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克儉昨日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升中人數
2006/07學年開始下跌，至少累計減少2.2萬人。當

局先後推出降低每班派位人數、自願減班等措施，加上
學界努力，至今僅8所中學因各種原因停辦。他表示，雖
然明年升中人口將下降約5,400人，未來幾年累計減少1.1
萬人；但2017年後中一生將逐年回升至現今水平，所以
當局應推出過渡性紓緩措施，而非作長遠性結構改變，

否則未來將引致另一次動盪，影響學界穩定。

吳克儉：收26中一生保無憂
今年6月教育局宣布，把今學年中一開班人數由每班30

人減至25人。以一貫政策要求學校開辦3班中一計，中學
免「殺校」安全線降至「3班51人」，最終出現「零殺校」
狀況。吳克儉昨日指，當局了解到學校能透過應用學習
課程、區域選修科聯網等，為學生提供寬廣均衡的高中
課程。而因應新學制首循環發展漸趨成熟，局方決定接
納從下學年起，學校只需開辦2班中一，即取錄至少26
人，便可確保運作。

正評估減派位人數方案
另對有人提出減少派位人數方案，吳克儉指，當中涉

及龐大財政承擔，正評估可行性及可能影響，對此持開
放態度。教育局發言人補充指，放寬開班人數準則，或
不利建立有效學習群體，但考慮到目前情況，決定接受
學校以「2班26名中一學生」形式運作。

何漢權張民炳均表支持

對於當局改動，教評會副主席何漢權稱，該會早年已
提出類似建議，對此十分支持，並相信很多學校可因此
避免「殺校」。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此舉實
屬德政，認為政府盡力回應不同教育團體訴求，應可在
很大程度上釋除老師對「縮班殺校」的擔憂。

阮邦耀憂做法成效有限
儘管如此，中學校長會主席阮邦耀指，當局做法只是

「單獨執行輔助方案」，效果「杯水車薪」，「明年減少
5,000人，即等同150班中一，隨時可有50所學校『零收
生』！」他認為，下調每班人數，落實小班教學，才應
是「主方案」。

廖亞全：「補底」政策未解難題
津中議會主席廖亞全又質疑，措施只屬「補底」政

策，雖可幫助部分收生不足的學校，但未能解決全部問
題，「因為很多學校根本收不到學生」。他希望政府盡快
引入「可加可減」機制，即接每年適齡學童人口調整每
班派位人數，才能協助更多學校。

本期談談小組習作另一個
挑戰—分配工作。同學對
功課參與程度各異，積極參
與者必能學到很多東西，但
遇上懶惰的同學便會感到十
分氣餒。當一些「練精學懶」
的同學發現有組員積極參
與，便可能會產生「坐便車」

（Free Rider）心態，心想反
正交行貨也可獲得一定分
數，甚至連行貨也不交，待

「有心有力」的同學完成習
作即可。

遇懶惰組員多啞忍
積極參與的同學面對這種

情況，雖然心有不甘，但一
般青少年圴十分重視同輩關
係，為免影響感情，往往選
擇啞忍，期望下次不再同
組。本來同學多做了工夫不
會「蝕底」，因為多勞多

得，學問都是自己的，但以消極方法解
決問題，卻會錯過分組習作可習得的技
巧，喪失鍛煉解難能力（Problem Solving）
及溝通技巧（Communication Skill）的機
會。這情況在工作環境也常見，但部分
工作不能以個人能力應付，學習如何處
理小組習作，對個人成長十分重要。

做小組習作最有效方法，當然是與志
同道合的同學成為組員，但世事往往不
會如此理想。即使教師容許自由分組，
但通常到教師要求提交分組名單時，同
學尚未有機會互相認識。

初次要分組 鄰座成首選
部分教師選擇在第一堂要求分組，在

同學互不相識的情況下，外表及樣貌可
能成為決定性因素。不過人不可以貌
相，單從外表無法評估責任感或對功課
的參與程度。打扮入時的同學可以十分
專注於學業，打扮平實的同學又可能不
務正業。一般而言，鄰座最有機會成為
組員，第一堂課選擇坐哪些位置，可能
就決定了整學年分組命運。不過這不代
表分組完全沒有方法，同學可從了解組
員特性方面入手。本期就此擱筆，下期
再談。
IVE（摩理臣山）學生發展處
學生輔導主任呂駿輝
（VTC機構成員）
（小題為編者所加）

校巴數平穩升 4,900部載學童

圓玄二中「開學家長日」

嶺大檔案室開幕 重現40多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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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2017年中一生回升 「3班51人」線降助過渡
「2班26人」免殺校
明年升中生減5,000

饒宗頤等膺浸大榮譽博士

考評局評核中心
開放日盛況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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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本地中一適齡

學童人口年年下降，預計下學年將再急跌逾5千

人，到5.97萬人，中學縮班「殺校」危機嚴

峻。為了回應教育界憂慮，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昨日再出新招，宣布下調中學收生基本要求，

由「3班51人」大幅放寬至「2班26人」，即學校

只需取錄最少26名中一生便可確保運作。而即

使收生不足26人，只要校方提交發展方案，保

證能提供「寬廣而均衡且可持續發展的高中課

程」，也可繼續辦學。另教育局容許所有中學能

以上限3班中一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減

低學校被標籤為「收生不足」效應，以協助全

港學校過渡，直至數年後中一生人口回升。

未來5年中一生人數推算
學年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人數 65,100 59,700 56,800 54,700 54,100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中一適齡學童人數大幅下降，縮
班「殺校」危機隨時蔓延至中學
界。教聯會昨日發起「反殺校」
中學教師聯署，希望政府引入

「可加可減」機制，容許個別中學
開1班至2班中一，以及減少中學
教師教節，減少縮班對教師行業
的衝擊。對於教育局同日宣布放
寬中學開班基本要求新措施，教
聯會發言人表示，政府僅回應業
界部分要求，該會希望本月底前
收集1,000個前線教師聯署，再約
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以進一步
反映業內苦況。

未能保證「零殺校」
教聯會副秘書長林樂表示，早

前「中學自願縮班計劃」未能保
證明年「零殺校」，引起不少中學
教師憂慮，故今次發起聯署行
動。聯署有3項重點內容，包括引
入「可加可減」機制，按中一人
口調整每班學生數目；未來數年
擱置中學「開3班」要求，個別中
學即使只開辦1班至2班中一，也
不會「被殺」；增撥資源聘請教
師，以減少平均教節。林樂續
指，吳克儉昨日只回應了第二點
訴求，教聯會會繼續跟進。

教聯會昨日起開始收集聯署至
本月底，林樂期望收集逾1,000個
前線教師簽名後，再約見吳克
儉。該會希望團結力量，向教育
局進一步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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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新學年校巴供應不足引
致收費飆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書面回覆立法
會質詢時表示，近年獲批註可接載學童各類校巴數目正平
穩上升，連同「保母車」及其他非專營公共巴士，現時市
面共4,900部車輛可供接載學童。他又指，運輸署會繼續
留意校巴使用情況，並透過定期會議與業界保持溝通。

張炳良：因應要求調整

張炳良指，政府現時會因應學校、營辦商需求，申請增

加或調整學童車輛或學生服務批註數目。營辦商只要向運

輸署提出申請，並且車輛符合安全規定，即可提供服務。

據當局資料，「保母車」數目由去年底1,259部增至上月

1,448部；學校私家巴士由60部增至64部，加上超過3,000

部領有學生服務批註的非專營公共巴士，共有約4,900部

可接載學童的車輛，供應平穩。

他補充指，運輸署本年7月容許取得學生服務批註的營

辦商，經申請後可用旗下所有車輛接載學童，現已有超過

170輛巴士獲發學生服務批註。

他表示，對於處理學童校車政策，政府會按自由市場供

求作出配合。

張炳良又指，有關車輛牌費每年900元至5,300元，費用

自1991年以來一直未變，只佔校車營運成本小部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香港
浸會大學將於11月
19日 (周一) 舉行第
五 十 三 屆 畢 業 典
禮，當中會頒授榮
譽博士學位予國學
大師饒宗頤(見圖)、
2005年諾貝爾物理
學獎得主羅伊．格
勞伯、國際知名的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
學家李學勤、商界領袖趙國雄及企業家孫少文，以表
揚他們的卓越成就及對社會的貢獻。

趙國雄和孫少文將獲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羅伊．
格勞伯將獲頒榮譽理學博士；饒宗頤和李學勤將獲頒
榮譽文學博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考評局昨日在網誌
「文憑試快線」發表最新文章《評卷過程全接觸》，分
享早前連續兩周末舉辦評核中心開放日情況。當時逾
百師生及家長參觀中心之餘，又化身閱卷員，試用網
上評卷系統評閱答卷。另考評局即將出版2012年文憑
試《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讓學界及考生了解考試模
式，以及首屆文憑試考生表現。

考評局網誌引述中六生方同學指，以前認為閱卷工
作十分神秘，因此特地參加評核中心開放日，以了解
閱卷過程，並試用網上評卷系統。他稱參觀評核中心
後，知道處理答卷工序繁複，包括掃描、數據處理，
以至閱卷員培訓、會議等，並相信處理過程定能確保
考生成績公平可靠。

考試報告試題專輯將出版
另關於將出版的2012年文憑試《考試報告及試題專

輯》，考評局網頁稍後將公布詳情。學生除了可經學校
訂購外，亦可於各大書店購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
中學早前舉行「開學家長日」，
希望聆聽家長意見，以及推動
家校合作。校方向家長介紹本
學年工作重點，分級進行專題
講座。

對於中一新生，校方向家長
講解校園生活常規，以及如何
加強與班主任聯繫。駐校社工
以「一切由愛出發」為題，講
解如何協助家長陪伴子女成

長。至於中二、中三級家長講
座，主要強調如何透過家校合
作培養子女抗拒歪風、堅毅好
學的情操。中四至中六講座，
主旨為如何協助應考文憑試孩
子作好準備，為未來升學打好
基礎。

各講座圓滿結束後，校方安
排家長與班主任進行分班座談
會。班主任與家長聚首一堂，
就學生學業和成長問題交換意
見，氣氛融洽。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劉思

諾）嶺南大學
檔案室昨日揭
幕，校方展出
嶺大1967年至
1999年間活動
舊照，以及多
份珍貴檔案資
料，如書信、
年 報 、 小 冊
子、學生會刊
物等，近40多
年歷史足跡重
現眼前。嶺南大學檔案室今日起至本月31日開放公眾參
觀。

陳玉樹陳斌等出席主禮
檔案室位於嶺大鄺森活圖書館2樓，嶺大校長陳玉樹、

嶺南教育機構主席陳斌、副主席羅世傑、嶺大香港同學會
主席李以力及嶺大檔案計劃總監劉智鵬到場擔任開幕典禮
主禮嘉賓。

陳斌表示，嶺大前身是一所書院，其後向當時教育署註
冊為專上學院，之後獲政府納入「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體系，成為頒授學位的大專院校，直至1999年正名為嶺南
大學。

陳玉樹指，檔案室之所以能順利蒐集資料，全靠校友參
與訪問和幫忙。他希望師生和校友參觀檔案室時，能回味
校園上課點滴。嶺大又計劃出版一本關於校史的書，預計
2017年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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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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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供圖

■圓玄二中「開學家長日」，家長參加專題講

座。 學校供圖

■教聯會發起「反殺校」中學教師聯署。圖

為中學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吳克儉宣

布放寬中學

開班基本要

求，由「3班

51人」下調

至「2班26

人」。

黃偉邦 攝

■何漢權稱，政府今次放寬措施有

助減少殺校情況，對此十分支持。

資料圖片

■張民炳指，政府已盡力回應不同

教育團體訴求，今次修訂實屬德

政。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