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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識一位媽媽，她每天忙
於叮囑傭人照顧孩子起居飲食及
放學行程。當遇上到其他相熟媽
媽，她更會滔滔不絕地談論多年
來的「育兒心得」，恍如育兒專
家。
她有一子一女，由大兒子讀小

學，到現在小女兒也準備升中
了。這位媽媽每天在孩子放學
後，一直按排不同活動，鋼琴、
小提琴、游泳、田徑、體能等。
孩子既接受校隊培訓，但媽媽又
會另聘私人教練。為了節省時
間，傭人要乘的士接送孩子。若
中段空檔容許回家，孩子或能享
受15分鐘至20分鐘的小睡時間，
之後起床吃些炒飯，接㠥練跑，
晚上還有補習老師在家等待，協
助做功課與溫習。
一年復一年，媽媽責難傭人照

顧不周的說話漸漸常常得聞。放
學時，傭人未能即時接送孩子；
孩子小休後，未能準時起床；傭
人準備炒飯過多，令孩子練跑時
嘔吐，白白花了一堂教練費，也
怕趕不及學界比賽奪魁⋯⋯不
過，這位媽媽至今仍然堅持不
懈。

或沉默退縮 或惶恐反抗
筆者在學校工作上，其實也曾

接觸不少在類似情況下成長的青
少年。大家猜想他們對這樣的生
活有何想法？有些孩子會對父母
安排保持沉默；有些則報喜不報
憂；有些則會反抗，故意違背父
母意願；有些每天惶恐地想留在
學校，覺得課餘時間就是惡夢開
始。更甚者，是變得退縮、情緒
化、焦慮及自責，缺乏自信之
餘，也影響精神健康。這些孩子
很少會對家長的「栽培」而感
恩，反而會認為父母「總是貪得
無厭，你有進步，下次就要更進
一步」。

步伐太急促 並非愛孩子
為人父母者，期望孩子可走康

莊大道是正常心態，但若父母只
有主觀願望，卻忽略了孩子步伐
及意願的話，只會惹起他們反
感，相信與愛孩子的原意也有出
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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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利南地未定 教局：北建築不應拆

辦名人講座推導師計劃 擬11月發表「能力架構」
老手栽培接班人
3招盼紓「校長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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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教育
局表示，為被派往大埔區上學的北區學
童而制訂的「返回機制」，其中計劃提
供學額的北區學校名單，今日（6月11
日）會上載至教育局網頁。合資格參與
「返回機制」的學生，已隨「小一註冊
證」獲發藍色信件，列述措施詳情。另
當局已批准北區鳳溪第一小學加開3
班，相信可減少北區每班加派人數。

鳳溪一小獲准加開3班

教育局昨日在網頁專欄「政策正面睇」
表示，當局曾預計，最極端情況下，北
區小學平均每班可能須提供約36個小一
學位。不過，根據5月底放榜前的資料
顯示，合資格參與「返回機制」的學生
少於200名，估計北區在2013/2014學
年，小一每班提供學額約33個便可滿足
需求。另由於鳳溪第一小學擴展校舍5
月底完成註冊手續，該校已獲批准加開
3班。
當局指，自從今年實行內地雙非孕婦

來港產子「零配額」政策，預計跨境學
童回港就學所造成的學位需求將於數年
內減少。當局正積極研究修訂2014年及
以後小一入學安排的可行方案，以加強
照顧本地學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職業訓練局轄下
才晉高等教育學院（SHAPE）提供40多個銜接學
位課程，專門予同屬職訓局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高級文憑畢業生報讀。學院新學年將作突
破，將課程公開了招收非職訓局的副學位畢業
生，目前已接獲約500名「校外生」申請，反應不
俗。

接500非職訓局生申請

才晉高等教育學院院長黃倩瑛昨日於傳媒午宴
時表示，學院目前仍有空間取錄非職訓局的副學
位畢業生，有關報名程序已進入次輪階段，部分
課程仍未截止報名。至於目前學院已接獲5,100個
申請，當中約500個屬非職訓局學生，令整體申請
數較去年同期多兩成。
黃倩瑛又表示，受惠於業界人手短缺，工程相

關課程今年最受學生歡迎，報讀人數增長近3倍；
而資訊科技課程報讀人數也有達八成增長。

才晉學院首招「校外生」

香港校長中心於去年11月獲田家炳基金、利希慎
基金及部分校長私人捐款成立，其舉辦的活動

和計劃除面向中小幼子特殊學校現職校長外，亦歡迎
副校長、助理校長甚至部分主任報名。

年流失約10%現退休潮

中心10名創會成員日前與傳媒茶㟌，簡述發展現
況，其中召集人兼聖保羅男女中學校長陳黃麗娟表
示，過去7年，中小幼校長湧現「退休潮」，平均每年
流失約8%至10%的校長，值得關注；而崇真書院前校
長張文彪則嘆慨指，早前有調查反映，多達八成半現
職副校長無意任校長，擔心學界領導層青黃不接，他
相信與部分副校長不熟悉校長工作，擔心壓力大有
關。

八成半副校長無意接任

校長中心未來大計將聚焦於提升現任校長及未來準
校長水平，陳黃麗娟介紹指，過去半年，中心已先後
邀請了前平機會主席、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和海洋
公園主席盛智文演講，又舉行了財務管理、法律、視
學準備等工作坊，吸引近400人參加。陳黃麗娟指，其
中財務部分尤其受幼稚園校長歡迎，相信是因為近年
學校需要處理更多財政問題，如學券制及學校服務投
標等。而中心未來也會陸續舉辦不同研討會及工作坊
等。

導師計劃擴展至中小學

中心早前已啟動了幼稚園校長導師計劃，未來會擴

展至中小學，由資深校長或前校長出任導師，以一對

二或一對三的形式，向上任1年至2年的新校長分享經

驗，提供密切專業網絡支援。目前整個計劃已有約30

名導師，包括10多名中心創會成員。

另外，校長中心正與各教育團體緊密合作，預計於

今年11月發表「校長專業能力架構」，有關內容現正在

諮詢中。由於近10多年香港教育生態及政策環境有顯

著改變，校長需要更強的專業技能及適應力，新的能

力架構除了學校管理範疇外，並涉及個人、校長專業

社群、與本地社會及外界聯繫3部分，具體更廣闊視

野，可望為校長專業發展提供框架指引參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近年本地中

小學及幼稚園大批校長相繼退休，平均每年流

失率約達8%至10%，同時，不少副校長卻因

種種理由不願接任，學界擔心未來將青黃不

接，出現「校長荒」。多名資深中小學校長及

前校長去年底成立「香港校長中心」，以凝聚

學校領導力量，面對有關問題，中心將從3招

入手，以提升現職校長水平及栽培校長人選，

包括舉行財務、法律、社會管治等跨專業名人

講座及工作坊，又推出導師計劃，由資深校長

出任上任校長的導師，並於今年底發表「校長

專業能力架構」，涵蓋個人、學校、校長專業

群體及與外界聯繫4個範疇，配合校長專業的

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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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普句式比較之「把」字句
動詞和賓

語是句子中
必不缺少的
部分。今期
我們就看一
下粵語的動
賓結構可如

何透過普通話「把」字句表達。
在粵語，常見句式是賓語放在動詞

後面，如「跌斷手」、「食晒佢」。有
時也用「將」字把賓語提前，如「將
玻璃樽打爛」。但普通話會用「把」字
把賓語提到動詞之前，如「把胳膊摔
折了」、「把它吃光了」、「把玻璃瓶
砸碎」。

動賓句都可寫成「把字句」

幾乎所有動賓句都可寫成「把字
句」，相反只有少數「把字句」能改寫
成動賓句。而幾乎所有粵語「將字句」
都可改成動賓句，相反只有少數動賓
句能改寫成「將字句」。
「把字句」將重要信息放在顯眼位

置，如「他們把那些水果吃完了」，重
點在「水果」；如果直接說「他們吃
完了那些水果」，則較難理解想突出
「他們」還是「水果」。

「把」字句的結構形式和內部語義
關係相當多樣，如「佢窮到賣㜴間屋
（佢窮到將間屋賣㜴）」、「再諗㜮呢番
說話（再將呢番說話諗㜮）」、「誤會
㜴個意思啦（將個意思誤會㜴啦）」、
「㝅雨淋濕㜴件衫（㝅雨將件衫淋濕㜴
喇）」分別對應普通話為「他窮得把房
子都賣了」、「把這些話再想一想」、
「把意思理解錯了」、「雨把衣服淋濕
了」。學會今期內容後，你可否嘗試用
把字句將粵語動賓句表達出來？
下期探討「粵普句式比較之『被』

字句」。
■資料提供：一環教育

http://www.globalfirst.edu.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立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前李惠利校舍用地最新
情況，對於浸會大學與政府就上址南部地皮
用途發生爭拗，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表示，
即使最後城規會把校舍列作教育用途，亦未
必會興建中醫醫院。他又指，南面地皮用途
未拍板前，浸大亦不應拆卸餘下的北部建築
物。浸大則指，不理解政府「綑縛式」安排
的理據，稱發展北部時一併拆卸整棟建築物
是合理做法，技術上若要只先拆除北面建築
物也是可行的。
浸大希望爭取李惠利南部興建中醫院，但

政府卻計劃用該用地興建豪宅，雙方拉鋸至
今。教育局及發展局近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指出，由於目前坐落在前李惠利校舍用地上
的單棟建築物橫跨南北部分，日後不論重新
發展該地任何一部分，均須拆卸整棟建築
物。當局認為，從有效運用土地及現存建築
物角度而言，應確定李惠利整幅用地，即包
括南部用地長遠規劃後，才進行拆卸工作。

指浸大可續規劃北地

立法會議員兼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
教授陳家洛指，政府上述建議是「想玩一拍
兩散」。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回應時強調，
當局全無不良意圖，指浸大現可繼續就李惠
利北部作規劃，因這亦需時2年至3年，局方
仍會助浸大爭取撥款。

林大輝籲撥教育用途

早前城規會就李惠利南部建住宅作諮詢，
結果接獲2.58萬份反對書，僅得7份贊成書。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大輝指，當局
應「迷途知返」，把該地皮撥回教育用途。
不過，發展局指城規會決定該地皮用途，亦
沒有退回該地的計劃。
浸大發言人表示，不理解政府「綑縛式」

安排的理據，因為無論南面用地將來有何發
展，發展北面部分時一併拆卸整棟建築物，
是合理做法。而在技術上，若要只先拆除北
面建築物也是可行的。該校期望政府考慮興
建學生宿舍的迫切性，在短期內批出足夠北
面用地予浸大，讓興建宿位的工程盡快展
開，否則現時宿位嚴重短缺的情況將不能盡
快得到改善，建築成本亦會大幅提高，增加
公帑開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調查顯示，148間

參與學券計劃的幼稚園中，85%需租用校舍，當中

超過三成學校租金逾4萬元；另93%幼稚園租約限期

不超過3年。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幼稚園業界面對加

租壓力，亦較難作較長遠規劃，期望當局先因應租

約期、租金、提供處所等盡快搜集資料，以落實15

年免費教育具體準備工作。

學券計劃幼園僅15％自置校舍

立法會議員陳家洛早前訪問169幼稚園，即約全港

近兩成幼稚園，了解其營運現況。以148間參與學券

計劃的學校計算，僅15%幼稚園設有自置校舍；其

餘85%幼稚園均需租用校舍，面對租金不斷上升的

壓力。至於租約限期方面，93%學校租約限期不超

過3年。由於一般幼稚園學生都會在幼稚園就讀3

年，意味㠥大部分學生在學時最少要經過一次校舍

更新租約，甚至搬遷或轉校。

調查又顯示，只有12%非牟利幼稚園租用私人物

業作校舍；其餘均租用「政府或公共機構」或「非

政府機構」用地。陳家洛認為，數據反映問題並非

當局想像中複雜。若政府向幼稚園提供租金資助，

亦未必因為需要承擔巨額租金開支而變相資助私人

業主。

■楊潤雄指，南面地皮用途未拍板前，浸大

不應拆卸餘下的北部建築物。圖為浸會大學

校園。 資料圖片

■浸大表示，無論南面用地將來有何發展，

發展北面部分時一併拆卸整棟建築物是合理

做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端午節將至，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將動員約200

名全日制高等教育學生、教職員，參與一項名為「心田服務計劃之愛『㡇』

遍傳馬鞍山」的義工服務計劃，並製作超過2,000隻「愛心㡇」，送給1,000名

馬鞍山區內的獨居長者、智障人士、精神病康復者等，讓他們歡度佳節，以

及宣揚社區和諧共融的信息。為慶祝活動隆重展開，校方日前舉行活動啟動

禮，場面熱鬧。 校方供圖

港專「愛心㡇」端午贈弱勢

■香港校長中心去年11月成立，10名創會成員日前與傳媒茶敘。 劉景熙 攝

幼園租貴 議員嘆難長遠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