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

倩）亞氏保加症
（ A s p e r g e r
Syndrome）對不
少港人來說都是
陌生的名詞，黃
太得知兒子黃冠
仁患有此症時，
亦一樣毫無頭
緒，但透過慢慢
認識及憑無比耐
心，她成功引導
冠仁踏出自己的
世界，打開心扉與其他同學結成好友，更有 課
外活動表現，獲不少運動獎項，冠仁亦因此成為
今年「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得主之一。

憑傑出課外活動表現獲獎
亞氏保加症為自閉症一類，患者會顯得比較固

執，不喜歡與人溝通，容易發脾氣，但也會在體
育或藝術方面展現出驚人才能。黃太表示，在冠
仁仍是嬰兒時就發現他不太吵鬧，當時還以為他
特別乖，直到4歲時接受評估，才發現他有亞氏
保加症。
現時冠仁看來比較文靜「怕醜」，但也願意和

別人溝通，不過一開始時，黃太卻曾為此症受盡
苦頭，回想起和冠仁找小學的時候，連續被20多
所學校拒絕，更有人絕情地拋出一句「我們不收
這類學生」；另一邊廂，冠仁對新環境也有抗拒

情緒，好幾次走到學校門前準備面試，他就說不
喜歡學校而不肯進去。黃太曾一度打算放棄，幸
好最後獲紅磡信義學校錄取，冠仁亦在那裡順利
完成6年小學，今年已升中一。

助兒建交際網 母上課進修
小學時可有認識甚麼「死黨」？冠仁原本木訥

的面上即露出笑容並點頭，黃太笑言自己是一大
「功臣」，「我會主動去認識一些家長，冠仁也因
此認識幾個小朋友，大家知道他不喜歡吵，亦不
喜歡被碰，相處下來也沒有甚麼問題」。除為兒
子建立交際網路，黃太亦有上課進修，學習如何
幫助冠仁，「以前他情緒激動不理自己在哪裡，
即躲在桌下哭個不停。現在他已學會控制自己情
緒，即使不高興也會回家才發作，不會影響他
人，進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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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歲翁習舞練繪畫「學到老」獲嘉許

文憑試入中大 門檻擬提「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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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適齡升中學生人口急跌，不少中
學面臨縮及殺校危機。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表示，未來4年升中生
將減少1.1萬人，但隨後又會回
升，所以當局新學年會放寬中學
最低收生要求至「2班26人」，希
望能盡量保留學校，迎接數年後
學生人數反彈的需要；而局方並
正研究如何處理「保老師」工
作，包括調整工作量及增加進修
機會等。

過渡期擬設教師進修機會
對學界有建議應減低每班派位

人數，吳克儉昨出席保良局65周
年教育論壇時指，在研究「一刀
切」落實有關措施前，當局需要
考慮各地區的學位分配，及家長
對子女升讀心儀校的意願，需要
積極考慮及認真研究。事實上，
當局自2008/09學年起每班派位
人數已由38人減至34人，連同其
後的「自願優化班級計劃」中一
班數「5減1」，部分較受家長歡
迎的學校，中一收生已由190人
減少至134人，幅度近三成，可
能影響學生入學機會。
吳克儉又指，除透過放寬收生

要求「保校」外，當局亦需要處
理因學生人口減少而引起的超額
教師問題，設法保留教師人手，
當局現正考慮一系列的做法，包
括調節支援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教師工作量，以及在過渡期為老
師提供進修機會等，局方將於下
星期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公
聽會，聽取各界團體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四年制下大學
收生計分方法混亂，早已引來不少學生家長不
滿，中文大學昨更透露，有意增設選修科要求
門檻，打亂部分學生預算。中大表示，今年經
文憑試入學的新生，多達99.8%均有應考6科(即
「4核心科+2選修科」)或以上，讀7科或以上者
也有近七成半，為免學生接收錯誤訊息，有意
將全校入學要求由「4+1」提高至「4+2」，即與
香港大學及科技大學看齊，最快2014年實施。
昨資訊日有不少中五生，即第三屆文憑試考生
到場，他們或首當其衝受中大新制影響，部分
學生直言對有關改動感彷徨，擔心影響自己入
讀中大的機會，又批評大學入學門檻「五時花
六時變」，大感混亂和無奈。

資訊日吸近6萬人參觀
8大院校現時各因應新文憑試別設有全校最低

入學門檻，並再按不同學科另設其他要求。除

中英數通識4個核心科「3322」外，包括中大在
內的 6所院校，基本只要求 1個選修科
(「4+1」)，只港大及科大要求「4+2」(見表)。
中大昨舉行入學資訊日，吸引近6萬人到場參

觀，在入學講座中，入學及學生資助處公布多
項今年的入學數據，包括近2,900名文憑試新生
修讀科次。校方文件顯示，應考7科者為屬主
流，佔整體73.6%；修讀6科則有25.1%；另也有
1.1%修讀8科，總數達99.8%。處長周陳文琬
指，餘下0.2%新生雖修讀5科，但均有同時修讀
數學延伸單元(M1/M2)，所有只修讀「4+1」的
學生均沒有被取錄，為免給外界錯誤印象，以
為「4+1」都能入學，學校內部正醞釀全面提高
入學門檻至「4+2」，最快2014年實行。

中五生批做法打亂部署
對中大有意提高入學門檻至「4+2」，多名中

五生均批評做法打亂他們部署，影響自己入讀
該校機會。屯門馬可賓中學中五生鍾同學本修
讀2個選修科，其中1科原只作「後備」，她指現
在如要入中大，該科變得不容有失，壓力大
增。中華基金中學中五生孫同學正修讀3個選修
科，原準備退修1科，心儀中大工程學院的他知
悉該校有意提升門檻後即時打消退修念頭，
「如1科失手，都仲有另1科頂上」。一向沒補習
的他準備報讀2科至3科補習班。
負責高等教育的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美嫦，昨

亦以私人身份與兒子到中大，她指兒子明年將
讀大學，對工程頗感興趣，故到場收集資料。
不過，當被問及兒子是否文憑試考生，或是就
讀國際課程時，她只回應「仔在香港讀書」，未
有透露更多便進入講座座位。
此外，浸會大學昨亦舉行入學資訊日，發言

人指有近2.5萬人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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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院校基本入學要求
院校 基本要求

香港大學 「3322」+2選修科3級

科技大學 「3322」+2選修科3級或一科3級加
數學延伸單元3級

中文大學 「3322」+1選修科3級（法學、醫
學、護理學及藥劑學等課程要求2
選修科3級)

城市大學 「3322」+1選修科3級

理工大學 「3322」+1選修科2級

浸會大學 「3322」+1選修科2級

嶺南大學 「3322」+1選修科2級

教育學院 「3322」+1選修科2級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昨頒獎禮中，亦有不少獲獎傑出學
生是大家熟悉的面孔，包括患有先
天性重症肌無力，卻於文憑試獲佳
績的馮康泓、再生勇士楊小芳，以
及「學界兄弟發明家」劉俊希及劉
政希等。
今屆共有180位學生獲提名競逐

「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48人入
圍，最終才篩選出15組共16位傑出

學生。包括不少廣為大家所知的
「學界名人」，其中馮康泓已升讀城
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他稱頗喜
歡大學生活，同學都親切友善，但
要適應英語教學環境。

失雙臂再生勇士到場
9歲時意外失去雙臂，但仍當上

游泳健將，並獲選為「2011年十大
再生勇士」的楊小芳亦到場領獎，

明年將應考文憑試的她，修讀了視
覺藝術，好動之餘同樣好靜。她表
示，已下定決心要到中國美術學院
升學。
患罕有黏多醣症、只有3呎高但

依然對生活充滿夢想的馬歷生亦同
樣獲得獎項，經歷完會考、高考，
現時他正於嶺南大學社區學院修讀
副學士課程。
而在創意思維範疇，曾發明「防
手 刀」的劉俊希以及發明「環

保唧唧樽」的劉政希兩兄弟，亦憑
傑出表現雙雙獲獎。

這場搏鬥之始要數回顯浚尚讀小二的兩年前，那天
顯浚突然不能走動，當日的不安，曾媽媽至今依

然記憶猶新，「當時就立刻帶他看醫生，大家都不知道
發生甚麼事，直至5個月後，才確診是脊髓癌⋯⋯」這
個病令顯浚精神不振，食慾亦因此變差，每餐飯吃了兩
口就無法繼續，更可怕的是，顯浚脊骨神經亦因此出問
題，輕微的動作都會帶來極大痛楚，即使整個人再疲
累，也會因痛楚而徹夜難眠。

受苦仍參加家居教學追進度
看 兒子受盡煎熬卻沒能幫忙，最令天下父母心酸

的，莫過於此。曾媽媽坦言，自己只能盡量以最正面的
心態，嘗試感染顯浚，「我告訴他這個病只是暫時帶來
不便，我們還可以如常做很多東西，將來亦可以去旅
行」。背地裡，曾太亦以意志力支撐 自己，「當時我
仍有工作，同時又要照顧他，只能告訴自己千萬不可以
生病，結果那段時間，我真的沒有病過，可以全心照顧

他」。
「現在好很多啦！精神好了不少，還可以吃半碗飯！」
仍需以輪椅代步的顯浚雖然聲線虛弱，但不難聽出他的
樂觀與正面，「辛苦的時候，我會祈禱、休息，又或者
到公園走走，放鬆一下。」這位小勇士即使病倒停學，
依然記掛 自己的課業，自去年起他開始參加紅十字會
的家居教學，每天3堂，努力追上進度，到今年病情受
控後，終於重回英華小學，升讀小四，每天可以上6
堂。

母心急逼站累兒骨折內疚
不過，對抗頑強的癌症後，顯浚的後遺症亦開始出

現，偶爾會有抽筋情況，腎功能亦因病變弱，最教曾太
擔心的，是不知道顯浚還能否站起來，「我早陣子就因
為太心急，很希望他盡早康復，在做物理治療的時候逼
他學習站立，結果卻害他骨折」。看 顯浚腳上的石
膏，曾太說起這番話時依然無比內疚，但兒子卻不曾怪
責她，並對自己的康復充滿信心，「希望可以和朋友去
玩，去跑步、游泳，也希望不用坐輪椅後，可以自己乘
交通工具到處去，還有想去旅行」。
除了顯浚之外，昨日舉辦的「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

頒獎禮中，還有14組傑出學生獲得表揚，每組獲3,000
元獎學金，鼓勵他們身處逆境仍然堅毅求學、熱心服務
社會或發揮創意改善生活、環境及節能等。

學界兄弟發明家齊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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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校園裡有

各式各樣的莘莘學子，樂意服務社群、充滿創意

的年輕人，自是瀰漫 溫暖與朝氣；而看 逆境

自強的生命小勇士，亦會令人燃起無比鬥志。年

僅9歲的曾顯浚，2年前就開始與脊髓癌搏鬥，

經歷過多個疼痛得不能入眠的夜晚、多次的手

術，依然沒有磨蝕他的鬥志。今年，他重返校園

繼續學習，其堅毅的精神更感動不少評判，讓他

成為今年小童群益會「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

得主之一。雖然身軀依然虛弱，但他還在盼望

，康復後的自己可以擺脫輪椅的束縛，享受跑

步時的微風，以及游泳時的浪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眼前的伯伯每次

談到自己的學習經歷，總是手舞足蹈、神采飛

揚。他走路不用拐杖、握手有力、聲如洪鐘，要

不是身份證上的出生年份，實很難相信他已96歲

高齡。過去多年，他活出「終身學習」的真義，

先後參與舞蹈、畫畫及製作麵粉公仔等10多個長

者課程，學會「十項全能」，昨更因此獲頒嗇色園

耆英學院首屆「卓越表現獎」，表揚他在課程中優

秀的學習表現與態度。他笑言年輕時學習機會不

多，要退休後才有時間，非常享受學習過程，強

調未來「我會繼續學下去，總之有人教就得！」

完成10多個長者課程
溫達明憶述，自己年輕時為養活10個子女，先

後做過酒樓、穿膠花、建築等行業，一星期7天都

要上班，直到退休後才有時間靜下來學習。他笑

稱自己很享受學習，平日都在安老院畫山水晝、

學習不同手工藝如麵粉公仔；他最喜歡跳舞，又

經常做其他運動及參加院舍旅行，笑指這是自己

長壽的秘訣。

嗇色園社工黃喜賢表示，溫達明今次獲獎因為

他表現出積極的學習態度，「他幾乎從不缺席上

課」，而且據導師觀察其表現亦佳，故最後獲評審

垂青。

積極學習態度獲垂青
嗇色園耆英學院昨舉行第六屆畢業典禮，並頒

發多個獎項，負責典禮的社工歐陽緯文指，近年

愈來愈多長者參加這類課程，以今年為例，學員

人數比去年增加約三成，增幅主要來自60歲至70

歲剛退休不久的老人家。他分析指，近年社會風

氣提倡「活到老學到老」，加上很多長者年輕時未

有機會上課，多個條件下刺激這類課程的需求。

曾顯浚盼擺脫輪椅享受跑步微風
9歲抗癌戰士 忍痛重返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