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匯通識匯通識》》
應試小冊面世

由《文匯報》教育版、發行
中心聯合精心打造的最新一期
《5**匯通識》現已出版，內
容精選多個跨單元的熱門議
題，並將不同議題劃分為
「恆常」和「摘星」兩大類
別，每個議題均配備「背景
分析」、「綜觀影響」、
「多角度觀點」、「正反兩
面睇」等四大基礎部分，
協助考生全面掌握每個議
題，同時增添「知識增

益」、「概念解構」及「腦
圖」等三大進階部分，為考生鞏固所學知識之
餘，更能整理思維，查漏補缺。
《5**匯通識》特設有「模擬試題」及「答題指

引」，參照考評局的出卷模式來設計試題資料及
問題，提供考生一個體驗公開試的熱身機會。另
外，針對常見的考生答題癥結，「答題指引」則
會教導考生如何建構答案布局，提升答題技巧，
逐一為學生掃除答題障礙。
《5**匯通識》是專門為師生們提供全面的通

識參考資料，配合老師們作課堂的選取材料使
用，適合學生們作課外考試練習使用。樣本數量
有限，歡迎師生們索取，詳情查詢請致電：
2871 5361。如欲索取樣本，煩請將所屬機構名
稱、收件人姓名、聯繫電話及郵寄地址電郵至
matchsec@wenweipo.com。

醫科法律環商收生海外學歷比例高 港大中大：擇優取錄

港生「捷徑」升大
佔領「王牌」學科

幼園「一人一位」 吳克儉盼4月前敲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新高中
學制推行至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企會財)，一直被批評內容太多，教育局
及考評局日前提出5個中期檢討方案，
其中建議保留「企會財」一科及新增另
一商科，又或分拆現有課程成為不同科
目，預計最快 2017 學年至 2018 學年推
行。當局昨日舉行簡介會解釋方案，會
上有教師認為直接拆兩科較理想，並可
提早一年實施。

簡介會解釋檢討方案
當局昨日舉行「企會財」簡介會，解釋

日前發放的問卷結果及5個中期檢討方案。
據了解，昨日約有150名學校科目代表出
席，由該科委員會主席黃熾森在場解答業
界的問題。就保留「企會財」並額外新設
商科的方案。有份出席活動的「企會財」
課程關注組召集人麥肇輝表示，擔心現有
「企會財」課程維持不變，同時新增科目
又未有足夠的監管和討論，令課程「亂七
八糟」且又廣又寬，故不支持此建議。

如還原舊制容易配合
他表示，將「企會財」現行課程直接分

拆成兩科，猶如「還原」舊學制下的會計
和商業兩科，做法較為可行。他相信藉着
舊學制商科課程的經驗，教材和教師也能
夠配合。他又認為，當局預計最快2017學
年至2018學年實行拆科太遲，建議提早一
年於2016學年推行。
會上亦有討論另外3個方案，包括調整
必修部分佔分比例、將選修部分分開評級
及不改課程。麥肇輝引述當局指，會繼續
就優化「企會財」一科收集意見，但不能
保證最後方案能滿足所有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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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馮晉研）全港幼稚
園將於2015/16學年推行「一人一位」措施，教育局
昨與業界討論有關安排。有業界人士指，非學券幼稚
園並不強制規定參與新措施，如參與的學校不多，家
長仍可一人霸多位，削弱措施成效；就有人擔心無限
派表的可行性，業界則以縮短收表期應對，藉以控制
報讀人數及減少行政壓力。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於昨日
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期望3月至4
月敲定細節，在5月至6月可公布具體方案。

郭楚翹：料紓霸位情況
教育局昨與幼稚園業界開會，討論「一人一位」

措施，十八區幼稚園校長會約有30名代表出席。大
埔及北區幼兒教育校長會主席郭楚翹表示，使用
「學券留位」能夠避免一人霸多位，業界普遍支
持；另由於當局未有強制非學券的幼稚園參與計
劃，這類學校亦可自行選擇是否用註冊信確認學
位，確保學生不會多佔學位。如果多數非學券幼稚
園不支持措施，她指一人霸多位的情況也會發生，
但相信不會太嚴重。
郭楚翹又表示，會上有校長憂慮無限派表對學校造
成行政壓力，但經討論後，業界認為學校可以為收表
設定限期，再配合局方加強家長教育和宣傳新措施，
說服家長找一所合適的學校，屆時報讀多所學校的情
況減少，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另當局稍後將舉行簡介
會，介紹幼稚園加費申請的詳情。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昨討論15年免費教育的進
展及幼稚園收生安排等議題。吳克儉表示，業界對去
年北區及大埔推行「一人一位」的收生措施反應正

面，會繼續與業界保持溝通，改善收生程序。

盼2017年納免費教育
有議員問及15年免費教育的落實時間表，吳克儉
回應指，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去年提交局方的進度
報告中建議，於2015年提交最終報告前，就5個範疇
推行短期支援措施，包括為幼稚園及家長提供額外資
助、加強培訓幼稚園校長和教師、改善幼稚園收生安

排等，「落實要經歷公開諮詢、相關意見整合等，希
望可於2017年做到，不過仍要視乎實際的情況」。
有議員認為「長全日制幼稚園」模式可減輕雙職家

長的負擔，問及政府會否提供資助。吳克儉表示，委
員會已有工作小組研究這類幼稚園，包括校內人手及
資源的分配等，其餘師資培訓、租金、教學等問題仍
需聽取業界的意見，局方期望委員會可於2015年提
出相關建議。

以IB或GCE成績申請本港各大學
的港生，部分為高中時期於外

地留學，亦有部分在本港國際學校或
直資學校就讀有關課程，家庭經濟條
件一般較佳。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
會上，教育局首次提交不同院校課程
經大學聯招、持海外學歷港生及非本
地生等方式入學的人數及百分比，其
中於2012/13雙軌年，多所大學的
「王牌」學科都於三年制課程取錄大
量海外學歷港生，如香港大學建築、
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法學課程，以
及中文大學的建築、法學課程，IB或
GCE港生比率均超過三成，而中大計
量財務、港大醫科及城大法律，有關
比率亦達25%至28%。
雖然各院校普遍有共識，於2012/13

年雙軌年的四年制課程較集中取錄文憑
試聯招考生，但多個醫科、法律等「王
牌」科，IB或GCE港生比率仍然較高，
達16%至25%不等（見表）。

教局：非聯招生未見着數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指，上述
學科均受港生追捧，惟不少學額被非
聯招佔去，他引述有中學校長擔心，
大學或傾向取錄以海外學歷申請者，

影響本地文憑試學生機會，「有無方
法可令收生更為公平？確立合理的收
生水平？」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則回
應指，八大院校有高度收生自主，個
別科目聯招及非聯招收生數目不均，
局方不易干預，而目前當局也未見大
學對非聯招生有優待。

有學科收七成非本地生
非本地生方面，現時收生上限為總

核准學額的20%，而據當局提供資
料，部分大學課程比率遠高於20%水
平，個別更高達六成至七成。如港大
工程科學（四年制），總收生25人但
有達72%（18人）為非本地生，而中
大中國研究三年制課程取錄13人，但
有9人屬非本地，比率亦近七成。
對於聯招及非聯招收生情況，港大

及中大都強調，校方是以擇優取錄為
原則。港大發言人補充，該校非聯招
生入學競爭，遠比聯招要大，以
2013/14學年為例，聯招生Band A申
請平均3人爭1位，而非聯招本地生
約11人爭1位，非本地生更達29人爭
1位。中大則表示，非本地生主要以
核准學額以外超收取錄，不會對本地
學生構成直接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高鈺）近年越來越多本港學生

透過 IB國際文憑或GCE英國高考等海外學歷，透過非聯招

（Non-JUPAS）報讀八大院校，被視為繞過本地文憑試的升大

學「捷徑」。由於就讀及報考IB或GCE均所費不菲，引起有關

入學公平的爭議。教育局昨首次披露各大學不同課程取錄IB及

GCE等海外學歷的港生比例，多個廣受歡迎的大學「王牌」學

科，包括建築、法律、環球商業、醫科等，IB及GCE學生比率

均達25%，甚至超過三成，屬全港最高，對文憑試考生來說，

大學課程無疑「越受歡迎，越遭蠶食」。有議員認為，局方須

考慮如何提升合理的收生模式，使其更為公平。

2012/13年各大學取錄IB/GCE學歷港生比率較高課程
院校 課程 IB/GCE學歷港生佔總收生比例
港大 建築學（三年制） 34.8%
港大 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三年制） 34.5%
港大 法學（三年制） 32.3%
中大 建築學（三年制） 31.9%
中大 法學（三年制） 30.3%
中大 計量財務學（三年制） 28.2%
港大 醫科（三年制） 27.3%
城大 法律學（三年制） 25.8%
港大 建築學（四年制） 25.4%
港大 生物醫學（四年制） 25%
港大 醫科（四年制） 21.1%
中大 醫學（四年制） 20%
中大 法學（四年制） 18%
城大 法律學（四年制） 16%

資料來源：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文件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港大的「王牌」學科，如建築、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等，於雙軌年取錄大量持海
外學歷港生。圖為港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物理系：
收生試統一用英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中文大學物理
系於上周六舉行博士生入學考試，有考生於網上投訴
中大以簡體字出卷，令港生未能看懂題目。學系昨日
表示有關安排確有疏忽之處，向受影響考生道歉，又
表示會安排一次全英文題目考試，讓受影響考生自願
參加，而以後的筆試和面試均統一用英語進行。
中大物理系上周六在香港和深圳兩地同時舉行博士

生入學考試，其中在香港考場有8名考生參加。校方
解釋，出現上述問題，是由於早年本地考生大多提供
GRE（國際研究生入學試）成績而毋須考試，應試的
學生幾乎全為內地考生，而今年的考試中首次有多名
本地考生，中大物理系沒有即時意識當中可能產生的
語言問題，因而未有提供全英文試卷；在考試現場亦
因為人手安排及溝通上的問題，未有適切回應及處理
考生的要求。

舉行會議聽學生意見
中大物理系表示，將即時採取3項措施，包括於本
周內安排一次全英文題目考試，受影響考生可自願參
加；舉行師生會議，向考生、學生代表進一步說明情
況，聽取學生的意見；日後所有收生考試將統一使用
英語。

嘉欣：「支筆係我㗎，快啲
還返畀我！」

小宜：「我唔還呀，你話借
比我㗎！」

嘉欣：「有冇搞錯呀！你無
口齒！」

這是一段小三學生的對話，兩位同學因借筆而不
和，情況在日常學校生活中很常見，而問題是校方可
以怎樣解決這難題。嘉欣最後尋求了校內五年級的朋
輩調解員的協助，順利將問題化解，解決的方法絕對
不是成年人可以想像的。
調解員首先介紹甚麼是調解，定下了一些調解規

則，然後嘗試了解小宜和嘉欣的要求和需要，平靜他
們的情緒；再協助他們找出共同關心的問題，從而在
調解員的介入下，一起尋找解決方法，最後出乎意料
之外，小宜答應立即將筆交回嘉欣，而嘉欣則將筆上

的其中一粒「閃石」送給小宜。
原來，小宜十分喜歡筆上的閃石，而不是刻意搶走

那支筆，嘉欣後來也明白這一點，並願意完成小宜這
個願望，事情便順利解決了。「朋輩調解」不只能令
受訓的調解員在知識及技巧上有所提升，也能減輕老
師的工作量，協助處理一些簡單的衝突，當衝突還在
最初階段獲得解決，便有助建立和諧校園。

建和諧校園 減老師工作量
曾有一項本地調查發現，同學間的衝突有年輕化趨

勢，由小四開始已有衝突發生，高峰期會在小六至中
一；若能及早介入，並將和平解決衝突的態度盡早植
根小學生的心中，有助預防問題發生。調查也顯示，
同學不抗拒透過朋輩調解員解決紛爭，也正因為是同
輩，朋輩調解的好處，是避免衝突所帶來的不良影
響，同學可學習以理性、和平方法解決衝突，締造雙

贏局面和培養互相尊重的精神。在小學裡，小四的同
學已可以由老師挑選後接受調解訓練，掌握調解技
巧，即可有效地及公平地協助處理校內的朋輩衝突。

中立守秘密 要求彼此尊重
朋輩調解員也在校內籌辦各種活動，以推動和平教

育。小小調解員也會堅守成年人做調解的基本規則，
維持中立和持守保密原則，並且要求衝突雙方必須自
願參與、彼此尊重。
希望小宜和嘉欣的大團圓結局能在更多小學中發

生，使我們的孩子早日接受和平教育，讓和平的種籽
早日播在他們心裡，讓我們有着更和諧的校園。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李慧芬

查詢電話：2419 7830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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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調解 小事化無

▲郭楚翹指，業界提出縮短
收表限期，藉以控制報讀人
數及減少無限派表下衍生的
行政壓力。 馮晉研 攝

▶業界擔心學券以外的幼稚園
不支持「一人一位」措施，一
人霸多個學位的情況有可能持
續。圖為家長為子女排隊申請
報讀幼稚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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