文憑試在國際上的認受性，又指香港轉為「334」新
學制後，與美國教育制度更易接軌，當局會多向美國
院校作宣傳，亦會考慮推廣學分豁免的做法。

內地生赴美留學增23%
國際教育協會（IEE）昨日舉辦「美國高等教育

展」，並邀請了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向美國院校進一步
介紹本港新學制。共有70所來自美國各地的院校來港
參展，4小時的展覽吸引了逾650人到場。協會業務策
劃及發展經理徐美華表示，每年均有約8,000名港生到
美國升學，去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到美國升學的港生
增加了1.3%，修讀本科課程的學生佔七成。她又指，
近年內地學生到美國留學的人數升幅驚人，去年統計
就上升了23.5%，是最主要的非本地生。

考獲4級外語數學免修
位於德州的艾柏林基督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為了吸引港生入讀，更訂下「優惠政策」，
把港生的文憑試核心科4級成績視為3個學分，港生只
要在中、英、數、通識考獲4級或以上成績，就可分別
獲豁免修讀外語科、英文科、數學科和一科選修科。
該校代表Daniel表示，港生的成績表現一向不俗，校方
亦對文憑試充滿信心。

唐創時對此表示，這體現了文憑試在國際上的認受
性，「轉了新學制後，香港和美國都是12年中小學教
育再加4年大學教育，兩地學制更容易接軌」。他又
指，學分豁免的做法在美國普遍，當地中學生只要在

「大學先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取得一定成
績，就可獲豁免學分。他表示，考評局亦會考慮推廣
有關做法。

中四生備戰考史丹福
就讀中四的蕭同學表示，自己希望到科學較強的美

國升學。他打算由今年起開始應考SAT（學術能力測
驗）及TOEFL（托福），盡力考入史丹福大學，但亦會
應考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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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一向在反對國民教育上「不
遺餘力」，昨日他出席香港天主

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舉行的國民教育研討
會時，進一步將國民教育妖魔化。他大
言不慚表示，德國納粹主義、意大利的
法西斯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這些極端民
族主義，都是由國民教育開始，又指推
行國民教育會為世界帶來危險，誓要

「語不驚人死不休」。

教區勒令學校禁用津貼
他又表示，擔心校本條例通過後，辦

學團體在主導學校運作方面會變得「有
名無實」，但另一方面，他又透露，教
區已向學校發出指示，勒令學校不應使
用教育局所發的53萬元津貼，聲稱「金

錢的力量巨大」，學校及家長應提防政
府出「陰招」鼓勵學校推動國民教育。
論壇上，教協研究部主任張銳輝亦聲
稱，有學校擔心如果使用53萬元的撥
款，會被政府審查，亦會被外界質疑是
認同課程，故要求政府撤回國教科。

津中議會指學校可運用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廖亞全坦言完全不

認同上述說法。他認為，當局已表示53
萬元津貼可讓學校自由運用，「即使校
方不認同國民教育，也可以將津貼完全
用在推廣品德教育及公民教育之上」，
學校根本無理由拒用津貼。他又指，一
所學校每年動用到500萬至600萬元，53
萬元的津貼其實不多，亦不認為當中存

在任何「陰謀」，「政府一向都會在不
同項目上批出資助予學校，例如性教育
推廣、禁毒教育推廣，這53萬元亦是一
樣」。

至於陳日君指國民教育會帶來納粹主
義，以致「危害世界」，廖亞全表示不
評論有關說法，但強調香港的學校都非
常專業，「香港的學校絕對不會對學生
搞納粹思想，起碼我的學校一定不
會」。

家教會指陳言論太過分
油尖旺區家教聯會會長李偲嫣更怒轟

陳日君言論「實在太過分」，「政府的
態度已放軟，可以讓社會大眾討論課程

指引，並正在收集意見，陳日君的言論
是拒絕讓國民教育未來有任何形式的發
展，如果他真的支持民主，不應抹殺這
些討論空間」。她又指，教區禁止學校
運用津貼是在干預學校行政，同時會負
面標籤了運用津貼的學校。

關注社批為反對而反對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評

陳日君是「為反對而反對」，「納粹主
義、法西斯主義是煽動人侵略其他國
家，與國民教育鼓勵學生認識祖國，怎
可能相提並論呀?」他又指，學校可以
利用53萬元津貼推動學生全人發展，教
區不應向轄下學校施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政府近日已抽起國教科《課程指

引》的爭議部分再作討論，學校更可自由運用53萬元「德育及國民教

育津貼」，應用範圍可以是生命教育、性教育、禁毒等德育範疇，但

反對派依然無所不用其極地將國民教育妖魔化。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

教陳日君昨揚言，教區已指令學校不准使用津貼，他更以極端的德國

納粹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等比喻國民教育，認為國民教育會「危害世

界」。學界及家長均對此謬論大為反感，炮轟陳的說法危言聳聽；學

界重申香港的學校非常專業，絕無可能灌輸納粹思想，學校應善用津

貼，造福學生。

醫護醫護緣醫護醫護緣醫護緣

■陳日君以極

端的德國納粹

主義、日本軍

國主義等比喻

國民教育，認

為國民教育會

「危害世界」。

學界及家長均

對此謬論大為

反感，炮轟其

說法危言聳

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
學今年共收到逾3,000份來自96個不同地區的
海外入學申請（不包括內地生），創下報名人
數的新高，最後招收了2,500多位來自57個地
區或國家的學生，攻讀學士學位或碩士學位
課程；另有600多位學生參與不同的交換生計
劃，當中阿根廷、依索比亞、冰島、伊拉克
和牙買加等13個國家，更是首次有學生報讀
港大。

不乏優異生測試獲滿分
這些非本地生中亦不乏優異生，包括4名在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GSAT）考獲滿分的台灣
學生、超過10名普通教育文憑試（GCE）獲
得4A*或以上學生、在IB課程獲得滿分的學
生、在美國學術能力測驗(SAT)考獲滿分的學
生，以及在澳洲高等教育入學排名（ATAR）
獲得99.8分的優異生。

港大升排名提高知名度
大學收生遴選委員會主席史秉士表示，今

年很多非常有才華的學生報讀了港大，校方
深感鼓舞。他指，近年報讀港大的學生人數
和質素持續上升，當中可能與香港經濟環境
良好有關，另QS世界大學排名把港大評為亞
洲最好的高等學府，亦大大提升了大學在世
界各地的知名度。他又指，港大過去6年畢業
生就業率均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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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有不

少家長為了讓孩子不會「輸在起跑線

上」，故提早在孩子兩三歲時強迫他們

學習多樣技能，務求令孩子比別人更優

勝。不過，有調查發現，有參與課外活

動的幼兒，在與同輩相處方面表現不理

想的比例，較沒有參與課外活動的幼兒

更高，反映參與課外活動未必有助孩童

促進同輩相處

能力發展。有

家長安排子女

參 與 多 些 活

動，結果適得

其反。調查又

顯示，來自綜

援家庭、父母

教 育 程 度 較

低、單親、不

與父母同住、

家長施行體罰

等因素，幼兒

的整體表現會更差。

活動偏重訓練體藝技能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聯同非牟利幼兒教

育機構議會展開「學前幼兒發展研究計

劃」，於去年5月至11月成功訪問了2,086

名幼稚園教師及育有3歲至6歲幼兒的家

長，就幼兒「情緒」、「行為」、「注意

力」、「同輩相處」和「有利社會行為」

5方面評分。結果顯示，幼兒整體表現

屬正常水平，尤以「注意力」評分較

高，但在「同輩相處」方面則得分最

差，教師評為「邊緣」，而家長評為

「不理想」。

在77.2%家長及38.3%教師評分指，有

參與課外活動的幼兒與「同輩相處」表

現「不理想」；但只有70.9%家長及

34.8%教師認為，無參加課外活動的幼

兒有「同輩相處」的問題。非牟利幼兒

教育機構議會副主席蘇淑賢相信，這與

幼兒參加的課外活動之性質有關，偏重

訓練技能和體藝的課外活動，難以培養

幼兒融入群體生活的能力，建議家長選

多一些有利幼兒與人相處的活動。

綜援家庭幼兒情緒欠佳

調查又顯示，申請綜援家庭的幼兒，

於「情緒」表現上，家長評分為「不理

想」達16.7%，是非綜援家庭幼兒(8.8%)

的兩倍，反映家庭收入對幼兒情緒構成

影響。另外，父母教育程度較低、單

親、不與父母同住和家長施行體罰等因

素，會令幼兒整體表現較遜色。相反，

親子及父母關係美滿、父母分擔管教子

女的責任及互相配合，對幼兒整體表現

有正面影響。

溝通子女學習同輩相處

任職中學教師的吳太稱，今年升小一

的女兒年初出現情緒問題，對同學表現

冷漠，又曾試過衝出校門逃學，她即時

尋求社工協助。後來她才發現，以往她

替女兒安排的課外活動太偏重於技能訓

練，加上親人相繼入院，令女兒受壓而

頓生不安感。經過遊戲治療後，女兒已

完全康復。吳太稱，現在更重視親子交

流，每天都與女兒講故事，又不時邀請

女兒的同學到家中玩耍，讓她學習同輩

相處，亦不再為了面試而要女兒參與數

學和英文的課外活動。

■羅忠敬 理大圖片 ■李乃火喜 理大圖片

■吳太(左)希望，女兒能學習同輩相處，故不再要女兒參與數學

和英文的課外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謝和平 理大圖片 ■楊榮文 理大圖片

■美國高等教育展共有70所院校來港參展，4小時的展

覽吸引了逾650人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Daniel指港生的成績表

現不俗，故推出學分豁免

措施。 歐陽文倩 攝

■蕭同學打算應考SAT及

TOEFL，但亦會應考文憑

試。 歐陽文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理工大學將於下月
舉行的第十八屆畢業禮上，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4位傑出人
士，包括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機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學系教授羅
忠敬、聯業集團主席李乃火喜、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及香港
嘉里集團副董事長楊榮文，以表彰他們的卓越成就及貢獻。

4傑出人士
膺理大榮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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