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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推電子書目表 平印刷本三成
小一生可省200元書價 僅16套欠足夠選擇

傳統教科書年年加價，今年便有逾七成課本加價，為開
拓市場供應，創造價格空間及提升學與教效能，教育

局前年推出「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經研發、學校
試教等階段後，昨當局將首批通過評審的16套電子課本上
載「書目表」，涵蓋小學中文、英文、普通話、常識及體
育科，以及初中英文科、地理及生活與社會科。不過，主
科之一的數學未有任何電子書供應，另部分科目電子書是
「獨市供應」，學界或欠缺足夠選擇。

普通話課本 平七成最勁
是次新電子課本的價格，與同科印刷課本相比普遍低一
成至三成，其中由「五到」開發的小一至小三普通話電子
課本，每年售價只需約50元，比印刷版平近七成，而初中
地理及高小普通話的電子課本，價錢也比印刷版低逾六
成，或有望減輕家長負擔。
不過，個別科目電子書售價仍然較高，如銀河電子出版

的小四級常識電子書要花247元，比起印刷版中最便宜、
新亞洲出版《小學常識》的244元略貴。

轉書需研究 學界多觀望
資小校長會主席梁兆棠直言，電子課本雖價錢便宜一大
截，但學界多持觀望態度，「除非供應商有充足理由說服
我們，例如課本適合學生水平和教學策略，而銜接方面也
做得較好，否則不會轉用。」他指學校考慮轉書要花一年
時間研究，而目前電子課本選擇太少，部分更只有一套，
而其他配套如教師培訓、學校硬件設備等，大多未準備
好，與電子書推行的步伐有差距。
深水埗區家教聯會主席黎玉玲表明，從價錢上看家長會
支持電子書，但書目選擇太少確會影響選用意慾，她又期
望當局可對平板電腦等硬件提供津貼。
電子教科書協會主席簡永基則指，現時電子課本種類、
硬件配套等都是起步階段，預計市場要數年後才能成熟，
而協會今年將主要向已獲政府資助安裝無線網絡的學校推
銷。

吳克儉：寧缺毋濫 循序漸進
對首批電子書選擇太少，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開發
商在今年8月前仍可提交未通過審核教材，預料下學年最
終書目可略增至19套。他又指，局方開發電子課本是持寧
缺毋濫、循序漸進的態度，又希望外界除關注電子書價錢
外，亦要了解電子教學對學生的好處。教育局發言人補
充，第二期電子書計劃已進入試教階段，預期可於未來兩
學年供學校使用，局方並計劃分階段開放接受其他電子課
本送審，讓市場能健康有序發展，最終讓學生獲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歐陽文倩）教育

局開拓全新的電子教科書市場過程一波三折，歷

經多個開發機構退出研發，及部分書目未達要求

不通過審批後，當局昨公布首個「電子教科書適

用書目表」，供學校於新學年使用。首批電子課

本只得16套，多個年級的不同科目屬「獨市供

應」，或甚至完全沒有獲批的電子書，影響學界

選用的意慾。不過，新的電子書與傳統印刷本相

比，價格上有明顯優勢，平均售價低約三成，最

多的一科更便宜近七成。以將於9月入學的準小

一生為例，若其學校於各科均改選電子課本，每

名學生書價開支便可大減逾200元。

首批電子教科書與印刷本售價對照
學習階段及科目 電子書平均售價* 印刷本平均售價* 價格差異

（可供選擇數目） （可供選擇數目）

初小普通話 $150（1套） $472.8（10套） 平68.3%

初中地理（英文版） $246（1套） $822.7（8套） 平70%

高小普通話 $180（1套） $472.8（10套） 平61.9%

初中英文 $464.0（1套） $992.6（11套） 平53.3%

初小體育 $180（1套） $288（1套） 平37.5%

初小英文 $354（1套） $560.3（10套） 平36.8%

高小英文 $384（1套） $593（10套） 平35.2%

初中生活與社會 $870（1套） $1,245.9（4套） 平30.2%

初小中文 $522（2套） $746（12套） 平30%

高小體育 $210（1套） $288（1套） 平27.1%

初小常識 $660（2套） $774（4套） 平14.7%

高小中文 $645（1套） $748（12套） 平13.8%

高小常識 $708（2套） $788.3（4套） 平10.2%

註*：售價以整個學習階段共三個年級計，即小一至小三、小四至小六，及中一至中三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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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加價3.2% 分拆效果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今年

傳統教科書全面落實與教材分拆，但對
控制書價幫助甚小。教育局昨日公布新
學年適用書目表，整體書價上升
3.2% ，約321套幼稚園及中小學課本
中，逾七成四加價，加幅介乎1.6%至
9.8%，僅得一套課本減價。其中，小學
主科加幅較溫和，大部分加至3%至
4.5%，個別高中及幼稚園課本加幅較為
明顯，例如有幼稚園高班的整套學習資
料，由648元加30元至678元，加幅高

達一成。

幼園16套課本「全線加價」
最新適用書目表顯示，各級共321套
課本中，包括幼稚園16套課本「全線加
價」，幅度介乎2.2%至9.8%。其中晶
晶教育出版的《幼稚園學習資料》
（高班）全套由707元加至776元，當
中的《我是有本領的孩子》一冊，價
格更由55元增至62元，升幅12.7%，
屬今年最高加幅。至於高中的個別科

目，如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的《新視野
中國歷史》，加價後整套需866.7元，
升幅高達 7.1%。另 112 套小學課本
中，近 82%加價，加幅普遍 3%至
4.5%，10套凍價。另有個別教科書逆
市減價，如宏思出版的《小學體育》
小四至六減價4%至288元，而國際新
標準出版社初中生活與社會科其中一
冊《Encounter China》，亦減價10.9%
至98元。

銷量降成本增 書商「喊苦」
書價年年增加，深水埗區家教聯會主

席黎玉玲指，家長的經濟負擔很重，而
今年多達七成四課本加價，更令不少家

庭百上加斤。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及中英文教出版事

業協會發言人黃燕如回應指，過去一年
的營運成本例如薪金、租金及物流等持
續上升，各出版社已盡量壓低書價的加
幅至略高於3%，比通脹低。她又解
釋，在新高中學制下，學科分設多個選
修單元，學生只須選讀其中小部分單
元，故各單元教科書的學生人數減少，
令銷售量降低，但開發成本卻維持不
變，令分拆後的書價難有下調空間。她
表示，未來數年的學生人數持續下跌，
對教科書的需求量減少，但經營成本卻
受通脹影響，在此雙重打擊下，教科書
市場將急劇萎縮。

部分加幅較高教科書
學習階段及科目 教科書名 出版社 今年售價 去年售價 加價幅度
幼稚園 (高班) 《幼稚園學習資料》 (高班) 晶晶教育出版社 776元 707元 9.8%

幼稚園 (低班) 《幼稚園學習資料》(低班) 晶晶教育出版社 545元 501元 8.8%

高中中國歷史 《新視野中國歷史》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866.7元 809.3元 7.1%

初中科學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21世紀》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86元 941元 4.8%

初中普通話 《簡明普通話》 精工出版社 636元 607.5元 4.7%

初中地理 《初中互動地理》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873元 834元 4.7%

初小數學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834元 798元 4.5%

高中經濟 《香港中學文憑探索經濟學》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886.5元 849元 4.4%

資料來源：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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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孩子要贏在起跑
線」是不少家長的口頭禪。一項調查就發現，家長
普遍相信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的經歷越多，將有更佳
升學機會，故受訪者每星期平均安排孩子參加3.5項
課外活動，最多者更達11項、耗時26小時，令孩子
疲於奔命。此外，八成家長會與其他家長攀比子女
的課外活動，五成人因而感到壓力。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傳理研究社，於今年3
月成功訪問了412名幼稚園高班至小學三年班的
學生家長，發現有六成家長認同「孩子要贏在起
跑線」，八成家長相信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的經歷
越多，可為將來升學帶來更多機會；他們之間也
會互相比較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的安排及情況；而
有近五成家長為此感到有壓力，這些家長亦會顯
著地為子女安排更多的課外活動。

月花萬元 恐落後於人
調查亦發現，兒童每星期參加課外活動數目平
均為3.5項，最多達11項；每星期所花時間平均
為7小時，最多為26小時。家長每月花在加課外
活動的支出平均為2,300元，最多為1萬元。最普
遍的是語文班及補習班等，平均為1.4項；其次為
藝術活動，如畫畫班及跳舞班等，平均為1.2項；

而體育活動則平均只有0.6項。
負責調查的浸大國際學院傳理學部高級講師鄭嘉麟指

出，安排子女參加課外活動已在家長之間形成一種風氣，
部分家長因其他家長的意見感到壓力，繼而催谷子女參加
更多課外活動，以免子女落後於人，造成惡性循環，為子
女及自己帶來沉重的壓力。

專家：過多課外活動影響成績
英國特許心理學家林非恩亦指，外國研究顯示，適量課

外活動對兒童及青少年身心發展均有正面影響，但過多課
外活動不單增加子女的焦慮，亦對學業成績有負面影響。
專家提醒家長，子女年紀愈小，自由遊戲時間應愈長，預
先編排之課外活動則應愈少；而課外活動其中一個重要目
的為建立朋輩關係，不是為「孩子要贏在起跑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中國人自古以來對
死亡存有忌諱，不願多談。聖雅各福群會與華人永遠
墳場管理委員會昨日合辦生死教育博覽會，以輕鬆手
法開放討論及看待死亡、甚至規劃好身後事，讓老友
記、年輕人在生時都可以為死亡作好準備，同時鼓勵
大家珍惜在生的一切。

珍惜眼前人 只求見多面
聖雅各福群會及華人永遠墳

場管理委員會昨日起一連3日
在柴灣青年廣場舉辦「生前．

身後」生死博覽。展覽展出逾20副特色棺木等殯儀
用品，介紹殯葬文化，又設工作坊及講座鼓勵市民反
思生命，並於在生時為死亡作好規劃，例如如何處理
遺體、訂立遺囑等。「紙紮便利店」亦展出紙紮即食
麵「生前一丁」，利用智能電話掃描QR碼，便會出
現金句：「唔係想要你燒嘅麵，只求平時見多幾

面！」提醒珍惜身邊人。
90歲李伯伯曾中風3次，幸運地仍能走動，早已悟透

生死有命。他對遺體及器官捐贈展區印象尤其深刻，稱
會選擇在死後捐出器官救助有需要的病人，同時亦會捐
出遺體供醫學研究。「眼、心、腎，通通都可延續其他
人的生命，隨時可救回幾條人命。若不是這些大體先
生，我們現在怎能增加對人體醫學的認知呢？」

盼無憾離世 以海葬安葬
80歲黎婆婆亦對死亡無忌諱，只希望無憾地自然離

世，不為家人增添麻煩，並以海葬安葬，「香港骨灰
龕位不足，海葬不會為社會資源加添壓力」。
坊間不少棺材舖推出以紙或夾板製成的創新棺材款

式，希望打破傳統觀念，降低喪事的沉重氣氛，亦可
減少樹木損耗，推動環保。來自印尼的蘆葦棺、美國
的環保種子棺木等，亦是新式設計棺材。
公壽中西殯葬總經理駱敏儀說：「有人相信死亡只

是長眠，而蘆葦棺外形像睡床，讓故人舒適安睡。環
保種子棺木多用作小童棺木，土葬後會長出植物，如
毋忘我。」
她坦言，香港的殯葬儀式較為傳統保守，不少人認

為採用新式棺木是對先人不敬，辦理身後事的家人大
多不會採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將成立一項10億
元的「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劃」，資助在已修復堆填區
發展康樂設施或其他合適的創意用途。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
日到訪葵青區，親身了解一個已關閉堆填區修復後的用途。
他期望非牟利機構或體育總會等申請有關資助，將已復修堆
填區發展為康樂或其他設施，為社區帶來裨益。
目前，香港有13個已完全修復的堆填區，主要劃作社區和

康樂用途。行政長官在2014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將成
立一項10億元的「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劃」，資助在已
修復堆填區發展康樂設施或其他合適的創意用途，供社區人
士以至公眾享用。

屯門擬留地 促「廢電」回收
昨日，黃錦星在葵青民政事務專員羅應祺陪同下，首先參
觀了香港賽馬會國際小輪車場，該處原址為已關閉並完成復
修工作的醉酒灣堆填區。黃錦星聽取場地人員講解如何利用
已復修堆填區發展為小輪車場，及日常的運作和管理。
他隨後參觀了區內一家回收廢電腦及電器的處理中心，負
責人員向他介紹該中心如何妥善處理本地產生的電子廢料，

以及目前的營運情況。
黃錦星表示，政府正就推行廢電器電子產品強制性生產者責

任計劃擬備立法建議，計劃今年內提交立法會審議。當局並在
屯門環保園預留土地，發展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
他續說，引入這項生產者責任計劃及發展有關處理設施，有助
本港廢電器電子產品的妥善管理及支持本地回收業的長遠發展，
整體而言，將更有系統地避免污染，保護環境。
黃錦星最後到葵青民政事務處，與葵青區議會主席方平及

多位區議員會面交流，聽取他們對環保政策及與環境相關事
宜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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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天水圍德怡中英文
幼稚園因續租問題面臨停
辦，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上
月曾承諾，會在網上發放
元朗區學額空缺資料，助
家長替孩子轉校。教育局
昨公布元朗區幼園學額空
缺的大體情況，截至上月
22日，暫有26所幼稚園
及幼兒中心有學額空缺，
但各級情況有別，家長可
致電查詢報名詳情。據了
解，其中7所學校由K1
至K3均有空缺，學位資
料 詳 見 網 頁 ： http://
www.edb.gov.hk/tc/stu-
dent-parents/sch-info/
sch-vacancy-situation/kin-
dergarten/yl-kg-vacancy.
html。

■黃錦星參
觀葵青一家
回收電腦及
電器的處理
中心。

■生死博覽展出20多副特色棺木等殯儀用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80歲黎婆婆對死亡無忌諱，
只希望無憾地自然離世。

彭子文 攝

■適量的課外
活動本可促進
孩子的全人發
展，但部分家
長 怕 孩 子 蝕
底，大力催谷
他們參加課外
活動，結果往
往得不償失。

大會供圖

■ 梁 兆 棠 表
示，雖然74%
課 本 均 有 加
價，但由於學
校在選書方面
須考慮銜接問
題，價錢非主
要考慮。

資料圖片

■■教育局昨公布的新學年適用書目表顯示教育局昨公布的新學年適用書目表顯示，，逾逾7474%%教科書加價教科書加價。。圖為學生到書局圖為學生到書局
購買教科書購買教科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