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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教局諮詢未顧學生差異 倡准設英文班保「一條龍」運作
中學盼增資源留人
結龍生「叻走差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一條龍」
諮詢文件提出，允許小六生留級及中學有限額拒收
屬校畢業生一項，被指違反「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
的政策理念，最具爭議性。有「一條龍」小學及中
學分別指，對該建議有保留。前者認為該建議違背

「一條龍」政策「有教無類」理念，又容易引起「結
龍」中小校分歧；後者則稱該說法忽略實際操作問
題。

為了讓成績稍遜的學生重拾學習動機，諮詢文件提
出，准許「一條龍」校要求成績欠佳的小六生留級。
如在小學階段的留級安排不奏效，或有關學生操行經
多次輔導支援、忠告、警告後仍未如理想，連繫中學
應獲准視之為「特殊個案」，不接納該學生升讀中
一，並安排該學生參加升中派位。該建議打破「一條
龍」小六直升所屬中一的必然定律。

以往曾留級 如「免死金牌」

不過，有「結龍」的靈糧堂怡文中學校長黃偉東認
為，該做法實際操作上並不可行。以小六生要於2013
年9月升中為例，其家長須於2012年11月便要決定是
否選擇升上「龍校」，意味 學校要提早判斷其是否
有留級需要。「不過，有關學生當時只升讀小六兩個
月，若學校要求其留級，家長一定有意見。」另現時
學生整個小學階段只能留級一次，如有人在小一至小
五曾留級，即如同獲「免死金牌」，做法實不奏效。
他建議讓學校彈性自決學生成績和操行是否達標，限
額為5%至10%，不達標者將不能直升所屬中學，讓
學生有危機感，才能真正提高學習動機。

標準未統一 易惹起矛盾

教聯會黃楚標學校校長梁兆棠稱，當局建議違背「一條龍」
政策「有教無類」和「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理念，對家長
不公，「若入讀『一條龍』小學是『買保險』，留級建議即等
於迫要他們『斷供』保險」。

他直言，對成績較遜的學生，政府應提供額外資源協助並
有效學習，而不是「用制度趕學生走」，且留級標準、人數、
對象等，容易引起「結龍」中小學間的矛盾，故對此並不贊
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一項調查顯
示，本港逾七成家長期望幼兒能有極高、甚至
接近母語水平的英語能力，但三成至四成家長
完全沒有跟子女講談或朗讀英文故事，七成人
過去一個月沒有帶孩子到圖書館，反映家長對
幼兒英語水平期望高，但未能營造合適學習環
境及善用學習資源。

學者建議，家長應每天抽最少20分鐘時間進
行親子閱讀；又指3歲前培養幼兒雙語能力有助
增強孩子思維發展。

牛津大學出版社早前委託香港教育學院幼兒
教育學系助理教授黃國成，以問卷訪問810個育
有3歲或以下幼兒的家庭，探討幼兒英語學習趨
勢，以及家長對孩子學習英語的期望。

近半家長寧願英語當母語

結果顯示，逾五成父母期望孩子英語流暢及
表達自如；兩成人更期望孩子英語接近母語水
平。另逾六成家長不介意子女因學習英語而窒
礙學習母語進度，更有接近一半家長接受英語
而非中文作為子女的母語。

藏書量不足 閱讀時間少

不過，調查又顯示，大部分家庭藏書量不
足，父母平均每周只進行一次至兩次親子閱
讀；三成人更完全沒有為子女講英語故事，平
均閱讀時間由零分鐘至兩小時不等，造成幼童
接受學前教育前已出現語言學習差異。另家長
未能善用各類英語學習資源，七成人沒有帶孩
子到圖書館或報讀學習班。

黃國成指，3歲前是幼兒學習語言的黃金期，
幼童詞彙量豐富，有助打好語文基礎。他又
指，加拿大有研究顯示，雙語能力有助激發孩
童思維發展。他早前一項對於130名5歲以下幼
童的研究證明，幼童可同時學習母語及英語詞
彙，兩者不會造成衝突。

他建議家長每天抽最少20分鐘進行親子閱讀，
家長可先借助故事書圖畫用英語與幼兒對話，
再進行朗讀，有助提升孩子英語口語能力，再
帶動孩子在書面語學習方面的發展。有出席活
動的家長表示，鼓勵幼童參加英語學習班，相
信有助孩子培養自信心及促進個人發展。

日本留學生獎學金接受申請

漢字源於象形文字，仿
照摹仿事物的形狀成形，

但筆劃與寫法則無嚴格規範，筆劃可多可少，構字
偏旁或繁或簡，偏旁位置亦無固定。從甲骨文、金
文到戰國古文字，都有不少上述形式的異體字。春
秋、戰國時代，各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異體字
更普遍。及至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國勢日隆；秦王
政不斷兼併他國，並規範當地推行秦國政治制度、
經濟制度、法律及文字，「書同文，車同軌」，大
有天下一統之勢。

秦兼併諸國 文字漸一統

春秋至戰國初年，秦國文字用的是「玉箸體」，
又稱「籀文」或「大篆」，相傳為周宣王時太史籀
所創。「大篆」線條連綿，字形渾圓，不便書寫。
因此，戰國中期以後，秦國某些字或偏旁寫法有所
改變，大篆及部分古文字均出現了解體跡象，渾圓
的線條變成了平直方正的筆劃。這些解體的早期文
字，一般稱為「秦隸」或「古隸」。

常臆改偏旁 字形變化多

後來文字頗有省改，由大篆、古隸至小篆，由小
篆至漢隸，再變為今天通行的楷書，字形一再簡
化。秦篆經過古隸而演化成今隸這個文字的「隸變」
過程，使漢字脫離了篆形結構，變成了筆劃結體的
文字，象形特徵漸不顯明，形聲字則大量增加。在

甲骨文、金文、小篆中，文字偏旁與獨體字形體大
致相同，隸書為了書寫便利，則往往臆改偏旁結
構，導致不同字形的混同與分化，因隸寫方式不同
而產生的異體字，由是而生。

隸寫各不同 分化異體字

例如「 」字，古文字象兩二人並立之形，《說
文》：「併也。從二立。」經隸寫後，「 」曾被
寫作「 」，今隸定作「並」形，簡體字又寫作

「并」。
又如煮食的「煮」字，又可寫成「 」，

「火」、「 」均屬火旁。又「熨斗」的「熨」（今
或寫作「燙」），篆文本作「 」形，據《說
文》：「從『 』，『又』持『火』。」字當隸作

「 」；惟後人或隸作「尉」，易「火」為「小」，
「又」寫作「寸」，再累加火旁成「熨」。以上均為
隸寫方式不同而分化的異體字例。

又如「 」旁，隸寫後或作「 」形，於是
「 」又寫作「敘」，俗體又省作「 」。又如「夆」
旁，也有人隸寫作「 」形，形成頗多如「逢、
逄」一類因偏旁隸寫差異而衍生的異體字。關於異
體字類別的討論，暫時告一段落。
■謝向榮

香港能仁書院中文系講師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日本政府獎學金「研
究留學生」及「學部留學生」兩個項目現正接受申
請，持香港或澳門身份證、護照或簽證身份書持有
人均可提出申請，獎學金包括大學學費、入學金及
每月10萬日圓以上生活費。

申請人不設特別日語要求，但修讀某些科目除
外。

研究留學生 須35歲以下

「研究留學生」獎學金項目為期兩年，申請人須

為35歲或以下，持有大學學位或以上，赴日本後修
讀學科必須與過去於大學曾修讀學科相關，截止日
期為6月7日（星期五）。

學部留學生 中六可申請

至於「學部留學生」獎學金項目為期5年，申請人
須介乎17歲至22歲，完成高中教育課程或以上，現
就讀高中三年級或中六課程者亦可申請，截止日期
為6月28日（星期五）。詳情可瀏覽：

http://www.studyjapan.go.jp/ch/toj/toj0307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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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龍」學校靈糧堂怡文中
學校長黃偉東表示，現存

機制規定「結龍」中學必須收取其小
學全部畢業生，並同時容許小學生選
升「結龍校」以外的中學，造就「叻
的（學生）走，差的（學生）留」情
況。該校每年有約七成「結龍」小學
的小六生升讀，但卻有15%第一組別

（Band 1）學生選擇其他中學。
黃偉東指出，「第一組別學生英語

流利，作文90幾分；相反，第三組別
學生連串生字都有問題，作文分低至
個位數，一班學生學習差異可極大」。
他憶述指，3年前，「結龍」校一名小
六生以情緒問題為由，只上學兩星期

便缺課一整年，而因「一條龍」關
係，中學「照單全收」。該名學生升中
後，情況未有改善，經學校多番協
助，最後修讀職業導向課程，學習才
重回正軌，「（有問題的學生）1個還
可應付，如果10個如何是好﹖」

不放棄學生 無意「斷龍」
目前政府未有提供額外資源予「一

條龍」學校照顧學生學習差異。黃偉
東表示，認同「一條龍」「不放棄每一
學生」的精神，暫時無意「斷龍」。該
校現依靠辦學團體每年贊助約50萬
元，額外提供輔導和課外活動，支援
第三組別學生學習，同時營造英語環

境，照顧第一組別學生需要。
他認為，政府既然支持「一條龍」

政策，就有責任提供誘因，讓學生選
升「結龍」中學。他建議政府容許

「結龍」中學於教學語言政策有更大彈
性，如讓學校增設英文班，吸引第一
組別學生和家長留在「龍校」升學，
同時因應學習差異問題，增撥資源予
學校。

資小校長會主席兼「一條龍」小學
教聯會黃楚標學校校長梁兆棠認為，

「一條龍」有利教師調配、家長支援和
推動中小學互動活動，但重點是中小
學應要位於同一地點。他指該校與

「結龍」中學來回車程要花40分鐘，時

間安排出現
困難，故只
能象徵式一
年舉辦數次
大型活動，
如畢業禮、
嘉年華等，
其他活動如
實 驗 、 話
劇、朗誦、司儀訓練等只能擱置。另
又因缺乏資源，副校長需兼任統籌
員，工作量繁重。

冀年撥百萬 聘額外人手
梁兆棠認為，是次微調「一條龍」

諮詢，只粗略提及關於校長委任、協
調負責人和增撥資源，但卻未有具體
探討可行性和資源多寡，學校註冊、
教師職級等問題亦尚未解決。他建議
當局每年可給予「一條龍」校100萬元
資助，以聘請額外人手協調中小學
校，提升兩校協同運作效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就微調「一條龍」辦學模式及直屬/聯繫學校制度展開為期兩個

月的諮詢，已於上周六（20日）結束。諮詢提出多項措施，包括允許小六學生留級、中學有限額拒收

屬校畢業生、增加學校收生自主權等。不過，有「一條龍」中小學校校長認為，諮詢措施未能有效照

顧學生差異和減低第一組別學生升讀所屬中學的流失率，認為政府應增撥資源，以及容許學校學校增

設英文班，確保「一條龍」學校有效運作。

■牛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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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隸變」異體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