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內交通醫療配套多不足 返學如「過關斬將」

肌萎生中大讀Law
盼增資源助特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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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自身情況，文杰說︰「我6歲開始發病，當時也知
道自己乏力、身體弱，但還是能走路，那時候雖然知

道自己有病，但沒有想過將來會怎樣。後來開始要坐輪椅，
是10歲時的事吧，到後來推不動輪椅，我也不記得是幾歲的
事了。」

四肢剩手指可有限活動
文杰的四肢現已不能動彈，只有手指有活動能力，讓他控
制電動輪椅、打字和稍稍執筆書寫，「醫生說我的四肢將最
先失去活動能力，之後是肩膀、身體」。雖然已踏進大學，
但他無法完全體會一般大學生的生活，例如即使他走到圖書
館的書架前，依然無法抬手拿想要的書，就連揭一頁紙，對
他來說也是這麼困難。

駐校物理治療人力設備皆缺
不過，文杰指校方已盡量配合他的學習需要，例如讓照顧
者陪同上課、代借館藏，也設有特別考試安排。但是，從特
殊學校踏進大學，也像是從悉心照料的溫室踏進冷酷的社
會，以往中學的配套，在大學都難以重現。文杰表示，中學
裡人數較少，教學比較完善，又有駐校物理治療師、職業治
療師和護士，配套都是度身而造；大學裡雖然有保健處，也
有物理治療師，但和中學相比，不論設備或人力也是相距甚
遠，「在中學時，我每星期接受3小時的治療，在大學裡，
則是每個月只有1小時，要自己再另外找治療師」。
上課時文杰要用特別的桌子，他爭取了1年才終於增加到
2張，讓他到校內不同大樓上課也不用擔心，「大學雖然有1
個職員專責照顧SEN學生，但SEN涵蓋範疇很大，種類很
多，有很多地方需要顧及，要有一整隊人才做得到」。

傍晚後無復康巴難出門
即使校園生活大致能克服，課外活動上還有很多文杰力不
能及的地方，例如出席一些遠在中環的就業講座。他解釋，
自己出入都要依賴復康巴士，中大雖有相關設施，但大多只

運作到傍晚，就業講座一講就到晚上八九點，面對中大這樣
的「山中學府」，他亦很難回到宿舍，「所以只能預約外面
的車輛，但每次要300元，要不然我就直接回家，到第二天
再回到學校」。
雖然配套不足以照顧自己，但文杰強調這並非大學的問

題，「因為中大優秀，吸引了很多學生包括SEN學生入讀，
但如果因此就要求中大額外多撥很多資源出來，變相好像在
懲罰中大的優秀」。所以，他早前就向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
委員會遞交文件，力陳他所看到的SEN生困境，希望政府在
融合教育一句口號之外，更積極地提供支援，「我想，有時
候政府不是不想幫忙，而是不知道怎樣幫忙，而既然我有這
樣的能力，也應該盡我的責任反映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特殊教

育需要（SEN）的學生，要「過五關、斬六

將」，克服無比困難，才終能實現大學夢。在

那之後，又會是怎樣的生活？就讀中文大學法

律學院二年級的王文杰是曾摘取多科文憑試

「星級」的尖子，天生患有肌肉萎縮症的他，

現全身只剩手指有限的活動能力，活動要靠輪

椅和照顧者輔助。在教學支援上，他獲校方盡

力配合，學習尚算順利，惟資源所限，交通和

醫療等其他配套仍大有不足，故傍晚幾乎等同

他的「門禁」，物理治療時數也大減至不足以

前的一成。文杰期望以自身經歷，讓社會了解

SEN生及大學的困境，推動政府在「融合教

育」口號之外投放更多資源，協助院校照顧

SEN生。

母
熬
夜
陪
讀
﹁笨
鳥
先
飛﹂
變
尖
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着身體
上的障礙，但仍能於大學法律學院尖子堆中
緊跟學習進度，除因為王文杰花了不少工夫
提早備課外，王媽媽的支援亦居功至偉。在
課堂中，她為文杰翻過一頁又一頁的書本；
多少個溫習到凌晨的夜晚，亦是她陪伴身
旁，幫忙隨時找出重要的法律詞彙。文杰坦
言，不知道3年後的自己是否還能實習和執
業，但他仍輕鬆說︰「如果真的可以去到那
個時候，還是會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所以現
在更加要努力，過好每一刻的生活。」
文杰的大學生活從不孤單，不止是因為校
內還有其他情況相似的友伴，還因為王媽媽
時刻也在身旁。在課堂裡，聽不懂英文的王
媽媽一樣專心，因為要隨時替文杰揭頁，及
幫他把手扶正到打字的位置；在宿舍裡，王
媽媽照顧起居飲食，也陪着文杰溫習，隨時
替他找出重要詞彙，看着這萬能的母親，文
杰心懷感謝，更不禁表示︰「媽媽也進步不
少啊！」

全英語學習適應需時
雖然文杰成績一向優異，但從特殊學校升

讀中大法律學院，全英語的學習環境、與一
群尖子較量，他坦言一開始也感到困難，
「以前雖然有學英文，但也沒有試過突然對
着這麼多英文，再加上那些判詞原文，我都
要慢慢看、慢慢查字典，往往都要讀到一兩

點才睡」。
到後來適應了大學的學習模式，但因體能
所限，文杰打字、寫字都比一般人慢，他只
能「笨鳥先飛」，在上課前兩三天就備課，
下課後當天即溫習，繼續讀到深夜一二時，
怕的就是一不小心病了，學習進度大大落
後，「我自己已經習慣了，不過就辛苦了媽
媽，要她和我一起捱到夜深」。王媽媽不善
辭令，訪問中沒有多說話，但總是細心留意
着文杰的需要，偶爾為他換一換雙臂的擺放
姿勢。
文杰所患的肌肉萎縮症，病情有機會在短

期內變差，甚至突然離世。昔日友人的經
歷，至今想起仍令他神傷，「有一位情況和
我相近的同學，因為太早辭世，而沒有發揮
自己的機會」。而對於自己的將來，他則指
「我最擔心將來就業，因為我現在的活動能
力已經這樣了，我不知道3年後的自己，還可
不可以實習和找工作」。

未來難料「過好每一刻」
對文杰而言，正因為生命終點還是未知之
數，所以他不敢輕言放棄，並以一貫輕鬆的
語氣表示︰「我也不知道我會否可以幸運地
去到未來，如果真的到，那時還是會有很多
事情要處理，所以現在更加要努力，過好每
一刻的生活。我想這也是為甚麼醫生不和我
說我何時會惡化到甚麼程度吧。」

視障生考試叻過常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SEN學生不是讀
書材料，但實情是因人而異。根據
考評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的
SEN考生中，以視障類別的考生表
現最為出眾，有75%可取得5科2級

成績，以及有55%人取得5科3級成
績，比率較全港考生的73%及44%
要高。
除了視障學生外，聽障、及注意

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的學生於公開試
表現亦不錯，前者有64%取得5科

2級、35%取得5科3級；後者則
有63%取得5科2級、27%取得5
科3級。不過，其他SEN類別，如
特殊學習障礙、語障，以至肢體障
礙等學生，其表現則明顯與主流學
生水平有一段距離，整體而言只有
18%至 51%取得 5科 2 級、4%至
24%取得 5 科 3 級，情況值得關
注。

文杰感動母校：證付出有收穫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歐 陽 文
倩）王文杰中學時
就讀香港耀能協會
羅怡基紀念學校，
該校校長周雅儀表
示，像文杰這樣的
成功例子，令不少
家長、學生和職員
都深受感動，也讓
校內學生更有動力
和信心去朝自己的
目標進發，「不一
定是要所有學生都
讀大學，但起碼讓
他們知道，付出是
會有收穫的」。

愛心校長籲增溝通助SEN生
對於目前大專院校對SEN學生的支援，周

雅儀表示，其實各所院校都有出入，雖然政
府近年有增加資助讓院校改善硬件建設，
「但錢以外的東西，是否可以改善呢？例如
像文杰這類有交通困難的學生，預訂復康巴
士也要自己和家人不斷『頻撲』，可否幫忙
做一些溝通呢？」
她又指，特殊學校有政策繼續跟進畢業生
其後3年狀況，並讓家長和學生了解社會有甚
麼支援，但作為教育工作者，「一日是我們
的學生，終生也是我們的學生，所以我們幫
得到的都會幫忙」。其中一個例子，是家境

清貧的文杰，入住大學宿舍時就借用了母校
的冰箱，對此王媽媽也笑言︰「很多時候我
們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都會『攬住』校
長。」
大學時修讀心理學的周雅儀，因一次接觸

智障人士，感受到他們的率真可愛，毅然決
定要到特殊學校執教鞭，一做就到了現在。
很多人或者會覺得這是件苦差，但周雅儀卻
面露笑容表示，工作得很開心，「和他們相
處一直都很愉快！我認為每個生命都是祝
福，他們有的生命可能較短，但他們善用時
間，可能每分每秒都過得比我們有價值，而
且很多時候，我認為他們才是我的生命導
師」。

■■由於文杰的手指活動能力由於文杰的手指活動能力
有限有限，，所以揭書頁一直都由所以揭書頁一直都由
媽媽代勞媽媽代勞。。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法律系對不少學生而言都是「神科」，坐在輪椅上的
王文杰依然能摘取足夠星星「入場」。 劉國權 攝

■像中大這樣的「山中學府」，交通是文杰的一大難
題。 劉國權 攝

■周雅儀指自己很享受特殊教育的工作。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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