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管新校長指港府高教經費停滯 倡向澳門借鏡

倡「大專學券制」
資助讀自資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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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悟父關懷 改變吃藥態度
我相信沒有人喜歡看病、吃藥，而我就
總是不按時吃藥，甚至倒掉。而一次看病
的經歷，卻讓我改變了對看病、吃藥的態
度。
那是一個寒風刺骨的冬天。我躲在被窩
裡，覺得腦袋沉重，於是摸摸額頭，這異
常的體溫讓我瞬間意識到自己發燒了。因

為不想去醫院，我不敢讓父親知道。於是用棉被把自己裹起
來，希望能好點兒。可是，好像甚麼事情也瞞不過父親。他經
過我身旁，見我臉色不對勁，便知道我生病了。他二話不說，
把我拉上車，帶我去看病。我坐在後座，不禁想起了小時候。

驚覺父高大肩膀已變瘦弱
小時候生病時，因為不想吃藥，總是不願去看醫生，又哭又
鬧，結果每次都要等父親生氣，不是打，就是罵，才肯乖乖就
範。每當趴在父親背後，雖然覺得十分溫暖，心中卻一直抱怨
父親的「兇狠」。
在後座觀察，才發現父親從前那高大的肩膀已變得瘦弱，一
頭烏黑的頭髮中已摻雜着密密麻麻的白髮，他的身軀已抵擋不
了更多的寒風。那一陣一陣的寒風撲面而來，令我的臉頰刺
痛。然而，那車速仍在奔馳……

照顧自己 別讓家人擔心
很快到了醫院，由於寒風的侵襲，我更難受。醫生把我叫到
一旁去量體溫。我隱約聽到父親在咳嗽，越咳越響，但他並沒
有去開藥，只是繼續站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父親從來就愛逞
強，他總認為自己要是生病，不用看醫生就能好起來。不過，
我一生病，他總是焦急並強迫我去看病。在其他方面也何嘗不
是？他處處為家人着想，如今我能做的，就是照顧好自己，別
要讓他太操心、勞累。以往，我只知道他對我有多兇，卻很少
想到他那樣是為我好，要是我聽他的，他也不會罵我。
量完體溫後，醫生告訴父親：「你的孩子發燒39度，吃藥
應該很快能退燒……」
父親聽到後，立即鬆了口氣，彷彿放下心頭大石。接着，醫
生就開了些藥給我。
回到家後，父親很快倒了一杯水，並把藥遞給我，他站在一
旁嚴肅地看着我，對我說：「你得吃了藥才能睡覺。」於是，
我閉上眼睛，一口氣將這苦口的良藥吞下。
從此，我再不怕吃藥。吃藥，苦的只是一瞬間，但能減輕我
們的病痛。照顧好自己，才不會讓家人擔心。

■王春香（3A）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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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成立「藝芸社」 校友蕭燕凌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成立級社是香港真光書
院的傳統，學校希望藉此把
學生團結起來。該校日前就
舉行了中一級級社成立典
禮，當日全校師生及家長一

同見證這個中一級同學們的大日子，校方邀請
了校友蕭燕凌擔任主禮嘉賓。

社訓「敬業樂群」同學團結
本年度的級社名為「藝芸社」，社色是藍白

色，藍白代表樸實、純潔；而社花是鬱金香，
社訓是「敬業樂群」。典禮開始先由中一級主
席潘穎芝同學致辭，她分享了中一同學入讀真
光後的校園生活，當中包括學習體驗營、陸運
會、旅行日和班際詩歌比賽等，這些活動讓同
學們團結起來，加強了同學們的歸屬感。
主禮嘉賓蕭燕凌則以校友身份分享。她畢業

於香港演藝學院，致力於舞台和服裝設計，曾
經幫同學設計婚紗。她憶述指，自己在中學時
期已是活躍分子，曾參加學校舉辦的「幻彩雲

裳比賽」作佈景和服裝設計，每次演出老師都
給予她鼓勵和支持，令她在舞台和服裝設計方
面增添信心，有助她發掘有關方面的潛能。
她其後接受校園小記者訪問時表示，現今的

學生較為被動，故鼓勵學妹多主動與人溝通，
因為將來踏足社會，人脈關係很重要；至於那
些對舞台服裝設計有興趣的同學，亦要積極尋
找實習機會，開拓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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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表揚具良好教
學能力及教育抱負的準教師，鼓勵他們追求卓
越，不斷提升教學能力，努力裝備自己，香港準
教師協會首度舉辦「香港傑出準教師選舉」，並
舉行頒獎典禮，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擔任主禮，頒
授「傑出準教師」金獎及銀獎共16獎項。
上述選舉接到近百位準教師報名參加，經由多

位學者及中、小學校長組成之遴選委員會兩輪遴
選，審視參加者在視野識見、教育熱誠及抱負、
品德與社會承擔及教學能力4個範疇的表現，最
終分別選出8位「傑出準教師」金獎及銀獎得
主。

呂志凌盼社會支持準師追夢
香港準教師協會主席呂志凌表示，社會大眾談

及教育時，常忽略準教師的需要，但準教師將是
教育界的生力軍，應予以重視，他期望社會可以
支持準教師追逐教育夢想，鼓勵準教師追求教學
卓越，凝聚準教師推動教育發展。
金獎得主之一的戴艷琪表示，自己會考成績平

平無奇，使她感到沮喪，幸得老師的開解，她願
仿傚自己的老師，以生命影響生命。林寶珊正修
讀一年制教育文憑，去年她修畢系統工程學，本
應投身職場，但她認真思考人生的意義及目標，
最終決定投身教育，並加入輔導組，關心學生成
長。

馬斐森：續護港大自由交流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履新港大校長約兩星期的馬
斐森，昨日出席第十一屆兩大校長杯足球賽。他指上周已
在校園內與學生打招呼及閒聊，亦逛過港大的咖啡店及出
席港大的高桌晚宴，與學生交流；上任前，他已預計到任
後會備受關注，及要面對不同的訴求，不過實際收到的訴
求無想像那麽多。他認為，健康的大學環境，可以容讓不
同意見自由交流，他會繼續保護港大這種環境。
馬斐森表示，非常享受在香港的兩個星期，以及香港的

天氣。他指在校園內與學生交流時，有被問及他對「佔
中」、「六四」的看法，也聊到取錄國際學生等問題。他
表示，會繼續與學生及職員代表接觸，聆聽意見。

校長杯親落場：難免連累隊友
上述足球賽昨日上午於港大何鴻燊體育中心舉行，馬斐

森親身落場應戰，開波前他與中大校長沈祖堯「擲公
字」，結果由港大開波。馬斐森笑指自己對上一次裝備充
足地落場，已經35年前的事，今天難免會連累隊友，故半
場前已被換出，讓身手更好的隊友上場。他則在旁觀看整
場賽事，以示支持。最終港大未能佔主場之利，以1比2被
中大打敗。
兩大校長杯足球賽於2003年首次舉辦，以標誌兩校在對
抗沙士一役合作無間，之後成為一年一度兩間大學的體育
盛事。連同今天一仗，中大共贏七場、港大勝了一場，另
有三屆打成平手。

■香港準教師協會首度舉辦「香港傑出準教師選舉」，圖
為得獎者合照。 大會提供圖片

■馬斐森與沈祖堯交換錦旗。 港大提供圖片

■蕭燕凌與校園小記者合照。 校方提供圖片

何順文笑言，自己從澳門大學的副
校長（學術）「畢業」再「升

班」到恒生管理學院擔任校長，有不
少事情需要學習。過去5年在澳大，他
主要負責學生、課程和教學素質等，
卻沒有參加課程認證和評審，及籌募
經費的經驗，故他坦言，目前最大的
挑戰是籌款，因自資大學的優勢在於
自由和靈活，但關鍵是要有穩定的資
源和小心理財，而自己籌款經驗相對
少，仍要加倍努力尋求社會支持。

續完善制度 增社會信心
他未有透露今年籌款目標，只指上

任至今仍可應付。他又指出，現在恒
管需要持續完善學校制度，及進行課
程評審，令社會對自資大學增強信
心。
談到港澳兩地高等教育的發展，何
順文表示，澳門自回歸後，開始重視
高等教育的發展，但起步較遲，遇到
問題不少。澳門大學作為一所公立院
校，被視作政府機構，需要按政府規
定行事，其聘任程序、採購、財政預
算等都要經過審理。他舉例，澳門
「名氣」不足，教授薪金平均較香港
低15%，在招聘時較為吃虧，而聘用
須獲政府批准等。

澳公立校經費漸超港校
何順文續稱，香港在這方面的自由

度較澳門高，而整體高等教育的水平
和學生質素較優勝。不過，由於澳門
政府對高校的投入很大，故澳門公立
學校的資源已慢慢追上香港，研究經
費和學生的活動經費甚至較香港多。
澳門大學有面積大過中文大學的新校
園，加上政府的支持，其高等教育雖
然起步遲，但發展潛力很大，值得香
港借鏡；故若論資源，香港的本地高
等教育的經費似乎有停滯不前的情
況。

指政府對自資院校投入不足
就現時香港每年有逾萬個符合入讀

大學資格的學生無法入讀資助大學，
何順文指，政府不增加資助學士學
額，只依靠自資院校提供額外的學
額，卻對自資院校的投入不足。他建
議政府長遠可發展「大專學券制」，
考慮直接資助學生入讀自資院校，
「如果讀高等院校是一種權利，（高
中畢業生）只要達到入學資格，應該
盡量給予機會，不應受經濟或者其他
條件限制，以減輕學生和院校財政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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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曾在澳門大學擔任副校長的何順

文，今年3月接任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並銳意結合澳門大學的管

理經驗，讓恒管朝向具本科教育特色的私立大學邁進。他分享港

澳兩地高等教育時表示，香港的高等院校自由度雖然較澳門高，

但政府提供的經費卻停滯不前；反之，澳門在公立資源上的付

出，已漸趕上香港，甚至「反超前」，發展潛力極大，故香港應

向澳門借鏡。他又指，現時本港資助學士學額不足，故建議實施

「大專學券制」，直接津貼學生入讀自資院校。

補研究型大學不足 平穩教育生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
港教育學院、珠海學院和恒生管理
學院3所公立及私立院校均計劃申請
正名成為大學，其中恒生管理學院
校長何順文表示，估計教院將最快
成功，「（教院）整理多年，改善
多年；珠海亦比我們早，已評審的
課程數目比我們多，但說潛力、未
來定位和教學理念，我們好有信心
（正名）。」
恒管計劃 2016 年申請正名為大
學，何順文表示，本港私立大學的
發展起步太遲，社會忽略自資大學
的重要性和角色；恒管的定位是走
向博雅與專業的本科教育，彌補研
究型公立大學的不足，令整個教育
生態平穩。

不會放鬆最低入學要求
面對自資院校生源下降，校長何順
文表示，資助大學學位不足，自資學
士課程會是學生其中一個選擇，相信
短期不會有大影響。他強調，恒管不
會放鬆最低入學要求，但主張收生不
只看成績，會考慮學生的興趣和品
格，收生的質素可能「有高有低」，
不擔心不夠學生或沒有好學生。該校
每年設千萬元的獎學金，去年就派出
約700萬元，有學生寧願放棄資助學
士學位轉投恒管。
他又補充，希望用實力和學校理念
招生，積極與中學校長聯繫，建立互
信，例如上月就曾與沙田區40名至
50名校長會面，向他們介紹恒管。

■何順文提出「大專學券制」，直接津貼學生入讀自資院校學士學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德怡中
英文幼稚園不獲續租將面臨停辦，事件
備受社會關注。有德怡家長指，將在德
怡原址辦學的英藝幼稚園於周六舉行課
程簡介會，提出可安排適應班予德怡學
生，惟未有解釋若有關校舍未能取得註
冊，要在英藝翠湖居現有校舍上課時，
會否涉及超收等問題。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出席公開場合時回應指，有關租項的
處理現正在研究和交接中，當英藝申請
時，既定程序就會展開，教育局在審查
申請時，有既定的標準，不可以因為時
間而有所減省。
德怡家長王太昨出席《城巿論壇》時表
示，英藝周六在大埔分校舉行課程簡介
會，提及校方可為德怡學生提供適應班，
但校方對於若德怡原校舍未能獲批註冊、
如期開辦，則適應班要在翠湖區校舍舉
行，原校舍的學生加上德怡的新生數目會
否涉及超收等問題，卻未有正面回應。
王太又指，夫婦二人均須上班，要安

排女兒就讀全日制班，但他們近日向多
所幼稚園查詢全日制學位情況，不少學
校表明已額滿，她坦言：「現在好徬
徨！」家長盧小姐則表示，理解市場運
作是「在商言商」，但不明白為何事件

涉及逾500名學童，業主都「無情講」。

家長盼教局介入協調
德怡中英文幼稚園家長關注組代表區志

恆指出，雖然英藝承諾會接收所有德怡學
生，但校方未有正面回應新校舍可否在9
月如期開學，令家長大感無奈。他期望教
育局能介入事件，擔當協調角色，安排兩
所幼稚園代表與校舍業主置富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商討，尋求解決方案。

教聯會憂業主跟風掀加租潮
對於德怡因出價不夠高而面臨殺校危

機，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林翠玲
形容是「荒謬」，又認為教育非商品，
批評業主不應只向錢看，亦應顧及企業
良心與社會責任。她指是次「搶租」事
件在業界前所未有，擔心若英藝成功開
辦新校，「其他業主可能會跟風，導致
私立幼稚園的租金大幅加價」。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

系主任袁慧筠認為，幼兒教育不應只依
賴自由市場運作，相信政府加快落實15
年免費教育可建立有系統、具銜接性的
教育予小朋友，並為草根家庭的小孩提
供向上流的機會。

■王太（前排右二）近日向多所幼稚園查詢全日制學位情況，不少學校表
明已額滿，坦言好徬徨。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攝

■袁慧筠認
為，政府加
快落實 15
年免費教育
可建立有系
統、具銜接
的教育予小
朋友。
鄭伊莎 攝

■林翠玲指
教 育 非 商
品，業主不
應 只 向 錢
看，亦應顧
及企業良心
與 社 會 責
任。
鄭伊莎 攝

吳克儉：英藝校舍申註冊程序不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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