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5 文匯教育新聞透視眼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4年12月1日（星期一）

擬兩年「按人頭」添設施練人手 家長憂款項不足

暑期倫敦實習 初嘗白領經驗

教資會首撥2000萬
助特教生融入8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唇讀狀元曾芷君

和只有四指可動的譚永亨等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學生，先後憑着努力克服不同障礙成功

升讀大學，他們的故事讓港人深受感動，也令相

關教學支援工作引起社會關注。相比中小學的融

合教育政策，教育局會為取錄SEN生的學校提供

額外撥款，大專院校照顧SEN生資源一直只能靠

自己。不過本報獲悉，教資會近日終首次通過向8

大院校增撥2,000萬元協助SEN生，助他們融入

學習及大學校園生活，有關計劃為期兩年，將

「按人頭」供8大靈活運用如添置器材及設施及

培訓教職員等。多個相關支援及家長團體都對此

表歡迎，但對撥款是否足夠仍有疑問。

怕標籤瞞兒自閉 小學無法施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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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英國仍存有童話
般的皇室和香港曾是其殖
民地，我對英國總是有一
情意結。很慶幸自己有踏
出一步去參加教院的「事
業發展暑期海外實習體驗

計劃」，亦感相當榮幸被挑選到倫敦的英中貿
易協會 (China-Britain Business Council) 作實
習。這次的實習機會，讓我可以真切感受倫敦
的生活，給了我第一次夢幻般的白領經驗。

試非本科工作大開眼界
首次踏足歐洲的經驗，難以置信地竟是到英
中貿易協會作市場部實習生。作為一個幼兒教
育系學生，此次實習體驗讓我可嘗試本科以外
的工作。英中貿易協會的英國總部位於倫敦，
對我來說，在這純英語的辦公室環境下工作，
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當然是因為這是極佳的
英語訓練機會；而緊張的是我不希望語言問題
會令我產生任何工作上的誤會或犯錯，更因這
份緊張感，我提醒自己要時刻表現出最佳的態
度，並希望嘗試更多不同類別的工作，豐富學
習和經驗。在短短的六星期實習中，我非常感
謝我的同事，特別是三位上司Lise Bertelson、
David Martin 和 Hannah Murray，我很感激
他們給了我不少學習機會，從公司的資料庫系
統、報章搜集、推特 ( Twitter )、翻譯、建立
新網頁等工作，還有電視台採訪拍攝、內部會

議、出席活動和酒會等等，一切皆讓我大開眼
界，我很享受參與其中。

嚮往浪漫迷人英式街景
我此刻仍相當想念倫敦。對當地人來說，倫

敦是一個煩囂的城市，而外國人或會認為香港
跟倫敦很相似。兩者都是國際化的商業都市，
有着人口多和聚集了多國種族的特色；然而，
除了香港美食較多這一點，我個人更喜愛倫敦
的生活，因我很迷戀倫敦的環境，那些被保留
的美麗歷史建築，一個個優美宜人的公園，晚
上浪漫迷人的英式街景，皆是我嚮往的。也許
我即將要踏入社會大學，香港無形的生活壓
力，你可有感受到嗎？我在倫敦實習的日子，
每天放工後，踏出街道的一瞬間，疲憊全消，
只因較低建築密度的環境，讓我可將那美麗的
天空景色盡收眼簾，讓我相當享受那路程。假
期的消遣活動，相比起香港的一般性娛樂，我
更喜愛相約朋友到種滿鮮花綠樹的攝政公園
（The Regent's Park)，悠然躺在清新的草地上
談天說地，休閒地享受一個寧靜的下午。
有別於旅遊，海外的實習體驗更能使人成

長，感受一個地方的文化，最好不過是如當地
人一般工作和生活。想真切感受外國的生活，
發掘不一樣的世界，大家也積極尋求海外實習
機會吧！

■羅妙欣 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香港浸
會大學日前在上海舉辦研究生招生說明會。十餘
位來自傳理學院、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社會
科學院等的資深課程主任，為學生分析各科的專
業優勢及未來就業方向，並解答同學及家長的提
問。據了解，該校工商管理學院所有課程本年都
對雅思分數進行相對應的調整，最低申請分數線
為6.5，不再接受內地四、六級成績。
據了解，該校的招生說明會介紹了浸大傳統強

項傳理學、新聞學、商業管理學等課程，更有首
次來滬推介的社會工作碩士課程。截至目前，浸
大共設有60個研究生學位課程，針對不同學生的
需要及興趣。
浸大商學院林志軍教授表示，隨着中國經濟基

本面的走強，香港地區工商界人士越來越關注內
地經濟發展，而赴港深造的內地生也急切的希望
在中國經濟轉變時，能在一個國際化的背景下學
習新的經濟知識。林志軍指，目前內地和香港的
學生都有局限性，比如港生不了解內地經濟情
況，而內地生的思考角度還欠缺國際化，而浸大
開設的一些金融學、經濟學，不僅可以提供中國
經濟現狀講解，更會用一種全球的視角來分析問
題，這對於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學生都會起到很好
的互補作用，課程等於是架起一座熟知並通曉內
地與香港經濟發展的橋樑。

碩士課培養學生國際化視野
浸大文學院Stuart Christie教授則指，該校目前
開設的文學與比較研究碩士課程，着重培養學生
的國際化思維和視野，且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

界，這樣地域優勢也使得該課程成為融匯貫通、比較研究世
界文化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台階。
針對內地生赴港需要克服生活適應關和語言難關，Stuart

Christie指，學校設有關顧事務組，為同學提供協助，而校方
也會鼓勵內地生和港生多交流，並促使內地生在香港同學的
幫助下學會粵語。林志軍表示，浸大工商管理學院所有課程
本年都對雅思分數進行相對應的調整，最低申請分數線為
6.5，不再接受內地四、六級成績。不過這點完全不用擔心，
就浸大幾位教授看來，來港求學的內地生英語水平往往高過
港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中文
大學，近日均舉行了校友日，大批校友重返母校，參與
學校安排的豐富活動，場面熱鬧。
城大昨天舉行「2014樂聚城大校友日」，3,000人參
與活動，為該校30周年校慶作圓滿閉幕。校方以「美麗
人生」為主題，在「大派對暨30周年校慶閉幕禮」上，
校董會主席胡曉明表示，今年是大學另一個豐收年，期
望城大可放眼前瞻今後的30年、50年，甚至更長遠的時
間，致力創造更光輝燦爛的未來。
校長郭位指，城大過去培育了不少傑出領袖及專業人

士，校友除了積極參與大學事務，提供建設性的意見
外，亦對大學發展作慷慨的資助，例如設立各項實習獎
項、交流獎學金等，令學生的發展變得不一樣。
校方又邀請了城大榮譽文學博士兼著名資深藝人汪明

荃、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和中原集團董事兼
am730主席施永青擔任「名人真情對話：美麗人生」的
嘉賓，與參加者分享成功經驗及人生哲學。

中大校友捐款挺畢業生創業
至於前日舉行的中大校友日，約5,000名校友及家屬
返校，有超過40名來自本地及海外校友組織的校友領袖
出席了校友日開幕禮。其中一群熱心校友組成了「2014
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並創立「香港中
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以「一日一元」為口號，呼籲
校友捐款支持母校，鼓勵年輕畢業生創業，及協助母校
的長遠發展。基金暫獲150多名校友支持，籌得逾150
萬元。委員會代表將相關支票交予校長沈祖堯，寓意開
創、傳承和感恩。沈祖堯感謝校友多年來鼎力支持，亦
樂見許多本地及海外校友專程扶老攜幼出席是次盛會。

■■沈祖堯多謝校友對母校沈祖堯多謝校友對母校
的支援的支援。。 中大提供圖片中大提供圖片

■右起：馬時亨、汪明荃和施永青擔任「名人真情對
話：美麗人生」的嘉賓，分享人生經驗。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Stuart Christie教授講解該校課
程。 記者孔雯瓊攝

8大殘疾學生人數
院校 2011/12 2012/13 2013/14

學年 學年 學年
香港大學 60 67 59
理工大學 25 39 45
中文大學 24 35 37
浸會大學 20 36 36
科技大學 32 39 34
城市大學 31 29 31
嶺南大學 2 7 11
教育學院 2 6 11
總數 196 258 264

資料來源：教資會 製表：馮晉研

教 資 會
資 料 顯
示，8大院

校在2013/14學年共有264名不同類型殘疾的SEN
生，較2011/12學年的196人，大增35%。面對升讀
大學的SEN生人數越來越多，8大院校卻並無專門撥
款照顧他們，支援工作只能由院校按學生需要自行
調撥資源處理。

邀交計劃書最快本學年撥款
不過本報獲悉，有關困局近日獲打破，繼去年財
政預算新增供職訓局的SEN生資助，及今年施政報
告決定將中小學融合教育津貼額增加三成後，教資
會亦將首次為8大提供SEN撥款。教資會秘書處就
有關詳情回覆本報指，早前會議通過撥款2,000萬
元，予8大院校提升SEN生支援服務，計劃為期兩
年，而撥款將以各院校SEN生的取錄人數按比例分
配，主要用於購買所需器材及設施以協助學生學
習、加強對學術及行政職員的培訓以提高他們的意
識，以及支援學生組織舉辦更多活動，鼓勵學生融

入校園生活。教資會現正邀請8大院校提交計劃書，
在完成審批後，預計本學年可發放撥款，而院校須
提交報告匯報上述及現有支援措施的進展。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表示歡迎計劃，但

認為撥款是否足夠，要視乎每名特教生所獲資源的
多少。他舉例指，視障生的最大障礙是閱讀，而大
學的書本種類太多，「不同科目有不同的需求，學
生的需要好個人化。」目前大學專門供視障生用的
電子書不足夠，估計每名視障生至少需要4萬至5萬
元才能夠購置所需儀器和可供其「閱讀」的書本。
他又提到，曾經有失明的大學生因為無錢聘人協助
抄寫筆記，無法繼續學業選擇退學，擔心撥款未必
足夠。

中大：正擬定具體計劃
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主席戴雁容認為，8大院校

應藉撥款為SEN生增加輔助學習的措施。不過，她
希望當局同時關注未能夠升上8大的SEN生，為他
們提供足夠支援給予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
取錄曾芷君及譚永亨的中文大學，其發言人指今

學年校內共有64名有特教生，校方正研究及擬定撥
款運用的具體計劃，會循支援學生的學習提升、加
強員工意識和協助學生融入校園等有關範疇作出適
當的建議。上學年特教生人數佔最多的香港大學則
未就計劃回應。

■教資會通過撥款2,000萬元予8所資助院校提升SEN學生支
援服務，計劃為期兩年。圖為港大校園。 資料圖片

■莊陳有認為，撥款是否足
夠，要視乎每名特教生所獲
資源的多少。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一項有關自閉症學
童社交困難的調查發現，有超過一半的受訪家長擔
心自己的自閉症子女會被欺負、作弄、嘲諷，而超

過八成的受訪老師就最關心自閉學童進行小組活動
時表現。有自閉童家長指出，有些家長會故意向學
校隱瞞孩子有自閉症，怕子女被標籤，這樣學校根
本無法提供支援，造成不良影響，故建議大家要嘗
試以開放的態度與學校溝通。
香港耀能協會及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

合教育中心合作，於今年3月至11月展開一項名為
「初小自閉症融合生所需的主要社交技巧調查」，以
問卷調查方式訪問了288名育有自閉症初小學童的家
長及有教相關學童的老師，了解有自閉症學生在校園
環境中最常出現的問題及較欠缺的社交技巧。

老師關注課堂家長關心交往
耀能協會服務副總主任鄧淑芬指出，超過八成老

師認為，自閉症學童要進行小組活動時最為困難，
另近八成認為是「聽課時的表現」及「與同學共處
及玩耍的表現」。至於家長方面，逾半受訪家長最
關心孩子被欺負、作弄、嘲諷、又或「面對困難的
表現」及「與同學共處及玩耍時的表現」。鄧淑芬

指出，調查反映老師較關注自閉症學生課堂上表
現，而家長就關心子女人際交往的情況。調查又
指，超過六成的家長及老師都認為，初小自閉症
學童最欠缺情緒管理、理解別人觀點和感受等技
巧。
初小自閉症融合生家長Sally現身說法指，小二兒

子曾被同學戲弄，叫他「入廁所玩水」，奈何他會
照做，結果被同學嘲笑是「傻仔」，她亦感到心
酸。為協助兒子融入校園，她安排兒子接受言語治
療，又平均一個月一兩次約見心理專家跟進情況，
並參與社交小組專門學習與別人溝通的技巧。Sally
表示，兒子正努力嘗試與同學相處，情況已大有改
善。她強調家校合校十分重要，鼓勵其他家長不要
隱瞞子女的學習需要，否則只會令教與學的效率降
低。
教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冼權鋒建

議，教育當局應加強培訓現職老師照顧自閉症學生
的技巧，以提升這群學生的社交適應能力，同時加
強家校溝通。

■香港耀能協會及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
合教育中心合作，於今年3月至11月展開問卷調
查。 記者李穎宜攝

▲筆者與倫
敦的英中貿
易協會同事
在活動後酒
會上合照。

筆者供圖

◀筆者與英中
貿易協會上司
Lise Bertelson
合照。

筆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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