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雖然文憑試允
許學生報考最多4個核心科及4個選修科共8個科目，
但今年多達68.1%學校考生只選擇「4+2」配搭。而
選擇「4+3」的考生，更較去年銳減近三成；「4+4」
者更減至133人。津中議會主席林日豐指，由於4個
核心科目對升學尤其重要；2個選修科即足以應付所
有大學升學要求，學生報考「4+2」亦屬自然。

今屆應試生 傾向考少些

今屆文憑試生「考少些」傾向明顯，僅13,855名學
校考生選「4+3」，較上屆19,414人大減28.6%。考
「4+4」有機會成為8科5**狀元者，也由151人減至133
人。相反報考「4+2」者，增加逾2,500人至48,492
人，佔總數68.1%。而只考「4+1」入8大最低要求
者，亦增至7,835人，佔總數11%。
對於這情況，林日豐指，首屆文憑試報考3個選修

科者較多，主要是尚未掌握考試及升學準則，「因比
較緊張，報考3科可保障自己，但之後大家都看到各

大學主要只看6科成績。而核心科目又尤其重要，大
家都希望可在核心科加強，故只考2個選修科亦是自
然的事」。他補充指，學生棄考「M1」、「M2」亦是
同一道理，「除了科技大學表明會計算這2個單元成
績外，其他院校多數課程亦不須學生修讀『M1』或
『M2』。學生當然寧願把學習時間集中於其他科目」。

考1選修科 或應試策略

至於11%人只考1個選修科，林日豐認為，這是考
生的應試策略，「假如學生認為自己升讀資助院校
機會渺茫，他們或會只讀5科滿足副學位課程5科2級
成績的標準；又或者他們到台灣等其他地方升學，
其實5科成績亦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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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研分流解北區學額荒

演藝音樂神童 蕭邦琴賽奪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跨境童大增，令北區小學學額持
續緊張。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
指，當局正進行多項措施，透過
改建課室及按情況於每班加派，
並與區內校長保持聯誼會，以增
加區內學額供應。他又強調，現
時整體小一學額供應充足，鼓勵
跨境童家長多考慮新界西北的學
校。未來幾年，局方會加強有關
方面的研究，安排學生分流，希

望不用集中於個別區域。
吳克儉昨日表示，因跨境童沒有

香港地址，家長於升中派位選擇地
區時，不同區分理論上沒有分別。
當局鼓勵他們多考慮新界西及西北
學額供求較多的其他校網。而有關
地區入讀心儀校機會也較高，當局
正加強有關方面的研究，希望提出
方案，安排分流工作。他又強調，
跨境及雙非童在香港出生，是未來
人口新力軍，應該獲得公平對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年僅14歲、正修
讀香港演藝學院青少年
音樂課程的趙木子，以
及同樣來自演藝的音樂
學士（榮譽）學位一年
級學生張越，近日在第
十四屆亞洲蕭邦國際鋼
琴大賽中有突出表現。
前者在初中組於37位參
賽者中脫穎而出奪得金
獎；後者在公開組擊敗
約20人奪得銀獎。兩人
均師從演藝音樂學院鍵
盤樂系主任郭嘉特。
大賽總決賽本月10日

至14日在日本東京舉行。據了解，
趙木子祖籍四川，於深圳就讀中
學，4歲半開始學鋼琴，4年前獲演
藝青少年音樂課程取錄主修鋼琴，
每星期前來學院隨郭嘉特上課。他
在總決賽彈奏了蕭邦的《練習曲》
作品10第二首與《華麗變奏曲》作
品12。

21歲張越奪銀獎
至於21歲的張越，他7歲半學習鋼

琴，中學年代就讀深圳藝術學校。
數年前，張越在廣州參加郭嘉特主
持的鋼琴大師班後，決心報考香港
演藝學院，期望得到郭的指導。總
決賽上，張越演奏蕭邦《詼諧曲》
作品39，以及《船曲》作品60。

浸大集思會 商爭李惠利地皮

近七成考生選擇「4+2」

特殊生不足19%達大學門檻

信心不足似趨惡化「M1」「M2」成退修重災科
跳船多上屆400人
7,100學生棄文憑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有出版
機構早前舉辦文憑試模擬考試，約1萬人
應考。大會發現，號稱文憑試「殺手科」
的中國語文科，模擬試合格率（即2級成
績）僅三成半。而大學入學最低要求是3
級，意味㠥很多學生未必能跨過大學門
檻。至於當中「文言字詞理解」一項，
更有33%考生「捧蛋」，整體表現未如理
想。另以往備受關注的通識科合格率達
八成，表現相對較好。主辦機構認為，
考生需加強審題技巧，從初中階段培養
閱讀習慣，並積極提升高階思維和評鑑
能力，以應付考試所需。

英文科表現兩極化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去年11月至12月，
舉辦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
教育、經濟5科文憑試模擬考試。結果顯
示，考生整體表現與2012年文憑試相
近，數學平均合格率達九成；經濟及通

識合格率達八成；英國語文考生表現則出現兩極
分化，挑戰較難考卷的考生合格率達七成，作答
較易考卷的考生合格率則只有三成半。中國語文
科表現最遜色，合格率只得三成半。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助理總經理黃燕如表示，考

生問題主要是審題不清，未能掌握考問重點，答
題技巧又粗疏，答案流於片面。部分學生甚至放
棄作答難題，以致零分。語文科合格率低，反映
考生閱讀量不足。而英文科強大成績差異，更反
映考生學習差距。

通識科數據歸納有進步

至於通識科，考生雖於數據歸納方面有進步，
亦大致熟悉課程內不同議題，但答案內容流於單
向、重複，欠缺多角度思考和組織，往往只有現
象和定義描述，卻缺乏深入分析，甚至離題。另
部分考生作答時間分配欠佳，佔分最多的最高層
次延伸題目，往往因欠缺時間而未有作答。
黃燕如指出，受網絡文化影響，考生作答反映

出片段式、跳躍式思維模式，答案缺乏連貫性，
作答技巧欠靈活變通，也未能把所學融會貫通。
主辦方建議，考生應掌握評分準則和答題技巧，
於初中階段培養閱讀習慣，以便累積詞庫，並提
升閱讀速度及理解、分析、歸納等能力。

第二屆文憑試退修情況
退修比率最高的5個科目

科目 去年修讀人數 今年報考人數 退修比率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9,535 6,130 35.7%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9,955 6,982 29.9%

科技與生活 549 394 28.2%

綜合科學 458 331 27.7%

英語文學 565 417 26.2%

退修人數最多的5個科目

科目 去年修讀人數 今年報考人數 退修人數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19,899 16,123 3,776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9,535 6,130 3,405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9,955 6,982 2,973

物理 17,186 14,451 2,735

化學 19,205 16,473 2,732

資料來源︰按考評局、教育局分別提供的數字推算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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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統計顯示，今年共有82,350人應考文憑試，當中
71,222人為學校考生，另11,128人為自修生。而因今年

有不少人自修重考，令自修生人數較去年1,100人「十級跳」。
對於學校考生部分，教育局2010/11學年時，曾就當時讀中四
第二屆文憑試生作統計，人數達78,330人；相較至今年仍「留
下」報考文憑試者，最少有7,100人「跳船」，比率高達9%，
數字比首屆文憑試6,700人更高。

企會財近4,000人退修

24個甲類核心及選修科目中，數學科「M1」、「M2」成為
過去一年學生退修「重災科」。「M1」上學年尚有9,535人修
讀，但今年同一批人卻只有6,130人報考，人數下降3,405人，
跌幅35.7%。「M2」由上學年9,955人修讀，至今年只有6,982
人報考，退修率亦高達29.9%，共有近3,000人中五後棄讀或棄
考。至於課程內容及設計引起廣泛不滿而正在檢討的「企
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企會財）一科，退修人數亦高達3,776
人，退修比率19%。
另一邊廂，部分去年原本只有400多人至500多人修讀的

「小眾科目」，如「科技與生活」、「綜合科學」及「英語文
學」，退修比率也高達26.2%至28.2%不等。　

日語受歡迎 德語少人考

各應用學習科目中，3大熱門依次為「西式食品製作」、
「酒店營運」和「酒店服務營運」，均屬服務類別學習範疇。
整體應用學習科，去年修讀人次近6,000人；但今年報考人次
只有近5,000人。另其他語言科目中，最多人報考日語，共126
人報考；最少為德語，僅2人報考。
對於第二屆新高中逾7,000人「跳船」，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

日豐指，學生對文憑試缺乏信心固然是其中一個因素。而隨
㠥升學出路繁多，部分家境較富裕的學生會到外國升學。至
於對升讀大學缺乏信心的同學，也會轉讀一些專門的技能訓
練課程，以培養一技之長。

林日豐：學生「棄車保帥」

至於「M1」、「M2」、「企會財」等科退修情況嚴重，林
日豐指，學生或從首屆學長經驗中，得知這些科目不容易
讀，「即使花很多時間學習，成績提升效果也不一定很強」，
故學生「棄車保帥」，專心應考其他科目也是自然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新高中文憑試

今年踏入第二屆，但學生對新學制信心不足情況持

續，甚至似乎有惡化跡象。考試及評核局昨日公布

今年文憑試報名情況，只有約7.1萬名學校考生報

考。與同一批人兩年前逾7.8萬人就讀中四級相較，

因種種理由「跳船」或棄考者，達7,100人之多；甚

至比去年首屆考試同期數字多出400人。而在眾多科

目中，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一及單元二（M1及

M2），過去一年無論在退修比率或人數均「名列三

甲」，成為退修重災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除了公布今年第
二屆文憑試報考數據外，考評局昨日亦發表去年首
屆文憑試考試報告及成績資料，首次聚焦於特殊需
要考生於公開考試成績，以進行宏觀統計。按考獲
大學最低入學成績「33222」計，特殊需要考生只
得不足19%達標，遠遠低於整體36.5%。另去年文
憑試學校考生覆核成功率只得2.1%，創下香港公開
考試覆核成功率新低。

學校生覆核成功率新低

首屆文憑試共接獲總科數42,106科學校考生申請
成績覆核，但成功率僅得2.1%，即只有884個科數
成績獲提升，比率遠較舊制公開試低。資料顯示，

2007年至2012年高考成績覆核成功率，由3.1%至
7.5%不等；2007年至2010年日校會考，成功率維持
於4%至4.8%左右。數據意味㠥在新學制下，學生
花錢「上訴」前應再三思量。
文憑試報告首設「特殊需要考生的成績統計」，

去年914名特殊考生中，173人在4科核心科及1科選
修科中，至少考獲「33222」大學最低入學分數，
達標率18.9%；但整體考生達標率36.5%，幾乎比
前者高近一倍。而5科2級的特殊生佔總數45.8%，
也比整體考生72.9%低，足見他們取佳績很困難。
另一邊廂，昨日同步發表的「末代高考」考試報

告顯示，2010年「末代會考」2級達標考生，78%
未能於高考合格，數字較前一年79.9%略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浸會大學
近年一直爭取擴建校園，心儀鄰近的前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校舍地皮，但上月
政府宣布改變該地用途，其中六成面積計
劃用來興建住宅。今日城規會將開會討論
該議題。浸大校方昨晨緊急舉行「集思大
會」，學校管理層、教職員、學生及校友近
百人出席，商討如何向政府爭取整塊地皮
予該校發展。學生會又發動學生昨晚起到
政府總部通宵靜坐抗議，約400人出席，今
晨再到城規會開會地點示威。
浸大校長陳新滋、副校長李兆銓均有出

席「集思大會」。就政府早前指，與浸大達
成「只給予校方李惠利地皮北部興建宿舍」
的協議，陳新滋再次強調絕無此事。他又
澄清有報道指，未來中醫學院課程屬教資
會資助而非自資。

城規會今討論 倘通過難扭轉

不少學生、校友及教職員昨日亦有到
場，表明全力支持校方爭取全幅地皮。部
分發言者揚言爭取的行動要「再激（進）
㝅」，例如參考部分反對派議員常用的「暴
力」、提出司法覆核等。有曾從事地產界的
校友稱，今日城規會討論李惠利地皮用途
轉變一事，一旦通過，將進入刊憲階段，
屆時將難以扭轉局面。
李兆銓指，校方鼓勵學生今日到城規會

示威抗議，又會安排巴士接送。而學生今
日蹺課，也會獲發「事假證明」，不影響出
席率。管理層目前不會「走上街頭」，但會
留意事態發展。他又稱，校方與各持份者
方向一致，但角色分工可以不同，「有人
硬、有人軟」。會後，陳新滋、李兆銓聯同
管理層，到李惠利校舍地皮高唱校歌，宣
示爭取決心。

■黃燕如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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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嘉儀 攝

■左起：趙木子、張越與郭嘉特教授合影。

校方供圖

■近百名校方管理層、教職員、學生及校友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陳新滋(圖中黃呔者)、其他校方管理層及部分校友到李惠利校舍地皮高唱校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因種種理由「跳船」或棄考者，達

7,100人之多；比去年首屆考試同期數字

多400人。圖為首屆文憑試考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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