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本港教育開支不斷上
升，低收入家庭經濟壓力沉重。調查顯示，低收入家庭
兒童學習機會較一般家庭低。逾90%受訪者表示，支付
學習開支有困難；更有家長因為不想子女被扣分而借錢
參加課外活動。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認為，現

時教育已不能令貧窮兒童向上游，反而成為他們的經濟
壓力來源。

指申請程序難 僅25%申資助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今年4月至9月訪問111名低收入家

庭學童，介乎6歲至18歲，發現他們全年學習開支中位
數達4,985元，最高達20,220元。逾90%受訪者認同支付
學習開支有困難，當中64%家長選擇減省食物開支；只
有25%受訪者表示會申請基金資助。施麗珊表示，基層
家長認為申請資助程序很困難，很多家長沒有資訊申請
資助。她希望政府盡快擴闊資助範圍及提高資助金額。
近半受訪者表示，學校有推行「多元智能發展」或

「一人一體藝」教學政策。逾30%人表示，學校設有必須

學生參加而需另行付費的活動。若不參加這些活動，
34%受訪者表示會影響升級或畢業。中二生劉同學指，
學校曾要求她們聽音樂會後寫報告，但門票約100元，
如不參加就會失去報告分數50分，感到十分為難。
施麗珊指，現時書簿津貼佔政府開支不足7億元，建

議政府檢討現行學生資助範圍及資助金額，同時增加大
學學額，令達到大學入門要求的學生能升讀大學，令部
分草根家庭有向上游的機會。

去錯場坐錯位忘帶證 學友社：家長子女太緊張
模擬文憑試 萬考生「蝦碌」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近日教育局提出
「211」及「111」區本減派方案，以應付未來數年適
齡學童下降而衍生的殺校危機和超額教師問題。教協
認為，當局方案無助解決問題，昨日在立法會廣場外
集會，要求當局下學年起直接把中學每班人數減至30
人，逐步實施小班教學。大會聲稱集會有1,200人出
席，但據警方表示，最高峰時僅有400人。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強調，未來3年升中人數下降屬過渡性問
題，當局方案已很有彈性，並獲多區校長接納。
處理升中人口方案在仍在討論中，教協昨日在集會

上爭取中學小班教學，要求政府把中學每班人數減至
30人一班，取錄弱勢學生學校減至25人一班。立法會
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指，會在立法會建議成立專責小
組，檢討中學班級人數、教學節數及師生比例。若當
局不回應教協訴求，他將會動議對教育局做法感到遺
憾。

林超英批教協非為學生㠥想
教協近日一直被英皇書院同學會前會長林超英質

疑，教協要求政府落實中學小班教學，只是從自身利
益出發，並非為學生利益㠥想。教協會長馮偉華辯
稱，堅持「321」方案不是為了「保教師」，指過往曾
有100多間小學因為收生不足被殺，不希望中學重蹈
覆轍。
有份參與教協集會的張老師表示，現時學習差異很

大，若實施小班，可騰出更多時間照顧不同需要的學生。助
理教師周先生表示，待完成教育文憑後，本打算任職教師，
但擔心學生人口下降造成超額教師問題，或令入職更困難。

吳克儉：減派獲多區校長支持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回應指，未來3年中學入學人數下降屬過

渡性問題，需以過渡性方法處理，希望在人口轉變的情況下
不影響教學工作。局方「211」和「111」減派方案具最大彈
性，並且獲多區校長接納 。至於不同地區區情有別，可按各
區學校再安排每班學生遞減人數。他又表示，未來幾日會繼
續與不同地區校長會面，以爭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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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家怕子女扣分 借錢玩課外活動

學友社第二屆「模擬文憑試」提供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數學和通識教育科共4個核心科目

供應考，昨日有19個試場舉行通識及英文兩科，共
有考生8,000人，連同下周舉行的數學科和中國語文
科，考生超過10,000人。
學友社支援文憑試籌委會負責人鄧㜷堯表示，模

擬考試安排仿照真實公開試，考生會被安排到陌生
試場，可感受真實公開試的環境氣氛和操作。另考
生能取回由評卷員批改的試卷，對掌握評卷準則及
了解水平均有幫助。模擬試由逾500名有多年教學
經驗的中學老師參與評卷工作，預計明年1月可發
布考試結果。

無實戰經驗 準備多不足

由於修讀新高中課程的學生尚未有公開試實戰經
驗，試場表現顯然準備不足。
鄧㜷堯表示，有學生去錯試場、坐錯座位、忘

記帶准考證和身份證，離場時又遺留電話和證
件。答題方面，部分學生把「題一」答案錯寫
「題二」答題欄懵然不知。就現場所見，開考前數
分鐘，試場仍有空座位，有學生懷疑遲到，匆匆
趕進試場。
昨日參與模擬考試的姚同學認為，雖然去年文憑

試通識科合格率高達九成，但她也不敢鬆懈。她認
為中文科閱讀卷很難，相信要不斷操練試卷才會有
進步。
另一名考生鄭同學表示，模擬考試有助獲得經

驗，又指每天放學補習至7時，回家吃飯後繼續溫

習至凌晨，頗為辛苦；但她並沒有因為緊張學業而
失眠。鄭同學笑言「根本不會失眠，因為真的讀得
好累」。二人均期望其他科目也有模擬試卷和考
試。

報名2分鐘額滿 家長排通宵
是次模擬考試報名情況踴躍，學校報名首天2分

鐘已告額滿，180間學校各自有20名學生被安排參與
考試。為了參與模擬試，有考生及家長通宵輪候個
人報名名額，由前一天中午起開始到達，首10位都
是家長。鄧㜷堯指，排隊報名考試反映家長非常擔
心，同時對模擬試需求殷切。由於現時模擬試中英
文卷未有涵蓋現實考試各項分卷，學友社有計劃擴
大考卷數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第二屆中學文憑

試將於明年3月開鑼，為作好應試準備，近10,000

人參加學友社「模擬文憑試」，以了解公開考試實

際操作情況。大會昨日率先進行通識及英文考試，

並開放19個試場，兩科報考人數共8,000人。不過

缺乏實戰經驗的考生錯漏百出，有人去錯試場、坐

錯位、忘記帶准考證和身份證、應考時答題混亂

等。機構發言人指，由家長通宵替子女排隊報名應

考模擬文憑試，到考生應試表現，均反映他們非常

緊張、憂慮。
■學友社昨日進行通識及英文科模擬考試，兩科共

8,000人報考。 馮晉研 攝

■姚同學（右）認為，不斷操練試卷才會有

進步。鄭同學（左）表示，模擬考試有助獲

得經驗。 馮晉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