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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指管理問題複雜 家長憂子女回流融入
深辦官小料難行
港府「福利不過境」

Daniel問：
羅校長，本人醉心於建築

學，希望能當一位出色的建
築師，文憑試考獲334333，
對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的建
築系已經絕望；本人報考了

「70所內地高等院校免試錄
取計劃」，其中心儀的清華大學和同濟大學都沒有
錄取我，只有華僑大學建築學專業給了我錄取通
知書，父母都擔心內地大學認受性低，不希望我
去讀，而我亦獲一所香港院校的建築學高級文憑
課程錄取，我是否應到內地讀大學，還是留在香
港循高級文憑途徑實現建築師的夢想呢？
答：

Daniel，建築和土木工程等近年都是熱門行業，
人才供不應求，就業前景好，而內地更是建築業
最蓬勃的國家，全世界4成水泥，1/3鋼材都是在
中國消費，可見建築業在大中華的發展前景。

香港：大學畢業不可成建築師

內地建築專業學歷於世界範圍內廣獲認同，而
香港在建築、測量等多個專業，亦早於十年前已
與內地簽訂專業互認協議，內地相關學歷和專業
資格，在香港獲完全認可。這裡再簡介一下成為
建築師的途徑：建築師和會計師等專業資格，並
不是大學畢業就可直接取得，香港建築師學會規
定，取得認可建築專業學歷人士需獲取兩年相關
工作經驗後，才能參加建築師執業資格考試，通
過所有考試科目後，才能成為建築師。

內地：5年或可取專業學歷

根據香港建築師學會資料，該會認可內地49所高等院校
的建築學學歷，包括清華大學、同濟大學、東南大學、天
津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深圳大學及華僑大學等的5年制建
築學學士。而在香港，則要花4年修畢港大及中大的建築學
學士資格後，再讀兩校的兩年制建築學碩士共6年才能取得
有關獲認可專業學歷。

若你在港先讀高級文憑，成績需要相當優秀才有望銜接
中大或港大的建築學學士，畢業後還再讀建築學碩士，途
徑艱辛難度亦高。但如果到華僑修讀建築學學士，5年後畢
業時即會取得香港以及世界認可的專業學歷。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建築師協會發起，中國、
英聯邦、英國、美國、加拿大、韓國、澳洲及墨西哥等國
於2008年在澳洲坎培拉簽署的《建築學專業教育評估認證
實質性對等協定》，簽約各方相互承認建築學專業學歷，若
你在內地獲得建築學學歷，將可在香港以至歐美深造和發
展事業。

當然，建築是不容易修讀的學科，而取得專業學歷的人
士也須刻苦努力才能最終取得建築師資格，但內地修讀建
築學相信是你實現理想的一個較便捷的途徑。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羅永祥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科研路漫漫 交棒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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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明年9

月入學的香港官津小學小一自行收生階段近日開

始，連年激增的跨境學童入學問題再次引起關

注。此前教育部回覆指，考慮研究在深圳開設香

港官立小學可行性，以緩解跨境生入學難的問

題。不過，有於深圳管理港人子弟學校多年、熟

知兩地教育狀況的資深校長指出，在深設香港官

小勢將面臨複雜的管理問題，且鑑於港府「福利

不過境」的原則，較難實現。對於「受眾」的跨

境生家長來說，也會擔心在深入學難以了解香港

狀況，不利子女將來回港融入社會。

目前深圳共有5所學校屬港人子弟校或設有港人子弟班，有關小六生可
參加香港升中派位，直接銜接香港學制。其中以羅湖港人子弟學校

招收港生規模最大，全校目前有約900名學生，港生比例達八成。

深辦港子弟校 全賴優惠補助

該校港方校長廖翔顯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在深開設港人子弟學校
並非易事，該校順利辦學得益於內地教育部門的支持。事實上，深港教育
局高層就解決跨境兒童就讀問題進行過多次會談，深圳方面亦給予諸多支
持。

廖翔顯介紹，學校創辦10多年來，羅湖區教育部門給予了包括管理上的
特事特辦及校舍租金優惠等諸多便利，例如羅湖區地價連年增長，「若按
照正常市價，學校根本無法經營」。而深圳對於民辦學校教師有一部分津
貼，該校亦享此優惠。

土地資源緊張 管理問題棘手

對在深開設香港官立小學的方案，廖翔顯認為首要解決用地和管理兩大
問題。他指，目前深圳城市發展迅速，土地資源緊張，增設專供港人的教
育用地有一定困難；而在選址方面，若在市區建校成本將相對高昂，而若
在偏遠地區，學生就讀又不方便，反不如跨境讀書。至於學校開設之後，
管理問題也十分棘手：「若發生安全意外或者流行性疾病，深港雙方由誰
來負責？此外，政府的撥款如何監管？」

廖翔顯又指出，跨境童的問題主要源於「雙非」嬰兒，而港府今年開始已
實現「零雙非」，僅有過去出生的學生需要處理。開辦新校亦非易事，往往
需要數年時間，到新校建成時跨境童的問題有機會已經大為緩解。他認為要
處理過渡性問題，今年於北區校加班加派不失為一種較有效的做法。

「兩文三語」教學 適應兩地考試

每日於深港兩地奔波的跨境學童，不少是衝㠥香港有口皆碑的教育質素
而去。廖翔顯指出，因應兩地差距主要在於英文，該校採用「兩文三語」
教學方式，英文科採用與香港同步的教材，並相對增加課程比例。另學校
也開設通識課及繁體字認讀，而語文、數學等科，學校教材則與內地同
步，希望以相關課程安排讓學生既有能力參加香港升中派位，亦能適應內
地升中試。

該校於2010年加入香港升中派位機制，近年每年約有30名學生參與，比
例約五成。但近年該校收生亦大幅增長，由每級2班大增至5班，預計幾年
後回港參加升中派位的學生將急速上升。廖翔顯補充指，過去幾年回港升
中的畢業生派位結果都不俗，部分人更成功入讀地區英中名校如道教聯合
會鄧顯紀念中學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近
年大量居深港童的家長跨境湧往北區報讀香港
學校，但亦有人反其道而行，考慮到跨境求學
實在太奔波，決定讓孩子留深於民辦港人子弟
學校上課。亦有家長指，未來內地發展潛力巨
大，子女在內地求學的經歷，有助於了解內地
發展情況；在內地結識朋友，對於長遠的發展
有所助益。

看好內地發展 冀建人際網絡

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港方校長廖翔顯分析指，現

於港人子弟學校就讀的港生，一則家庭條件較為
優良，能夠承受每年數千元的學費，此外亦有家
長看好內地發展，希望子女接觸兩地教育，亦會
考慮選擇該校。記者在採訪也發現，在深求學的
港生中，不乏從香港回流的個案，有家長認為在
內地求學的經歷有助孩子認識社會及建立人際網
絡，對其長遠發展有一定益處。

內地教學不差 家長無意轉校

今年六年級的梁展榛就是其中一個選擇在深
求學的例子。梁媽媽指，兩年前由於工作原因

舉家遷移到深圳，由於跨境上學實在太遠，每
日要花費幾個小時上下課，她認為將這些時間
用來學習，可能對兒子更好，遂決定讓展榛在
深圳就讀港人子弟學校。梁媽媽說，雖然學校
屬民辦，學費較高，但教師對學生悉心照顧，
溝通機會亦多。她又認為，學校英文教材與香
港同步，差別不大，相比下更可學到更多中文
和數學內容，「實際上，現在內地教學質量也
不差，關鍵是在小朋友自己的吸收能力」。

對於在深設立香港官小，梁媽媽則認為，學

校質素始終需要長時間積累，對新學校的教學

質量有保留，即使成立開設，自己也未必會考

慮讓子女轉學。

跨境上學奔波 不如留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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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

莎）人類受「生物時鐘」控
制，晚間出現睡意，也會因
飛行時差使人未能調整作息
時間，這些現象雖然普遍，
但科學家卻一直未能解構其

中機理。今屆邵逸夫生命科學與
醫學獎3位得主，經過30多年的研
究成功破解當中奧秘。他們利用
基因變異果蠅進行一系列的實
驗，發現果蠅與人類的分別並非
表面看那麼大，原來也有兩個相
應的基因，會受晝夜節律的分子
機制所影響，並解釋了人類睡眠
失調的情況。

人類果蠅有淵源
「其實早在5億5千萬年前，人

類與果蠅已存在共有機制與蛋
白。」得獎者之一的布蘭戴斯大
學生物學教授邁克爾．羅斯巴殊
指，透過深入解構基因變異的果
蠅（Fruit Fly，學名Drosophila
melanogaster），才會找到牠們與人
類淵源。

上世紀80年代，羅斯巴殊及當
時仍在布蘭戴斯大學任教、現已
榮休的拍檔傑弗理．霍爾，聯手
研究基因變異果蠅。霍爾坦言：

「當時有人知道我們研究這個項目

時，直指這是愚昧的行為，斷言
我們不會有任何發現。」然而他
們和另一得獎人、洛克菲勒大學
的邁克爾．楊，分別複製了果蠅
的周期基因（period gene），於
1984年發現經過變異的基因，可
以改變其晝夜節律。

日光調控存人腦
3人隨後更發現果蠅腦內，周期

基因的核糖核酸（mRNA）和蛋白
的水平，呈現晝夜節律性的變動，
並會受日光影響，而這調控機制也
存在於人類。最常見的例子為到外
地時出現的時差問題，例如港人到
美國旅遊，抵達當地初期，會出現

「白天疲倦、晚上精神」的晝夜生
理節奏不協調現象。

羅斯巴殊解釋，哺乳動物如人
類，目睹陽光後會傳送信息到大
腦，由大腦指揮身體內的荷爾蒙
分泌，而人體內荷爾蒙各有指定
的工作時間，因此人日間精神，
晚上疲倦。當人到外國時，體內
的荷爾蒙與當地的時間未能同
步，這循環機制受到干擾，使人
出現「有時差」的問題，需要幾
天時間才能適應新的晝夜節律。3
位的研究也解釋了為何失眠人士
會出現睡眠失調的情況。

選科是所有學生求學的必
經階段。無論中學選科或大
學挑選學系，同學都應以興
趣為先，令其成為學習及工
作的動力，學以致用，將來
事業發展才可得心應手。以
下列舉幾個思考步驟，希望
幫助學生揀選適合自己的科

目。
步驟1：從多方向了解自己，如從性格入手找出

興趣。試問自己以下問題：
a.我喜歡與人交談嗎？還是喜歡與書本交朋友？
b.我的滿足感從何而來？（如：為同學解決學習

難題？完成功課？與朋友輕鬆相處？）
c.我有甚麼嗜好？（除上課、休息外，我會做甚

麼？上網？玩電子遊戲？）
步驟2：尋找與興趣相關的學科，徹底了解當中

內容。你的興趣可與很多學科有關，但未必與理
想相同。譬如你喜歡語文類學科，當中可分為4大
類：

a.實用語言類：如英文、法文；
b.語言學：如語言學、翻譯學；
c.傳理類：如新聞系；
d.文學類，如英國文學等。
上述4大類學科的學習重點以至教學方法都大相

逕庭，如實用語言類多專注文法、語文運用；語
言學多學習文字、字根的本意、來源及變化；傳
理類注重表意、運用；文學類較多學習文學欣賞
及詞彙運用。
步驟3：確認自己能力可否勝任有關學科。不少

人的志願是當醫生、律師甚至精算師等專業人
士，但這類學科的成績要求高，並非每個學生都
能成功入讀。因此應多了解自己的能力，如果沒
有十足把握，就應做好兩手準備。

步驟4a：回歸第二步，繼續尋找與興趣相關、
但要求較低的學科。若心儀學科的要求很高，不
妨退而求其次，考慮其他相關但門檻較低學科。
例如心理學其實可分為心理學（文學士）、臨床心
理學及精神（醫）科（Psychiatry）；一般文科學
生可修讀心理學（文學士），但臨床心理學及精神

（醫）科則只錄取理科生，而且成績要求較高，通
常與醫科相若。其次，學科的內容、學習重點以
至出路都有所不同。心理學畢業生一般廣泛受聘
於社會科學界；臨床心理學畢業生可繼續進修，
成為心理醫生；精神（醫）科（Psychiatry）專業
則與醫科生的出路相似。
步驟4b：選定科目，勇往直前。
思考完這幾個步驟後，相信你在選科路上已成

功在望了。
■資料提供：EF Education First

（英孚教育）

網站：http://www.ef.com.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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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以興趣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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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科學
研究是一段漫長的道路，也是一段傳
承的歷程。今屆邵逸夫生命科學與醫
學獎3位得主，承繼了前人對果蠅基因
變異的研究，揭示當中操控晝夜節律
的分子機制，開拓出研究「生物時鐘」
的新領域；至今3人都已年逾60歲，亦
正準備交棒予下一代，他們所屬的實
驗室均有將研究生或科研人員現其成
果進一步發展，剖析睡眠與衰老、晝
夜節奏對健康影響等更對人類生活更
切身議題。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故的遺傳學家
西摩．本澤開始㠥手研究果蠅，他發
現把果蠅的基因變異，便可把其生物

時鐘調快、調慢、甚至關掉，這發現
雖重大，卻一直未有科學家能解開生
物時鐘到底如何運作。至上世紀80年
代，霍爾、羅斯巴殊和楊3人承接了他
的研究，針對基因變異的果蠅進行了
一系列實驗，發現只要改變果蠅的

「周期基因」，便可控制其晝夜節奏。

霍爾功成身退 盼研究有突破

參與研究半生，現68歲已退休的霍爾
坦言自己已功成身退，「進一步的研
究就交由下一代負責」，目前羅斯巴殊
和楊的實驗室，新一代的科研人員都
正努力繼承有關成果，希望於晝夜節
奏及健康相關研究上作進一步突破。

研果蠅基因 揭「時差」規律
■邵逸夫生

命科學與醫

學獎三位得

主，左起：

邁 克 爾 ．

楊 ， 傑 弗

理．霍爾和

邁克爾．羅

斯巴殊。

黃偉邦 攝

■羅湖港人子弟學校為深圳招收港生規模最大的學校，已經納入香港升中派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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