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融合教策欠支援似「地獄」轉戰寶島如回「人間」

學障兄弟台升大
「不是讀不到，要慢慢讀」

同患讀障母 成SEN界「補習天王」
大家可能會認為，有讀寫障礙的人幾乎可以和「不是讀書

材料」劃上等號，但與兒子同屬讀寫障礙的劉太，卻原來是
SEN界的「補習名師」。她雖然同樣不擅英文，但於數學和
普通話方面則有一定底子；另也由於深知SEN學生的需要，
再加上教導2個兒子的經驗，所以她更成為「SEN教學專家」。

「我曾經有學生，在全級120人中，數學考全級60名，我教完之
後，就考到20名。」她得意又欣喜地說道。

興趣班價貴 慳錢親「下場」
劉太之所以會替人補習，一開始其實只是為了自己家庭所

需。由於坊間普通話的興趣班費用頗高，曾到台灣讀書的劉太
為了「學以致用」以及節省金錢，就自己教2個兒子普通話，
另外還有自己較為擅長的數學。其後有家長知道她「會教
書」，就把自己的SEN子女送去補習，除了讀寫障礙，還教過
自閉症的學生。
一般而言，SEN學生都需要更多支援，無奈多數的人都不懂

得該如何輔導，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SEN學生的學習，就像
是一個「惡性循環」。劉太表示︰「學校老師很難照顧到他
們。他們一落後，自己也沒有太大學習的意慾。」於是，SEN
學生往往成為「邊緣學生」，學校鑑於留班對提升SEN生的成
績沒有作用，會讓他們照樣升班，於是學習的內容難度更高，
學生就落後更多。

老師耐心關心 SEN生也做得到
「不過，只要老師有耐心，肯定他們的努力，他們也可以讀

得好。」劉太表示，曾有無心向學的自閉症學生，由於收到她
一張貼紙的小獎勵，第二天竟然自發做練習，連其父母都感到
驚訝，「雖然如此，這樣的補習只是幫他們加一加油，之後一
回到正常課堂（動力）還是很快耗盡」。 ■記者 歐陽文倩

獻力母校40載 韋永庚：港大無壞人樹仁大學屹立於寶馬山上，
每年春季，乍暖還寒，有時更
會瀰漫着一片春霧；大學在霧
海之中若隱若現，白霧茫茫，

若獨個兒走在慧翠道上，偶爾也感到茫然。今年三月，
慧翠道往昔如年，時而薄薄春霧，時而如絲細雨；但一
路走來卻顯得格外淒迷。因為我們的鍾校長離去了。

政府促改制 鍾校長堅持
跟樹仁結緣於1988年，那年我入讀了樹仁學院新聞
系。記憶所及，當時政府正要求樹仁把大學四年制改為
三年制。但是，鍾校長堅持四年制才是大學體制，我們
自然認同鍾校長的看法，那些年我們曾浩浩蕩蕩參加過
反對四改三的遊行。往事歷歷在目，驀然回首，已是二
十多個年頭。
我們對鍾校長的印象，乃凡事親力親為，視校務為己
任。她是一位務實見幹勁的校長，也是一位親和的長
輩。若在校園某個角落遇上她，我們跟她點頭問好，她
也會點頭示意。每次看見她，總有事忙，好不辛苦，但
也幹勁過人；因此，偶然看到她的身影，總感覺到教育
事業不易為，春風化雨，確是百年樹人。

鼓勵學生走出課堂
她對學生活動素來支持，鼓勵我們走出課堂，參與不
同的活動；我經常在圖書館中遇上她，她十分關心圖書
館的置書安排，畢竟圖書館是一所大學的腦中樞，今天
大學圖書館跟當年比較，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猶見當
年，如今的規模已是得來不易。
相信過去不少樹仁同學跟我一樣，完成四年學業，畢
業後順理成章地投身相關行業。我修讀新聞學系，其後
能在媒體行業工作，機會還是因樹仁之名，至少樹仁提
供了可貴的人脈關係，一代又一代的師兄師姐，在職場

上指點迷津，功不可沒。但是，說來說去，還是鍾校長的恩澤，
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讀書的機會，以及一個可貴的職場機會。

學術評審滿信心 囑大家平常心
十多年前，當時的樹仁學院各學系先後參與學術評審，我有幸
參與其中，當時鍾校長跟我們說，她是信心滿滿的，但亦寄語我
們，不要背上沉重的壓力，大家盡力而為，學院自有其發展軌
跡，平常心才是上策。但真正承受着壓力的，其實是她自己。今
天，各系不但頒發學位，學院亦正名為大學，回首從創校至今，
悠悠逾四十載，成就不易，鍾校長當然居功至偉，其成就也是香
港高等教育的一個里程碑。
從樹仁學院到今天的樹仁大學，這所學府能夠發展下來，鍾校
長作為旗手，一直是引路明燈。縱然凄風濃霧中，仍能螢光走
路。鍾校長離去了，我們作為後輩和舊生，不可忘情之餘，也得
盡其綿力以做好本分。追遠之心，沒齒難忘。

■1992年畢業生．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林援森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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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香港大學昨
日舉行長期服務獎頒授典禮，由校長徐立之頒
授獎項，以表揚411位服務港大15年或以上的
員工，當中包括在港大畢業、在港大任職40
年的教務長韋永庚。他指早年曾被其他院校
「挖角」，最後因不捨得母校，遂打消離職念
頭；明年年屆65歲的他退休在即，他笑言最
難忘的就是一眾相處融洽的同事，同時亦不忘
多謝港大「幫我養妻活兒」。

難忘母校感情 回絕他校「挖角」
當徐立之頒授獎項予韋永庚時，全場歡呼拍

掌，不少在場的嘉賓更站立起來，感謝韋永庚
對港大40年的貢獻。韋由1972年在港大畢業
後，曾分別於紗廠及銀行工作半年，後到港大
工作。這40年間，他指最難忘一眾友好的同
事，「港大沒有壞人，個個都是好人，只是有
些人較好，有些無咁好」。正因對母校感情深
厚，就算有院校欲「挖角」，他都最終亦回絕
了。
他又分享了任內的一些小故事，例如早年有

內地生到港大面試，他發現有學生的筆試成績
非常高分，但口試卻無法流暢表達，令他大感
詫異。經查證後，他發現該名來自內地農村學
校的學生，因學校未有教授英語口語，學生只
能死記硬背詞語及文法。港大擔心該學生無法
跟上學習進度，未有取錄。另亦有家長向他哭
訴女兒無被港大取錄，擾攘一輪後，卻發現該
女生根本無報讀港大，令他啼笑皆非。
談及工作上曾遇上的困難，他指「八一八事
件」令他上了寶貴的一課，雖然事件反映校方
的政治敏感度不足，但學校並無做錯，只是在
安排上有改善的地方，對他而言亦不算是遺
憾。他又透露，明年退休後，會休息一段時
間，再考慮做義工或到其他機構工作。

周偉立做舍監 教學生揀女友
至於1992年加入港大的學生事務長周偉立
則獲15年長期服務獎，他稱最難忘的是擔任
了10年舍監，與宿舍內 110位學生打成一
片。他笑指，有學生失戀或「揀」女朋友有
困難都會向他請教，相處過程充滿歡笑聲。
周偉立亦兼任港大心理學系副教授，他指懷
念以往教書、研究的日子，不過以前的實驗
室現已拆卸，即使重返教書行列也需籌備一
段時間。

編者的話
去 年 文 憑

試，曾芷君跨
越 視 覺 、 聽

覺、觸覺障礙，用嘴唇「吻」出3
科5**級佳績，說明特殊學習需要
（SEN）學生也能發揮所長，故事
震撼每個香港人。

然而芷君的例子畢竟是極少數，在
本地教育制度的條條框框、各項支援
的斷斷續續中，每年都有不少SEN學
生，縱使用心讀書，仍陷於困境中難
有成就；老師背負沉重工作，想盡
力教導卻未能全身投入。

本報將一連3集，從SEN學生的
學習歷程、前線融合教育老師實
況、SEN學生成績分析等，將他們
面對的問題一一帶出，讓大家看
見，香港除了有自強自立的芷君之
外，還有很多很多需要我們關注的
SEN學生。

回憶一直以來的學習歷程，建勛表示，從小學起已發現
英文特別「無天份」，「大約四年級開始，我就會在

測驗考試前，天天都用一整個下午去做英文練習，但最後
都不合格，只考到40分、50分。後來就沒有再溫習，因為
知道讀下去都沒有用」。

英文讀寫障礙 生字難入腦
直至後來劉媽媽帶他做評估，才發現他有SLD，是讀寫障
礙的一種。要將一個詞語記入腦海已經不易，面對一篇英文
文章，建勛覺得大難臨頭，「像『Apple』是蘋果，我當然知
道，但連成一篇文章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很難理解。其實我
慢慢學是可以學會的，但真的要比別人花上幾倍時間」。
他們曾經尋求過不同幫助，到過大學舉辦的改善學習和

人際技巧課程，也去過教育局的免費課堂。劉太苦笑表
示，前者太貴，自己無力負擔；後者一天才教幾個字，去
了也沒有用。

列特殊學需 老師無支援
雖然SLD於2002年被納入為特殊學習需要（SEN,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內，教育當局會就此為學校提供相關融
合教育資助，但建勛的學習生活並無大改變，他表示，中學
時老師並沒作特別支援。無論英文成績如何也能一直升班，
到最後因會考成績不理想而離校，只能自己想出路。

其後建勛讀過毅進課程，但感覺和中學的情況差不多；
又讀過職訓局的中專文憑課程，雖然獲較多支援，但他心
底依然想有着「大學夢」。於是他再重讀中學，更成功考
上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國術系，現在已畢業。雖然建勛在
台灣獲評估為「一般學生」，未獲額外支援，但當地大學
英文科並不採劃一標準，而是設有4個層次讓學生按能力
修讀，英文亦因此不再是他的障礙。

資優弟不擅英文 嘆「此處不留人」
弟弟建城比他幸運，雖然同樣不擅英文，但邏輯方面卻

屬資優。考過2次會考，用英文考數學，只有D；用中文
考，就有B。用英文考地理，只有U；用中文考，就有D。
劉媽媽無奈指︰「可見他不是沒能力，只是用英文才做不
到，但我們是否因為他英文一科去否定他呢？」但殘酷的
現實是，香港確是「此處不留人」，建城最終也是到了台
灣，才能升讀大學，現於中央大學修讀大氣科學系。由於
建城在台灣取得SEN學生資格，其待遇獲大大提升，上課
可以錄音、有人幫忙抄筆記、考試有特別安排（見另
稿），這些都是香港難得一見的支援。
「如果跟香港這一套，我一定不能讀大學。」建勛明白，

作為SEN學生，學習上就是會遇到困難，「我並不是要求它
調低門檻、降低成績要求讓我們進去，我們需要的是學習、
發揮的空間，但在香港沒有這樣的空間給我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英文，是香港學生都要面對
的第二語言，但對於有着特殊學
習障礙（SLD）的劉建勛及劉建
城兄弟而言，它是學習的「減速
魔咒」，總要讓他們多花幾倍時
間和心力，才可取得一般人成
果。在香港欠缺足夠支援的融合
教育政策及制度下，他們雖可升
班，卻難以再進一步，公開試及
大學的門檻更是他們跨不過的一
道牆。環境轉換至台灣，「地
獄」亦瞬間變成「人間」，在這
裡，他們有着各式各樣的支援，
可以升讀大學，發展所長。建勛
表示︰「我們不是讀不到書，只
是我們要慢慢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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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缺法例欠指引 無機會展所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融合教育在香港推行十多年，
雖然本港有學習支援津貼，卻未能像台灣般有一套完整的法例、
有指定的規則去做教學安排，再加上部分社會人士的目光，更令
這些SEN學生前路難行。劉太及建勛無奈表示︰「每個人都應該
有可以學習的機會，不一定要讀大學，但要讓我們有機會發展自
己的專長，但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如何走這條路。」

障礙看不見 容易被忽略
說起融合教育，作為特殊學習障礙協會倡議小組召集人的劉太

坦言香港和台灣大有不同。劉太指，台灣有《特殊教育法》及《身
心障礙保護法》去保障SEN學生的權益，香港則無此法例，故缺
乏「個別教育計劃」此類支援。此外，不同於肢體殘障、視障和
聽障，讀寫障礙、情緒問題是「看不見的障礙」，劉太坦言，這
亦令他們容易被忽略。
建勛亦表示，像他這類的SEN學生只是學習有困難，並不等

於能力不達標，國術系畢業的建勛，就有着「C級國術教練
證」的資歷，「我有朋友一樣英文有障礙，但他現在跟外國人
做事，亦沒有問題。另一個有讀寫障礙的朋友，還在美國讀
書，做了學生會會長。」

「為何教育模式不能更彈性?」
劉太反問為何香港的教育模式不能更有彈性，「其實像我兒

子這類型只是英文不好的，即使學校要讓他升班，為何不能讓
他們『走班房』，英文科與低一兩個年級的同學一起上課？這
樣起碼他們能學到適合自己程度的東西」。現時香港少數族裔
生可於較易的GCE中文科考試，劉太亦期望，SEN學生亦可有
類似待遇，以免他們只因某方面不達標而被拒諸升學門外。

台院校對SEN生支援
1. 課後輔導
2. 如教授沒有發筆記，可直接向
其索取

3. 上課錄音
4. 個別考場、放大試卷、考試加
時（如有需要）

5. 以額外的報告或作業，又或者
個別進行口試，取代考試或加
分

6. 有同學幫忙抄筆記
7. 提供教育輔助器材及無障礙環
境

8. 復健服務、家庭支持服務
9. 提供交通工具予無法自行上下
學者；確有困難提供者，補助
其交通費

資料來源︰
台灣《特殊教育法》、受訪者

製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411位港大教職員獲頒長期服務獎，與徐立之（左八）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周偉立稱，最難忘的是擔任10年舍監，與
宿舍內110位學生打成一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在港大服務達40年的韋永庚指，一眾友好同事相處融
洽，令他最難忘、不捨。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 徐 立 之
指，今年新
增 設 15 年
長 期 服 務
獎，感謝各
人對港大的
貢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在香港升學無望的劉建勛，到了台灣卻有了讀大學的機會。劉太與他手持的書本，正是
其大學畢業紀念冊。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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