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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
教育局將於新學年停止發放「通
識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香
港通識教育科聯盟」就此對全港
逾183間中學作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98%受訪學校反對當局做
法。因應教學資源減少，約63%
受訪學校會裁減教學助理，其中
5間更會削減2人或以上；31%學
校會裁減通識科合約教師，11間
更會裁減2人或以上。

師生比惡化 備課時間增
調查又顯示，師生比例惡

化，現時教師指導獨立專題探
究的學生人數，由34.1人增至
36.3人；備課時間則由每星期
平均9.54小時增至11.64小時，
升幅逾兩成。香港通識教育會
召集人黃家樑表示，聯盟要求
當局再發放津貼，長遠增設常
額教席及精簡課程內容，以減
輕教師負擔。

港生悔拒探癌母 單車環台籌善款

逾四成校一年總數剩4,500萬 教界批難助貧生
直資校助學金「水浸」
缺宣傳少人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直資學校撥出部分學費作
獎助學金儲備，但部分卻未能有效運用，以致屢現「盈
餘」，令金額越滾越大。據教育局資料顯示，過去3個已完
成核實直資學校財政資料的學年，共有11宗個案，因學校
獎助學金儲備累積至超過半年學費收入，被當局「提醒」，
並要求校方提交改善計劃。
2008/2009年及2009/2010年，分別有4所及6所直資學校

獎助學金儲備超過學校半年學費收入。即使審計報告2010
年揭發多項直資校帳目問題，緊接的2010/2011學年，也新
增一所學校個案，即3年內共有11宗同類個案。

促增減免及透明度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對於2010/11年出現的個案，該校已
按局方規定提交計劃，涉及學費、校服、書簿、膳食、交
通減免、各項課外活動獎學金等項目，局方會密切留意情
況。發言人又指，為鼓勵直資學校繼續探討善用獎助學金
儲備的方法，並為清貧生提供額外資助，已於2011年及
2012年發通告，要求學校提高學費減免及獎助學金計劃透
明度，以及充分照顧不同背景和特性的學生。

盈餘滾雪球
當局3年提醒11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即使獲得學
費減免，入讀直資學校的清貧學生仍可能須面
對學費以外的額外開支。有專門支援基層人士
的社區團體指，曾有直資學校強制規定學生須
自費學樂器，以通過音樂科考核，清貧生家庭
根本無法負擔，只能四處求助。有草根家長節
衣縮食，讓直資名校子女學樂器，但學到一半
已無力支付學費。學者直言，正是這些雜費及
同儕心理負擔，令基層學生對直資學校卻步，
學校最終只剩下中產或高收入家庭子女為主，
越見走向「貴族化」。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透露，有某名牌直

資中學曾要求所有學生學習指定樂器，以通過
音樂科考核，又定下到外地交流時須聽音樂會
等規定。該校一名基層學生鑑於學校沒提供資
助，唯有四處求助，後來碰巧某社區中心開辦
樂器興趣班，才能報讀以應付學習需要。另一
名牌直資學校學生也遇上同一問題，家長為讓

孩子學樂器已節衣縮食，但學到一半，已經無
力支付學費。

學者：「盈餘」顯越趨「貴族化」

香港教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教授吳迅榮
分析指，即使直資名校設有獎助學金，但由於
來自清貧家庭學生擔心無法負擔高昂學費和雜
費，又怕遭人白眼，根本不敢報讀，申請獎助
學金者自然越來越少，學校因而出現大量「盈
餘」。這情況反映名牌直資學校「服務對象」
已集中於中產或高收入人士，越趨「貴族
化」。
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招祥麒指，部分來自清

貧家庭的家長和學生，對參與學校活動或有心
理負擔，但他認為，若孩子學業程度足以考入
直資名校，相信學校校長也會考慮其特殊需
要，在減免學費以外提供額外協助，家長不用
太擔心資助問題。

雜費難頂憂白眼 基層生怕報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在直資名校被
指「貴族化」的同時，若以獎助學金派發情況
來看，其實直資學校之間的「貧富懸殊」情況
也越見嚴重。不少「平民直資校」發放獎助學
金，遠超學費總收入一成的基本要求，最多達
當局指標6倍，亦即是「每收10元學費，派6元獎
助學金」。有直資校長坦言，因所在地區學生多
來自需要經濟支援的家庭，對獎助學金需求較
大。另因超額派獎助學金，也對學校財政構成
影響，或造成加費壓力。直資學校議會表示，
直資體系本身涉及背景多元的學校，期望外界
能更持平看待。就獎助學金「超額」的學校，則
期望當局提供補貼，或容許加費。
相比30多所「用剩」獎助學金的學校，70多所

直資校中，亦有近六成（42間）為支援學生而
用盡要求的撥備，甚至「超額派錢」。一所學校
獎助學金使用率高達當局指標600%，即佔去學
費總收入六成。

拖慢設備更新 申加學費幫補

天水圍香島中學是其中一間「超額」發放獎
助學金的學校，校長楊耀忠指，現時該校學費
減免門檻低，加上所在社區有不少經濟困難的
學生，因此獎助學金超過指標200%也不足為
奇。不過，「超額」後果令學校整體儲備不敷
應用，雖沒影響教學質素，但卻拖慢辦公室設
備更新。該校現正向教育局申請新學年加學
費，由每年1,500元增至3,500元幫補。
伯裘書院近年均「超額」派出至少200%獎助

學金，校長黃穎東表示，「代價」可能令學校
需動用其他儲備，抵銷「超額」獎助學金造成
的財政影響，「當儲備緊縮到某個程度，可能
需要節流，亦不排除有加費壓力」。但他又補充
指，該校成本控制較理想，由2003年起不曾加學
費。為持續協助有需要學生，新學年也暫不考
慮收緊獎助學金發放條件及調整學費。

盼持平看待 倡調節機制

直資學校議會主席林建華表示，以往部分人
士把直資學校標籤為「貴族學校」，但近六成學
校超額派發獎助學金儲備，反映很多學校竭力
幫助有需要學生，認為「我們（直資學校）大
部分都是『平民』」，期望外界持平看待。
該會副主席招祥麒指，各直資學校情況不同，

需要調節機制，「如果多用了錢，當局可考慮提
供補貼，或容許加學費；相反用不足的，應考慮
放寬門檻，以發放予相對清貧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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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直資學校「貴族化」爭議持續不休，傳統名校聖保祿中
學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正計劃轉為直資模式；後者更引

發反對及支持的校友、家長等群起表態，廣受社會關注。現時教
育局規定，直資學校須最少撥出學費總收入10%作學費減免或獎
助學金，以支援有需要學生。

有小學「用剩」820萬元

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資料顯示，據全港73間直資中小學已審核
的財政資料，於2010/11學年共發放1.5億元學費減免和獎助學
金。不過，當中43.8%（32所）學校未用盡該學年學費減免及獎
助學金儲備，總計年度「盈餘」多達4,486萬元。以現時香港中
小學生單位成本4萬元至4.7萬元計，足夠營運一所千人學校。其
中，有直資小學「用剩」獎助學金多達820萬元；另6所中學和5
所兼辦中小學的直資學校，獎助學金「盈餘」超過100萬元。

議會指儲備「分袋」減彈性

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招祥麒稱，以30多間學校合共4,000多萬
元「盈餘」計算，每校獎助學金餘額「並不厲害」。對於教育局
建議要求有「盈餘」的學校減低學費，或向更多學生提供補助，
他相信議會會員校都會積極按當局要求處理。該會主席林建華表
示，「盈餘」相信是部分學校學生多來自富裕家庭，故毋須申請
學費減免所致。他指自直資「審計風波」後，當局規定學校儲備
要「分幾個袋，不能互用」，令彈性減少。

學者：學校應向社會交代

對於部分直資學校單是「用剩」的獎助學金已有近千萬元，香
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教授吳迅榮表示，這可能跟學
校宣傳學費減免計劃不足，以及未有積極鼓勵成績優異的清貧學
生報讀有關。他又認為，有「盈餘」的學校未能善用餘款支援有
需要學生，應向社會交代負責。

議員：用剩過多需跟進

曾擔任直資中學校長的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表示，不同直
資學校的獎助學金儲備使用量不同是正常的，但認為有32間學校
「用剩」金額達4,500萬元，是「大數目」，反映當局透過獎助學
金制度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入讀直資名校的政策原意落空，有
需要跟進。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馮晉

研）直資學校

近年被批「貴族化」，尚幸學費減免及獎助學金計劃向

來被視為協助清貧生入讀的重要「補救」措施，但不

少學校獎助學金其實卻「有錢無人要」，「用剩」金額

數以千萬元計。據教育局資料顯示，70多所直資學校

中，逾四成獎助學金有「盈餘」，一年總數已有近

4,500萬元，足夠營運一整所學校；個別小學「盈餘」

更多達820萬元。直接資助學校議會解釋，因部分學校

較少人申請學費減免，上述金額涉及數十所學校，整

體「並不厲害」。教育界人士質疑，這反映直資校對獎

助學金計劃宣傳不足，導致幫助窮學生的希望落空，

有需要向社會交代。

直資「貴族化」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聖士提反女

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計劃由津校轉為直資，引

起該校校友及家長強烈反對，校董會早前發出

公開信，宣布押後至秋季後才投票決定學校去

向。該校「舊生直資關注組」昨日發起「守護

聖士提反，向轉直資說不」抗議活動，成員圍

繞中小學一周，表示維護學校的決心，並剪去

連㠥校徽的價錢牌，寄望學校摒棄功利主義。

同時，他們舉行「拖手107秒」活動，寓意感

謝學校107年來對社會的貢獻，呼籲學校繼續

維持津貼制度，造福社會。舊生關注組要求校

董會如期於本月17日舉行決議，宣布永久擱置

申請轉直資。

六成在校生投票反對

另該校有16名中二至中五學生組成「就讀學

生直資關注組」，並於7月2日自發舉行全體中

一學生至中五學生投票活動，共783名學生參

與，佔總學生人數約92.3%。

投票結果顯示，六成學生反對學校參與直資

計劃，三成學生表示中立，贊成者僅佔

7.5%。學生代表期望投票能反映學生對學校

計劃轉直資的取向，並為校方提供建設性參

考。

聖士提反「轉直」風波 舊生繞校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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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來不
及見至親最後一面的抱憾，怎樣才能夠彌
補？就讀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的譚嘉傑，兒
時或因不懂事，又或是逃避現實，在母親
離世前的最後時光，他總是賭氣不肯前往
探望。人長大了，才明白到，再多的後
悔，都追不回那段共敘天倫的歲月。如
今，他決定身體力行，與城大劍擊隊隊友
結伴到台灣，透過環島單車行，為癌症病
人籌款，並在這1,000多公里的路程裡，無
聲地用汗水與毅力，隔空為患癌病離世的
母親「走」一段路。
萌生到台灣踏單車環島籌款的想法，可

從譚嘉傑小五時說起。他當時年幼，面對
患癌的母親，不太懂得處理情緒，「那時
我會因為一些小事和媽媽吵架，和她賭
氣，即使比較乖的時候，也只是幫忙做做
家務」。

若能重選 願棄一切多陪母

直至中二，母親已被診斷為時日無多，
但嘉傑當時卻冒起了抵抗情緒。面對被醫
生說為「快要死」的媽媽，他心裡雖然開
始害怕，但也是常常約朋友外出玩耍，
「當時我只是想，怎會死呢？以前多次進出
醫院都沒事，一定不會死的。一個和你相
處了10多年的人，怎會突然離你而去？」
結果，某日與朋友玩樂過後，他接到媽

媽彌留的消息。縱使當時他已盡快趕到醫
院，但見到的已是沒有意識的媽媽，「如
果可以再選擇，我願意放棄我所有東西，
希望可以多陪她」。

早前，他決定與就讀城大資訊系統學系
的黃英傑結伴，透過台灣環島單車行，為
母親切實地走一段路，也為同樣為受癌症
困擾的病人籌款。就像病人抗癌路，環島
行這段路並不好走，「好天曬、落雨淋」，
夜晚於呼嘯而過的貨車旁邊趕路，都叫這
兩位大男生感到吃力。
黃英傑指，他們平均一天要踏80公里

路，才可完成環島籌款，「一開始，我們6
天就從台北踏到台南，以為有很多時間。
誰知由台南到台北的路程有很多山路，踏
得非常辛苦」。

辛酸何足道 累了仍上路

兩個大男生，一路上心照不宣，遇上友
伴累得非要停下來時，也只會問句「頂唔
頂得順？OK就再行啦！」嘉傑曾在途中
胃痛得要停在路旁休息，但當他想起癌症
病人治療的辛酸時，就覺得當下的痛苦微
不足道，然後再騎上單車，完成籌款目
標。

探訪傳關愛 沿途得善報

除了踏單車外，他們還探訪台灣露宿
者、到訪台灣癌症基金會。付出愛心的同
時，他們處處得到了他人關心，有人為他
們補胎，也有人開放穀倉讓他們避雨。這
一切經歷，都載於他們的「載夢騎行」
facebook專頁。活動將於8月1日結束，暫時
籌得逾2.8萬元。兩人只有一個共同的希
望，就是繼續有人捐款，讓更多癌症病人
受惠。

■「香港通識教育科聯盟」要求教育局再

度發放課程津貼。 龐嘉儀 攝

■黃英傑（右）與譚嘉傑（左），2人平均每天騎行80公里，終於完成了為癌症病人環

島籌款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關注組發起「守護聖士提反，向轉直資說不」活動，呼籲校董會永久擱置申請轉直資的計

劃。 關注組供圖

■兩人放孔明燈，默默為病人禱告：「抗

癌路上不孤單。」 受訪者供圖

■「好天曬、落雨淋」無可避免，兩人仍

然帶㠥行囊、踏㠥單車前進。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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