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談到
海外留學，本地家長總會想起留學美國
或英國，究竟兩地制度、文化和面試有
何不同？達特茅斯學院畢業生陳以諾及
芝加哥大學校友張雅頌，當年均放棄了
牛津大學的學位。他們指，美國大學首
年不用選主修科，這一點與英國模式不
同。由於中學時未確認自己興趣，所以
他們最終選擇到美國升學。此外，他們
比較兩地的面試，認為美校較看重個人
特質與性格，英校則看重學生的學術能
力。

棄英選美：未確認自己方向
陳以諾曾同時獲牛津政治、哲學及經

濟課程及達特茅斯錄取，最後選擇到後
者主修哲學。他指，美式面試較隨意：

「我到了一對校友夫婦家中跟他們聊
天，主要是自我介紹、日常興趣與為何
想讀哲學，全程約45分鐘。」但牛津的
面試則以學術為主，「當年我要到牛
津，兩天內做兩份與主修科相關筆試，
每份大約一個多小時，其後再跟3名面
試官見面」，而面試官的問題，也牽涉
很多學術知識，要回答「當和3個朋友
流落荒島，其中一人患病，食物耗盡，
會不會吃了他？」

他指當年還未確認自己方向，遂選擇
到美國升學，「英國入學起規定主修，
美國卻不用，讓我多點時間探索」。他
透露另一原因，是不大適應英國的「階

級文化」，「成績好的同學，在飯堂張凳都高過人，
我知道後，非常驚訝」。

張雅頌當年同獲芝大經濟學及牛津經濟管理錄
取，她指因對社會學亦有興趣，所以升讀首年未選
主修的前者。她亦同意「美國㠥眼性格、英國看重
學術能力」的面試傾向，「那時到牛津面試，要先
閱讀一份校方發出的指示文章，教授之後要求我用
經濟學理論解釋，再跟他辯論」；至於芝大，則只
談談讀經濟學的原因，和最近讀過的書，比起面試
更似聊天。

之前仔細介紹了筆者對QS大學排名榜分析，總的來
說，該排名榜在評分指標和標準方面有很多爭議，筆
者認為，社會各界應參照更多排名榜和學術指標，去
比較香港院校的真正國際實力。例如泰晤士高等教育
的「世界大學排名榜（THE）」及上海交通大學「世
界大學學術排名」（ARWU），都是可參考資料。

不過要留意的是，在「世界大學排名榜（THE）」
中，同樣地發覺英式院校（包括英國、新加坡、香
港、澳洲）的國際化得分都遠高於美國、德國、法
國、日本和內地院校；至於ARWU，亦有不少意見認
為其僅重科學研究，不能精確反映大學的整體表現，

但該榜始終包括了獲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Fields
Medal）的教師、校友折合數、各學科被引用次數最
高的科學家數等客觀資料，對大學科研實力和學術聲
譽方面，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港與英美名校差距仍大
如針對科研實力方面，在2012年ARWU排名中，哈

佛連續10年排第一，排名前20強中，17所來自美國，
英國只有牛津和劍橋兩校上榜，亞洲表現最佳的是東
京大學，排名第二十名。兩岸三地方面則有42所大學
進入五百大，排名最佳的是台灣大學居一百二十一

名；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
學、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等位居前二百名，從中可看
到，香港以至大中華院校與美國名校差距仍大。

順帶一提，雖然在科研上中國高等院校仍遠未追上
美國，但國家的科研投入近年正大幅增加，以清華為
例，2010年科研經費達36億人民幣，而科研經費超越
10億的內地大學亦超過10間，筆者相信，假以時日，
中國大學於科研上有望拉近與英、美的差距。而事實
上，國際權威學術期刊《自然》今年5月發表報告
指，中國高質量論文數量已上升至全球第四位，更預
計有望於2014年超過英國和德國，僅次美國列第二

名。

港校需加大科研投入
過去30年香港經濟高速發展，大學待遇已達世界

級，成功招攬徐立之、朱經武和劉遵義等知名教授，
也令本地高等院校科研發展於大中華區佔先。不過於
近年，不少香港知名學者已先後公開批評政府於科研
經費上投入不足，所以我們更不能因為個別排行榜的
佳績而沾沾自喜，故步自封。若未來香港不能加大科
研投入和擴大科研規模，實難以真正追上世界頂級水
平，甚至再過5年到10年，現有優勢也可能漸漸消
失。 三之三

■羅永祥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宜備課查「校料」「空槍」上陣失分

校友面試官爆料：有港生SAT滿分 太內向無校收
唔扮㝚做自己
世界名校面試貼士：

參照更多排名榜 睇港校真正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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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

景熙）香港學生要走進世界

知名學府，還必須克服面試

一關。繼上集（見12月6日

A26版）從個人素質角度邀得多名頂尖名校面試官說

明入學要素，本報再綜合來自哈佛、劍橋、耶魯、芝

加哥大學、達特茅斯學院等校的港區面試官及校友，

分享有關心得。他們不約而同指，面試關鍵在於「做

自己」，最重要是坦誠分享自己真實的個人經歷和志

向；校方也期望學生對學校了解較深且具備入學誠

意。有面試官透露，曾有港生於美國學術能力測驗

（SAT）考獲滿分，卻因不懂與人相處，落得常春藤聯

盟校「一間不收」下場。

畢業自耶魯歷史系的趙崇基，是該校港區面試官之一。他指
面試時會細心觀察學生的言行與對方提交的文件描述是否

一致。面試多年，他印象最深是一名美籍中韓混血名校生，對方
講述努力學習中文的辛酸，及從喜歡音樂到自組樂隊的經過，全
部「有血有肉」，個性流露，故其面試報告獲得很好評價。

勿「執藥」樣樣學 專精勝周身刀
他強調，希望學生不要對個人經歷生硬堆砌，因為面試官有

一定人生經驗，個人介紹是否自然，他會看得出，「曾有學生
指最愛閱讀某本書，我問他原因，他答我是因為作者，我再問
作者的特點，他就答不出了」。他亦建議家長不要用「執藥」般
要子女樣樣皆學，反而集中學習一兩項真心喜歡的，更能突顯
學生的個性。

範圍廣難「貼」題 不懂可發問
陳志邦是劍橋工程系的本科、碩士及博士畢業生，曾是港區

面試官。他指面試小組一般由3人組成，主要是英國的收生專員
及出身劍橋的香港學者；內容除個人介紹，考官還喜歡即場拋
出很生活化的問題考學生，「但你難以『貼』題目，可能性太
闊了，但你真的對該科感興趣，一定懂得答」。

他指曾有條件很好的學生，因緊張得腦海一片空白，結果連
中四的物理題也答不到，表現失準最終落選；另很多學生面試
後患得患失地離開，他笑指十分正常，「這是因為面試官想試
探你的潛力，不斷拋出更刁鑽的題目，並非存心為難。另遇有
不明白的反要發問，可顯出你的好奇心與求知慾」。

面試或似閒聊 竟有玄機
在哈佛主修分子細胞生物學的侯天樂（Tyler Holland），畢業

後到上海工作，現留港創業，他指「SAT成績當然要好，但我
認識的同學中滿分很少，最重要是突顯自己『好OK』」。他並非
面試官，但他分享自己當年面試經過時笑說：「我們在一間咖
啡館見面，很隨意，99%的話題都是閒聊！」

由於面試官曾是哈佛泳隊，得知天樂也是泳隊，故突然問
他：「練習游水時你會想其他事情嗎，如計數還是唱歌？」又
問他練習游水情況。天樂笑答唱歌，又告訴他每年暑假都去練
習游水，又透露自己喜歡閱讀，夢想是開辦基因公司，研究出
狗隻大小般的「寵物象」，主人可帶牠逛街。事後回想，他才覺
得閒聊內有玄機：「哈佛期望學生充滿熱情、願意不停學習和
對團體有承諾。」

他特別提到，哈佛課堂和導修課強調發問、討論，而且同學
間常流傳「令你學習最多的往往是同學」，即日常生活中與朋輩
交流，是哈佛生最重要的學習文化，故英語水平十分重要，但
口音倒不是問題，「反正學生來自世界各地，這很正常。另如
你有非常卓越的運動成績，亦有望大幅提高入學機會」。

教育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優秀學生這麼多，為
何要選你？」這是報考世界級名校，申請人必定要深思
的問題。曾有港生空槍上陣，被問到能否在零下40度環
境生活時，頓時目瞪口呆，坦言不知當地氣候。亦有港
生因不了解所報院校知名的核心通識課程，即時被扣
分。面試官建議學生多搜集資料或瀏覽外國選校網上討
論區，作好準備以示入學決心。

向舊生「取經」作準備
常春藤聯盟之一的達特茅斯學院面試官鄭興表示，學

生面試準備是否充分，可反映入學誠意，「我們有責任
為學校把關，盡力避免『取錄但不入學』發生，如無誠
意，不如不要來」。

他曾問面試者，能否抵禦冬天零下40度的環境，對方
卻只尷尬回答「唔知」，即時被扣分。他指圖書館都有
不少介紹外國大學的書籍，並附畢業生感想，同學可借
閱參考。

同校面試官陳以諾指，國際校友網絡成熟的院校，
喜歡起用當地校友任面試官，因為他們熟悉校園環境
和文化，更能準確篩選適合的學生。他建議學生可嘗
試尋找舊生「取經」，或瀏覽知名網站「大學機密」
(College Confidential)，「所有美國高中生報大學時，

都會上去搜集資訊」。

面試如見工 了解學科範疇
芝加哥大學面試官張雅頌也同意，入學誠意非常重

要：「每個能面試的學生，成績、課外活動都很出色，
那決勝負的便是誠意。就像見工一樣，能幹的人這麼
多，為何要聘請你？」她畢業至今，擔任芝大面試官數

年，曾面見近十位學生，坦言對部分面試者表現「驚訝
和失望」，「芝大特色之一，是佔總學分三分一的通識
課程The Core，學生要修讀人文、科學等9大範疇核心
科，學校網頁已列出來，很容易找到，但竟然有三分一
人面試時指未曾聽聞，我一定扣分」，她又建議學生做
好功課，如了解所報知名教授名稱和學術研究範疇，於
面試時都有作用。

名校面試小貼士

1.有個人價值觀，真心分享人生經驗；不要「過
分準備」，如一口氣把履歷內容全讀出來，自然
對話最理想。

2.面試前多準備，增加對學校認識，如劍橋工程
系首2年都不設主修科。

3.掌握流利的英語，表現出自己的個性、理想。

4.多做功課，如上網、找校友「取經」或自行搜
集資料，了解當地氣候、自然環境、著名學科
等，可瀏覽知名網站「大學機密」(College
Confidential)。

5.緊扣入學動機與人生目標，嘗談一些學術題目
或社會熱話；回答學術問題時不用怕錯，因考
官只是希望看到你的興趣。

6.不要劈頭問就業前景，應讓人感覺你是專心享
受大學生活及愛探索。

資料來源：綜合各受訪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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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解釋，面試的功能，在於了解對方「文

件上看不到」的特質。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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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 興 表

示，學生是

否了解校園

環境十分重

要。

劉景熙 攝

■陳以諾

建議學生

找心儀學

校的校友

分享。

劉景熙 攝

■圖為張雅頌在芝大的生活照。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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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陳志邦在劍橋畢業禮的照片。 受訪者供圖

■圖為侯天樂代表哈

佛大學參加校際賽的

相片。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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