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第二屆文憑試今日
放榜，雖有9人奪得狀元名銜，但亦有部分考生成績
未如理想，又或無法報讀心儀大學。行政長官梁振
英（CY）昨於最新網誌上勉勵這些成績可能如未理
想的考生，鼓勵他們「天大地大，行行出狀元」，千
萬不要氣餒，換條跑道，一樣可以實現理想。他並
以早前參與「世界技能大賽」的職訓局同學的經歷
為榜樣，坦言「年輕人即使公開考試成績未如理
想，亦可選擇報讀職業或專業培訓課程，按自己的

興趣發掘潛能，開創事業」。

讚技能奧賽參賽生為港增光

早前10位修讀職業訓練局課程的同學，參與德國
萊比錫舉行號稱「技能界奧林比克」的「世界技能
大賽」，代表香港參加10個項目，與來自50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過千名選手一較高下。其中，代表職業訓
練局出戰美容護理的陳雅倩（Chloe）、資訊科技商
業軟件方案的黃逸昇（昇仔）和網頁設計的黃頌文

更獲頒優異獎章。
CY日前亦特別邀請了這10位同學到行政長官辦公

室茶敘，而Chloe和頌文認為，他們透過競賽可以觀
摩海外選手的技術，大開眼界，而昇仔覺得今次能
夠以自己的專長為港爭光，難能可貴，「在他們身
上，我看到他們對前途的熱誠和對自己的信心」。

CY強調，特區政府重視教育，政府經常性開支超
過五分一用於教育，並投入大量資源為年輕人提供
靈活多元的升學途徑，包括這10位學生所就讀的職

業訓練局及建造業議會都提供大量學額，為他們投
身各行各業提供堅實的培訓。

引居禮夫人名言打氣

對於一眾馬上會收到成績表的考生，CY又特別引
用科學家居禮夫人的名言勉勵：「We must have
perseverance and above all confidence in ourselves. We
must believe that we are gifted for something, and that this
thing, at whatever cost, must be attained.」簡單來說，就
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最重要是堅持和有自信。他希
望同學們：「做人做事，只要堅持不懈，就會成
功。無論考試成績如何，希望各位同學都能夠以這10
位年輕人為榜樣，努力奮鬥，開拓自己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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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魔奪走雙親 孤兒立志懸壺

CY勉「失手生」：換跑道亦創新天

考評局昨公布今屆文憑試有26人在校本評核中出
現抄襲行為，其中1人在通識科違規、2人在歷

史科違規；另有一所私校有23人於中文科集體抄襲，
令人譁然。另外，今屆還有1人於准考證下「暗藏筆
記」，並於考試期間偷看作弊，即場「人贓並獲」。上
述考生均被取消該科成績。

當局續跟進 促校方交報告

考評局署理總經理（評核發展）溫德榮表示，集體
抄襲事件是由當局發現。該局向來會向每所學校按隨
機抽樣形式，每科抽查6份考生習作，透過軟件程式
等去識別考生有否抄襲。結果當局在「一所私營教育
機構」的中文科校本評核樣本中發現抄襲情況，檢視
全校考生作業後，最終發現有23名考生抄襲。

考評局未有透露該所私營教育機構的名稱，亦不評
論事件是否與學校或教師相關。溫德榮指，這23人不
涉及互相抄襲，惟他們的校本評核作業都大量、甚至
整篇抄襲網上資料，並沒有列明資料來源；有見情況
嚴重，當局決定取消有關考生的中文科成績。至於學
校方面，考評局表示會繼續跟進事件，要求該校就事

件提交報告。不過，當局亦強調，違規是考生的行
為，不應該諉過教師。

校方：曾勸重做 不涉「教唆」

現代書院日校重讀部昨透過新聞稿承認事件，又指
涉事教師發現「懷疑抄襲個案」時已勸籲學生重做，
但部分學生拒絕，該名教師最後對有關作業給予「抄
襲評分」，其他「證據不足」個案則「交由」考評局
評核（見表）。

不過，由於考評局只做「抽查」，現代書院沒有交
代是否有就「懷疑抄襲個案」坦白通知考評局，另新
聞稿只提到：「該名中文科老師雖然已盡本分作出提
醒，但處理方法仍有不足之處，責無旁貸，因此該名

中文科老師及相關分校之校長已被停職。」但未具體
說明停職理由，另校方指，事件不存在「教唆」。

專家：學生稱無抄 師難評斷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日豐坦言，首次有如此嚴重的
違規情況出現，情況值得關注。他指涉事的教師已

「守了第一道關」，「如果學生拒絕重做，教師應與學
校管理層商議，並向考評局尋求協助，將事件告知考
評局」。他又指，是次事件亦反映學生不一定有能力
做好校本評核，但為了成績，或會鋌而走險；另學界
經常討論如何「防抄」，但教師始終非評卷員，如果
學生堅持自己無抄，教師亦難作評斷，當局有必要再
釐清當中的準則。

23同班生 集體抄網文
考評局抽查揭發 現代書院分校長教師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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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文憑試違規情況
違規項目 2012年人數 2013年人數

作弊 0 1

校本評核抄襲 3 26

攜帶未經許可物品到場 83 145

沒有遵從考試時間指示 114 140

於試場內拍照/將電腦條碼 3 3

照片上載互聯網

違反手提電話規則 52 81

應考聆聽考試時遲到或 324 529

沒有自備器材

註︰觸犯上述情況或會被扣分、降級甚至取消該科成績

資料來源︰考評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集體抄襲事件始末
1. 現代書院中文科教師收到學生的校本評核作業，發現

懷疑抄襲個案；

2. 教師勸籲學生重做，部分學生拒絕；

3. 該校對有關作業予以「抄襲評分」，其他「證據不足」

個案「交由」考評局作評核及決定，但隻字未提校方

有否坦白向考評局自揭抄襲情況，還是將問題作業

「魚目混珠」上呈；

4. 考評局於抽查6個樣本時發現該校學生涉抄襲；

5. 考評局全面檢視該校的中文科校本評核，並約見該校

師生；

6. 考評局最終判斷出23人的作業為抄襲，取消其中文科

成績；

7. 現代書院將涉事的中文科教師及分校校長被停職。

資料來源︰考評局、現代書院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應屆文憑試考生蔡凱琪的
求學之路可算崎嶇：7歲時患上類風濕性關節炎，每行一步
均會十分痛楚，須以輪椅代步。身體受苦固然難受，還要
抵受不明事理的同學冷嘲熱諷，令她開始逃學。後經介
紹，凱琪轉到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重讀中二級，
她脫胎換骨。作為應屆文憑試考生的她，接受本報訪問時
表示，期望能升讀本地大學的日本研究學系。

患類風濕性關節炎寫字慢

小學及初中均入讀主流學校的凱琪，因寫字慢無法準時交
功課，卻不獲老師諒解，無法上體育堂等芝麻小事，也被同
學揶揄一番，這些都令她對上學愈感煩厭。直至轉讀專門為
肢體傷殘兒童而設的雅麗珊郡主學校重讀中二，情況始有好
轉。在新的學校，她開始參與課外活動，如設計讓輪椅使用
者方便擺放雨具的輔助裝置，有關設計獲得亞軍。

另一方面，由於要覆診和接受物理治療，難免耽誤學
業，因此同一個新高中課程，她比一般學生多讀了一年。
她曾因此氣餒，忍不住質問自己：「為何要讀下去？」不
過，很想升讀大學的凱琪，最後決定堅持讀下去。針對較
弱的數學，她每天均用至少一小時「惡補」。來自清貧家庭
的她，要靠傷殘津貼補習，後來有補習社知道後，免去其
學費。她希望靠 自己的努力升讀大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就讀中文大學
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的梁志強亦是其中之一期
待放榜結果的考生，原為家中獨子的他生於小康
之家，家庭和睦，但在小學及初中階段，其父母
先後因肝病和腎病離世，令他頓成孤兒，一度陷
入人生低潮。幸得輔導人員與信仰支持，他終能
重新站起，記起父親臨終前叮囑自己要「做個好
人」，加上陪伴患病母親經歷的影響，立志努力
學習從醫助人。他期望能獲本地大學醫學院取
錄，完成個人夢想及父母遺願。

爸爸遺言囑子「做個好人」

小學時志強曾參加「香港一日遊」，那是他首
次全家去旅行，亦是其最後關於全家人的回憶。回
想與病榻上的爸爸最後一次對話，當時年紀尚小的
志強印象有點模糊，但亦依稀記得「他叫我『做個
好人』」；於父親辭別後，志強又因母親開始患病無
法照顧他，被輾轉送到寄宿機構生活。

難忘醫院慶生 母喜極而泣

漸漸長大的志強不時探望住院的母親，憶起一次
為住院的媽媽慶祝的生日，他仍滿有感觸，「以前
都是媽媽為我慶生，我從來沒為她慶祝過。平時很
少見她哭，那次第一次為她慶生，她竟然開心到
喊！有時都很後悔，如果在她臨走前，再多陪她一
點時間就好了⋯⋯」

幸遇療養院阿姨解心結

帶 雙親離世的打擊，志強坦言當時情緒和行為

均出現偏差，幸好遇上療養院義工阿姨的用心開
解。原本寄宿兒童按規定無法出外上學，但義工阿
姨願意每日花數小時來回大埔學校與銅鑼灣宿舍接
送，令他不用停學；多年來義工阿姨視志強如兒子
般看待，即使剛完成手術仍趕去與他見面，這份情
誼更讓志強感動不已。逐漸擺脫悲傷的志強，憶起
父親的「好人」叮囑，又深感病患為母親帶來的痛
苦，遂立志從醫，幫助有需要的人。

不過，從醫路途顛簸，志強小學成績強差人意，
僅能勉強升班，而升中後成績也不出眾；所幸的
是，近幾年他苦讀自強，成績終有提升，高中已於
校內名列前茅。他寄語考生們：「不要放棄，把握
每一個機會。雖然身邊會有好多聲音對自己造成干
擾，但最重要的是清楚自己的目標。」志強亦會笑
迎今天文憑試放榜，為了爸媽，繼續朝醫生夢邁
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志強讀小
學時，所讀的科目幾乎全部不合格，只靠
出色的數學成績「拉高」平均分升班；升
中後成績雖有改善也未算突出。直至中五
一次聯校活動見識到名校生流利的英文，
加上老師當頭棒喝，令他醒覺到自己與從
醫夢的距離。所以他奮起急追，每兩天讀
畢一份英文報章，又重新學習使用字典，
並將每月約1,500元的綜援資助花三分二用
作補習，「惡補」中英文和生物科，力求
達成理想。

睹名校生英語 悟己不足

志強憶述，中五時參與聯校科學展覽迎
新營，有見同組名校生5分鐘內以流利英語
寫出一封邀請信，又有人能說出很多艱深
英文，令他深深感受自己能力有所不及，
當時老師又提醒他「只有魚竿沒用，要懂
得釣魚才行」，令志強下定決心努力提升成
績。

自此他隔天便會閱覽整份英文報章學生
字，又重新學習用字典，除查閱中文解釋
外也會學習生字的用法。當時志強每月依
靠約1,500元綜援生活，但會將其中三分
二，即約1,000元，為中英文及生物科補
習，以便更好應付文憑試。考入醫科對志
強來說有一定「博」的成分，他表示「從
醫是希望幫人」，所以也有選報護理學科，
即使未能成為醫生一樣可照顧病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今年文憑

試爆出考生集體抄襲的罕見事件。現代書院

日校重讀部有23名同班學生，因在中文科的

選修單元作業中大量抄襲網上資料，被考評

局取消該科成績。校方昨承認事件，對此表

示遺憾及對學生抄襲感到失望，又透過新聞

稿「解畫」指，已給予有關作業「抄襲評

分」，其他證據不足個案「交由」考評局評核

和決定，但隻字未提校方有否坦白向考評局

自揭抄襲情況，還是將問題作業「魚目混珠」

上呈；至於考評局則指，這是當局抽查時才

揭發事件。

■現代書院日校重讀部有23名學生因在校本評核抄襲網上資料，被考評局取消中文科成績。圖為該校過往活

動。 資料圖片

■梁志強期望自己考試成績能獲本地大學醫學院取錄，

完成個人夢想及父母遺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同窗白眼難頂 病女轉校重生

有「遠東第一監獄」
之稱的上海提籃橋
監獄今年剛好110

歲，是內地仍在使用歷
史最悠久的監獄，然而
這座極富文物保護價值
的百年監獄在城市發展
中難逃厄運，可能在年
內關閉轉型。 詳刊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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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艘中國海軍艦艇
和16艘俄羅斯海軍
艦艇於14日通過了

位於日本北海道和俄羅
斯薩哈林島之間的宗谷
海峽，從日本海駛向太
平洋。這是中國海軍艦
艇首次通過這一戰略要
衝。 詳刊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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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江門宣佈取
消核材料基地立項
後，千餘名江門民

眾昨日再在市區聚集，擔
心該項目只是暫時擱置。
市政府領導要出示取消
核項目的紅頭文件，吃
到「定心丸」的聚集者
才歡呼散去。 詳刊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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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新晉男作家加
爾布雷思4月推出首
本犯罪小說，獲各

界好評，但他非常神秘，
一直未有露面。英媒追查
後發現這位神秘作家的
真正身份，原來是風靡
全球的《哈利波特》作
者羅琳女士。 詳刊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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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車神」李
慧詩昨日在澳洲國
際自盟賽女子爭先

賽再獲冠軍。在5天的
比賽中總共出賽31賽
次，取得31賽事全勝的
優異賽果，包攬女子短
距離全部7項冠軍。

詳刊A31

體
育

李
慧
詩
全
勝
攬
７
金

﹁
女
車
神
﹂
橫
掃
澳
洲

一手「餓盤」多
時，上周末元朗的

「尚悅」、「溱林」
分別重推及首推，兩日
沽出162伙，頓成市場
焦點。二手慘成雞肋，
上周末中原十大屋苑成
交量僅得9宗，創10周
以來新低。 詳刊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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