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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生爆粗辱師
沈祖堯痛心促道歉

教院正名 張仁良：馬年入直路

A25 文匯教育新聞透視眼 ■責任編輯：吳欣欣 2014年2月14日（星期五）

教
職
博
覽

多
企
業
招
聘
中
學
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最新的施政
報告在教育方面強調職業教育，昨日起一連4日
舉行的「第24屆香港貿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中，就有760家來自18個國家和地區的教育機
構、專業學會、政府部門及其他公司等參展，提
供升學和就業資訊。有到場搜集資料的社工表
示，現時中六生的出路多，但中三就輟學的學生
則甚少選擇，認為政府若發展職業教育，可多關
注中三學歷或以下者的出路。
展覽除有多個本地及外地的升學機構外，也有

不少職業教育相關的教育機構參展，範疇涵蓋酒
店、美容、婚宴管理、航空服務等。此外，也有
不少公司向剛畢業的中學生招手，其中香港飛機
工程有限公司的人事經理（招聘）陳韻玲表示，
現時航空業不斷發展，其公司一直在招聘人手，
「去年我們就請了約500人，今年再有550個空
缺」。面對相關人才缺乏，陳韻玲表示，其公司
已透過不同渠道，包括向職訓學校作招聘。
就讀中五的蘇同學表示，預計文憑試成績約為

5科2級，於是昨日在老師帶隊下到場了解現時
有哪些流行工種。她指對酒店、化妝等較有興
趣，相信之後亦會修讀相關課程，以便入行。

中三生出路少 社工促政府關注
社工關先生和黃小姐昨日拖着2個大行李箱到

現場搜集升學和就業資料，他們表示，就現場所
見，大會提供予中六生的出路很多，但中三就輟
學的學生選擇就很少，認為政府若有意推動職業教
育，可多關注這些學生的出路，讓他們可透過學習
有更多工作選擇。 （其他相關新聞刊A26版）

理大：副校「炒魷」合法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理工大學日前罕有地即時終

止聘用涉嫌漏報校外有薪工作的前副校長徐林倩麗，當事人
連日透過傳媒反擊，指斥校方賬目混亂、處理手法不公平
等。理大前晚深夜回應指，大學是詳細考慮獨立調查小組的
報告後，才作出終止聘用的決定，徐林倩麗有關其終止聘用
的說法或揣測均屬虛構，而校方在處理事件的整個過程，一
直有聽取法律意見，確保程序合法合理。
徐林倩麗早前發出聲明，指理大所成立的調查小組，基於

有錯誤的內部審計報告作調查，但理大發言人回應指，獨立
調查小組是就過去涉及徐的個案，重新進行調查，並非依據
內部審計報告而作結論和建議。而小組進行的調查工作長達
一年，所作的結論有根有據。
校方又指，徐就理大內部審計報告以及對某同事的投訴仍

在處理當中，但那與獨立調查小組完全分開，絕對不會影響
獨立小組進行的調查。而若證實徐的投訴成立，校方也會正
視及作出適當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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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蒙特梭利國際學
校（IMS）天后分校的租約將於7月屆滿，校方
現正與業權人香港建造商會討論續約事宜。由該
校家長組成的「天后分校家長會關注組」昨到政
府總部請願，要求教育局介入協助學校取得長期
租約，讓350名學生原校繼續學習。局長吳克儉
回應時強調，非常關注事件可能對學生造成的影
響，但有關校舍是學校與商會雙方以「私人協
議」作「短期」租用，政府無權強迫任何一方簽
約，惟商會亦有責任盡早及預留足夠時間通知學
校其最終決定，亦不可將土地改作非教育用途，
否則政府有權把土地收回。

吳克儉願助IMS找臨時校舍
吳克儉指出，希望商會及學校雙方能夠早日達
到共識。他提醒商會有責任預留足夠時間通知校
方其最終決定，亦期望家長、學生了解有關私人
短期約的安排；如有需要教育局會盡力向IMS
提供協助尋找臨時校舍，確保學生可繼續上課。
他又表示，政府去年透過公開公平機制向IMS
分配一所可提供750學額的赤柱永久校舍，當時
已經考慮到其天后校舍並非永久校舍。
香港建造商會昨發表聲明，指早於有關校址租
期屆滿前兩年，即2012年7月31日已書面通知
學校租約屆滿後將會終止，以便學校有充足時間
安排；而至上月23日，商會收到學校正式通知
要求續約，現正在考慮中。商會在此期間會繼續
履行現有租約，並與承租人保持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香
港中學議會及十八區中學校長會昨
舉行聯席會議，商討中學適齡學童
人口下降問題，340名中學校長出
席。中學校長會主席李雪英會後
指，已經向教育局提出多個方案，
包括按區本情況，加大減派力度，
期望短期內有具體措施。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昨日再次強調，中一學生
人口下跌是過渡性問題，在學界的
努力下，去年只縮減12班，較個別
人士預計的逾百班少。
李雪英則表示，去年學界向政府

提出「321」每班學生人數逐年減派
的方案，但最後變成「211」，希望
當局未來可以加大全港及區本減派
力度。她指出，由於部分地區人口
下跌的幅度較大，未來又回升，校
長會會繼續與當局商討，預計3月至
4月再與當局討論應對方法。
津貼中學校長會主席林日豐會後

表示，學界面對中一人口下降是不
爭事實，教育局計劃不周詳，學界
會繼續溝通和進行專業討論，並聽
取各區校長意見，期望在7月完成派

位後，能在全港推行新的措施，處
理相關問題。

去年僅縮12班比預期少
吳克儉昨早出席公開活動時表

示，為穩定教師團體和學校，前年
推出「保教師、保學校、保實力」
措施時，已考慮到中學人口下跌的
情況，強調這屬過渡性問題，當局
無殺校政策，而多出的老師可騰出
空間進修。
吳克儉又指，在學界的合作下，

去年最終只縮減12班，可見措施成
效。就學界曾提出不以每班2個「叩
門位」取錄校外生，減少派位後的
學生流失，他指需要了解家長和學
生意見。
教育局透過「政策正面睇」文

章，指據初步資料，各持份者對「叩
門」意見紛紜，當局仍要研究可行
性，平衡各持份者關注和需要。
在整個學位安排中，家長和學生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持份者角色，會
繼續與業界討論，希望做出最平衡
的安排。

340中學校長促加大「減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學界近年不時有質
疑，指香港教育學院「出產」的準教師英語水平不
濟。針對有關情況，校長張仁良表示，有意將用英語
為教學語言的課程提升至八成，並於新學年起，聘用
外籍舍堂導師，營造英語環境，幫助學生學好英文，
並期望畢業生日後能用中英兩種語言教學。另該校一
直爭取正名大學，張指進度如「馬年入直路」，有信
心獲支持，預計5年內成事。

已擁大學實力 心信5年內成事
教院昨日舉行傳媒茶敍，約10名管理層與傳媒分
享學校未來發展大計。上任校長半年的張仁良表示，
教院已具備大學的實力，形容正名成為大學猶如「馬
年入直路」，有信心5年內成事。目前教院擁有教育
類學科的自評資格，今年4月將向學評局申請非教育
領域的學科自我評審資格，預計年底或明年初通過。
屆時再交由大學資助委員會進行「機構評審」，審核
教院各方面是否符合大學水平後，即可向政府提出升

格大學的申請。

招國際舍堂導師
提學生英語能力

張仁良又指，該校新學年將
推行「國際舍堂導師計劃」，
會聘請十多名外國大學畢業生
擔任學生舍堂導師，加強校園
英語語境，從而提升學生英語
水平。
曾到法國留學的他，即場分

享學習語言的經歷，他指，曾
試過有學生因病求診，卻不懂
用法語跟當地醫生溝通，唯有查字典學說「流鼻涕」
的讀音。他笑言，讓學生「困獸鬥」學習語文，自然
會進步。他又指，期望教院畢業生能夠活用兩文三語
教學，為配合目標，學校計劃將用英語作為授課語言
的課程比例，提高至八成。

就施政報告提出加強對非華語學生的支援，張仁良
表示，正考慮設計以廣東話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師培訓
課程，現正研究課程模式，視乎市場需要，有可能開
辦兩年全日制自資碩士課程或者是本科課程。有關計
劃有待與政府商討。

沈祖堯周二在其校長網誌撰寫一篇題為「尊師重
道值得嗎？」文章，內容指最近中大一名任教

近17年的英語導師，在將近退休之際，收到一份學
生在課程結束前填寫的「學科與教學評鑑」，並發現
學生於意見欄用英文寫下粗言穢語。

導師批評 行徑惡意懦弱
該名導師寫道：「我對每個學生莫不視如己出……
這名學生的匿名評語，實為惡意且懦弱的行徑，令我
傷心不已。任何教師都不應受到這種下流猥褻的言詞
所冒犯。」沈祖堯對此深表認同。
沈祖堯也直言不知道事情始末，也不知道該導師教學
是好是差，也無意追究事件，但他強調自己學生時代也

領教過無聊、刻薄、粗魯的差勁老師，惟要對其出語侮
辱「連想也不敢想」。他不理解該學生為何要如此惡毒
粗鄙，就算純粹想開玩笑卻也絕不好笑，而所有的情況
「統統不是一個讀書人可以出語傷人的理由」。

校長感慨 上課不受尊重
對事件折射出的師生關係，沈祖堯直言痛心，又有

感而發慨嘆在當今教育體制產業化下，學校及學生已
分別變成「供應商」及「顧客」，由於學校意見評價
被視為量度「優質教育」的指標，學校老師要討好
「顧客」以贏得聲譽和更多資助，惟在投訴有增無減
的同時，學生對課堂卻越見欠尊重。
他引述自身經歷指，「有學生上我的課遲到，還手

持飲料大搖大擺進場。試過有學生堂上講電話，迫使
我停止講課」。很多老師為免影響「評分」，對此等
現象不置一詞，寧願躲回辦公室或實驗室潛心研究，
而學生也因老師的冷漠而愈發不高興，導致惡性循
環，如此實非學府之福。

何漢權：劣質文化遺禍
教評會副主席何漢權回應指，社會對大學生投資龐

大且抱有高度期望，「有負面評論可理性反映，為何
要人身攻擊，用粗言穢語？」他質疑社會的劣質文化
令很多學生耳濡目染，「早前有大學講師公開支持講
粗口，傳媒加以渲染下，很多學生一併受影響」，認
為社會應作反思，同時宣揚「道歉文化」。

胡少偉：增溝通減摩擦
教聯會副主席、教院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助理
教授胡少偉則表示，雖無明文規定禁止大學生對老師
粗口相向，但此行為亦反映有關學生的道德及個人操
守問題。而對師生關係，他指現今大學生受網絡文化
影響，有別以往會專注課堂，「他們認為上課可一心
多用，同時使用手機、電腦、與同學聊天等」，建議
師生增加溝通，互相包容以減少摩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尊師重道是自古以來應有的傳統美德，但當今有大學

生非但未有付諸實行，反而於進行課程評估時，借機侮辱老師。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近

日在網誌透露，接獲大學英語導師投訴，有學生於填寫課程評估表的意見欄內，以英文

寫下粗言穢語，對於學生「惡意且懦弱的行徑」，該導師坦言「傷心不已」。沈祖堯亦

慨嘆，在教育產業化風氣下學生變成「顧客」，身為讀書人卻以惡毒粗鄙言語傷害老

師，師生關係退化如此令他感痛心，呼籲該學生主動向有關導師道歉。

■沈祖堯認為學生應對老師表示尊重。
資料圖片

■一名中大英語導師被學生在匿名評語中
以粗言穢語侮辱。圖為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社工關先生和黃小姐昨日拖着
2個大行李箱到現場搜集升學和
就業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蘇同學昨日到教育
及職業博覽了解現時
有哪些流行工種。

莫雪芝 攝

■李雪英希望當局加大全
港及區本減派力度。

馮晉研 攝

■林日豐表示，教育局和
政府處理中一人口下降計
劃不周詳。 馮晉研 攝

■張仁良分發湯丸予傳媒張仁良分發湯丸予傳媒，，並並
分享學校未來發展計劃分享學校未來發展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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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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