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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城升中講座
校長教選校策略

指九成民意挺15年「免教」政府須留意勿與公眾期望有落差

工聯獻策免費幼教
半日全日兩制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免費幼稚

園教育委員會將於今年4月提交報告，就

如何落實3年免費幼教向政府提出建議。

工聯會遂提早進行調查，收集巿民意見。

結果顯示，兩成受訪者認為目前幼稚園收

費不合理，逾九成市民支持推行15年免費

教育，七成人指政府應全數資助半日制及

全日制幼稚園。有家長指，幼稚園教育開

支佔收入一成半，經濟負擔不輕。工聯會

建議，日後資助範圍應包括半日制及全日

制幼稚園，否則與公眾對15年「免費教

育」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

學生會總會「落區」為7萬會員爭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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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詩人廖偉棠40篇優秀散文：有懷念一

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風采，有對作家三

毛、商禽等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他又以細膩的

文字，帶領讀者雲遊四方。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他現

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書中講述一些意味深長的事
情，啟發我們思考，從中學會很
多事。其中給我印象較深刻的是
林肯一生屢遭挫折的事情。林肯

31歲時，營商失敗；32歲時，競選議員失敗；34歲時，再
次營商失敗；35歲時，可憐的他還要經受戀人離世的打擊，
痛徹心扉；36歲時，他的神經受到損傷；38歲時，他再次
參選議員，又遇挫敗。但是，所有再大的打擊、再多的挫
折，都無法擊倒他。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後，皇天不
負有心人，他52歲時，終於成功當選總統。
本書讓我知道能以積極心態對待失敗的人，就會從失
敗中學到不少東西。一次次的失敗會使他們知道問題癥

結所在，最終成為通向成功的鋪路石；相反，以消極心
態對待失敗的人，只會把失敗作為放棄努力的藉口，使
其成為阻礙自己邁向成功之路的攔路虎。
每個人的一生都會遭遇失敗。有句話說得好：「失敗乃

成功之母。」沒有失敗，哪來成功？沒有努力過，失敗了，
沒有甚麼藉口，才是真正的失敗。失敗是邁向成功的第一
步。在失敗過程中，你會對事物得到更多認識，明白更多
道理。面對失敗，要持積極心態去發現問題所在，這樣的
人善於發現問題的積極意義，因此他
們懂得進取；反之，持消極心態的人
囿於問題的消極方面，因此會比別人
悲觀、退縮。

成功與失敗是很難預測的，
然而，換種眼光，換個思路，
持堅定必勝的信念，成功的機
會就會大得多。不要害怕失
敗，只要失敗後還能重新站起
來，有一天你會發現你離成功
越來越近了。成功不難，最難
是要有一顆堅持、上進的
心。失敗並不是永遠的，
它正是為你走向成功的鋪
路石。失敗並不可怕，可
怕的是失敗後的墮落！

中華書局編輯經理于克凌點
評：小時候，編者總覺得名人傳記都一個套路：主人公克服重重困難，
成就一番事業。卡通不都這麼演？他們演的還沒卡通好看呢！於是漸漸
就不想看了。長大後，編者才明白自己很幼稚。人生在世誰沒遇過困
難？但並不是誰都能不逃避、不埋怨、不敷衍了事。名人所以成功，是
因為不論苦樂，他們從不虛耗每一個機緣。知易行難，互勉。

學生：林燃
學校：聖士提反堂中學積極面對失敗《潛能開發》

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

學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

作品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

得一稿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

贈送50元書券乙張，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

com。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

列明學生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

聯絡電話和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徵稿啟事

《有情枝》

元朗陳震夏校陸運會黃展豪等頒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升學是子
女成長道路上的人生大事，家長及孩子都
應及早準備，為協助家長選校，香港教育
城將於本月10日（星期六）舉辦「並肩同
行升中路」講座，大會邀請了資深校長分
享升中選校策略、不同學校的面試要求和
技巧，同時亦有專業社工即場教授家長如
何處理自己及孩子的升學壓力。活動費用
全免，歡迎家長、教師或校長參加。

周六舉辦費用全免
活動於本月10日（星期六）下午2半至
5時，假座沙田沙角邨香港教育城2樓201
室至202室舉行，當中香港資助小學校長
會主席、離島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兼香
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校長梁兆棠
將以「升中選校及面試策略」為題分享。
至於香港家庭福利會資深社會工作者楊綺
文則教授「如何面對及紓緩升中壓力」。
有興趣人士可填妥網上表格www.hkedc-
ity.net/registration/parentseminar，座位有
限，先到先得，截止報名日期為本月7日
（星期三）。
教育城表示，若家長欲搜集更多相關資
訊，為升學作最佳的準備，可瀏覽教城的
「家長童學」網上平台中的「子女升學選
校」，當中匯集了各專業機構及專家的文
章、影片、資訊等，可供參考；另該平台
亦涵蓋「教養及成長」及「子女學習支
援」資料，務求協助家長從良好的教養、
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入手培養孩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鄭伊莎）中學生涯，有
人埋首學習，有人活躍校內活動，亦有人選擇跳出校園。
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高中生，憑着一股熱誠，加入香港學
生會總會，絞盡腦汁為全港約7萬名中學生會員爭取福利
與舉辦活動。該會副主席、聖若瑟書院中四生吳銘軒表
示，總會屬「非一般」的學生組織，並非純粹舉辦學生活
動，而是希望藉此令會員一同成長，並協助他們解決學習
遇到的困難。未來該會將為應屆文憑試考生推出模擬考
試，又以各種福利優惠減輕會員的經濟負擔。
香港學生會總會第十五屆籌委會的兩名「中堅分子」副
主席吳銘軒及常任秘書梁安俞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介紹該會的新動向。吳銘軒介紹指，今屆8名籌委會成員
均來自不同中學，部分成員雖然素未謀面，但目標一致，
而且能互補長短。其中，為學生爭取更多福利是首要任
務，就此成員不惜「落區」逐家逐戶與商戶老闆商討最新
的學生優惠。

靠韓劇學韓文爭取餐廳折扣
梁安俞分享指，曾到訪一間位於尖沙咀的韓國餐廳，老

闆是韓國人，雙方「雞同鴨講」，「我用在韓劇學到的韓

文再配合身體語言跟他溝通」，結果成功為會員爭取折扣
優惠，令學生受惠。他們又跑遍全港九新界，在不少餐
廳、文具店、精品店等均爭取到不同的優惠。
過程難免會吃閉門羹或被拒諸門外，吳銘軒說理解部分

商戶的反應，「（商戶）給優惠是人情，不給也有其道
理。」梁安俞亦指，不會因而氣餒，認為笑容和主動便是
最的感染力，能讓對方明白他們的用心。

首與機構合作辦模擬文憑試
有見不少高中生為應付文憑試承受各種壓力，該會今年為

此推出一項全新活動。吳銘軒透露，最近與補習機構及學校
合作，舉辦以四大核心科目為主的模擬考試，助應屆考生提
早做好裝備，活動本月底將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
8名籌委既要應付繁忙的學業，亦要抽空籌辦不同的大

型活動，對他們來說毫不容易。二人坦言，每周也要開一
次會議，加上學習忙碌，家人有時略有微言，故各人需學
會掌握時間分配。吳銘軒笑指，在接手總會前，幸得上屆
的師兄姐「教路」，傳授聯絡名冊及資料等，「實質的行
政工作，不太難掌握，因為主要是傳承上屆籌委的工作，
而舉辦活動的技巧就要靠我們逐步摸索和累積。」

幼教委員會去年底率先交代研究落實3年幼教的工
作進展，當中傾向建議政府資助半日制本地非

牟利幼稚園的學費，換言之，全日制幼稚園並不在
「免費」範圍之內，而其他雜費則由家長承擔。工聯
會就15年免費教育進行問卷調查，在去年11月至12
月期間成功訪問318名市民，當中六成半是幼稚園學
生家長。

七成冀資助涵蓋半日全日幼園
會方昨舉行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四成四市民認為

現時幼稚園收費水平「尚可」，認為不合理者則有兩
成；覺得合理者則有較多，佔三成六。會方指調查反
映幼稚園收費的合理程度水平只屬一般，有近七成人
認為未來的資助應涵蓋半日制及全日制幼稚園，同樣

由政府出資豁免學費，而逾九成市民支持政府推行15
年免費教育。

家長：減免後學費仍令家庭受壓
林女士的女兒去年就讀本地全日制幼稚園，以她一

家三口為例，月入約為15,000元，在使用學券和申請
學費減免下，其學費和雜費的教育開支佔家庭總收入
的15%。林女士認為，這對家庭已構成經濟壓力。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指出，幼教委員會早前公

布的幼教工作進展報告提到，有意容許就讀全日制幼
稚園的學童申請額外資助，但這仍未能與半日制幼稚
園的全免資助看齊；若政府未能推行有學費全免的全
日制幼兒教育，以現時學費減免資格及學券計劃未來
有可能因落實免費幼教後而取消的情況下，大部分家

長需承擔相關學費，與公眾對15年「免費教育」的期
望有很大的落差。

鄧家彪：全數資助釋放家長勞動力
鄧家彪建議，政府可資助70%至100%的全日制幼稚
園學費，以助家長投入全職工作，釋放勞動力；而幼
稚園雜費開支繁多，政府可考慮以每月發還的方式資
助家長的幼稚園經常性雜費開支，同時監管幼稚園雜
費開支的上升幅度，避免校方濫收雜費。
工聯會又認為，政府應進行一次廣泛調查，了解家

長對全日制與半日制幼稚園的實際需求，並在教育質
素和政府開支以外，從勞動力、人口政策、外國傭工
政策改變、扶貧等社會角度考慮未來幼稚園教育的發
展的方向。

甫踏出波蘭蕭邦機
場，當我呼吸第一口空
氣，便不由自主地愛上
了這個擁有着獨特面貌
和歷史的國家。在前往
拜訪當地學生的途中，
我沿途所見大大小小不

同的建築物，無論風格與色調都有着濃厚的
特色。波蘭的建築物既沒有希臘小屋的藍與
白，也沒有羅馬古都的華麗與輝煌，矮牆都
是灰灰暗暗的色調，簡單而樸素。
波蘭人的居住環境大都是密集式住宅，其
中單一的門戶極像香港的舊式大廈。他們的

升降機門是手動開關的，升降機未停定時，門是不能
推開的，也只有關好門，升降機才會開始運作。記得
有次當我到訪波蘭的民居，東張西望了一會，才恍然
發現牆上貌似通話機的物體是門鈴，就像上世紀六七
十年代的外國電影中，每一戶人家都有所屬的門鈴。
走在長廊上，兩旁排滿了一道道鐵閘。此時我感覺走
進了時光隧道，恍如置身在上世紀的歐洲。
這十天的旅程，我內心經常受到「歷史與戰爭」的

衝擊。波蘭是歷史的保存者，她並不是將自己的過去
風乾成陳列品，放在博物館讓大家參觀，而是讓歷史
繼續存活在日常生活中。波蘭這個國家曾受盡戰爭的
蹂躪，看到這些頹垣敗瓦的廢墟，可以想像戰爭的可
怕之處。
另外，這個城市令我着迷就是他們學習語言的情
況，波蘭人從小到大需要學習多國語言，包括德語、
俄語、西班牙語等多個語系。在這個語文環境下，學
生能接觸其他國家的文化，從而提升其競爭力。反觀
香港只着重於兩文三語，英語為另一語系的語文，但
粵語與普通話的學習方式跟語法基本一致。社會普遍
只要求能說能聽這三種語言便足夠，這個有趣的文化
差異，實在值得我們反思。
我希望藉此再一次衷心感謝民政事務局和青年事務

委員會讓我參加其合辦的國際青年交流計劃（波蘭）
2014-15，讓我有幸踏足這片美麗的國土，擴闊眼光及
視野，並藉着與海外青少年交流意見，豐富人生經驗
及鍛煉思考能力。 ■李文諾

公開大學教育及英語研究雙學位課程畢業生
（標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於上月15日
一連兩天假元朗大球場舉行第二
十六屆周年陸運會。校長鄭振發
在開幕致辭時，鼓勵學生盡展潛
能，在運動和學習上爭取最佳成

績。最後全場總冠軍由四社中的「誠社」奪得，啦啦
隊總冠軍則由「勤社」奪得。
陸運會上，家長、學生、老師進行運球競技接力賽

及師生接力賽，促進彼此交流。此外，校方又邀請了
17間小學派出共30隊接力隊競逐小學友校接力邀請
賽，場面熱鬧。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校長陳志雄
擔任頒獎禮主禮嘉賓，而出席頒獎禮的嘉賓包括中聯
辦新界工作部宣教處科長黃展豪、元朗區議會副主席
王威信、和富社會企業營運經理譚超雄等。

■ 吳 銘 軒
（左）及梁
安俞期望為
全港約 7萬
名中學生會
員爭取更多
福利。

鄭伊莎攝

■黃展豪頒獎予社際陸運會全場總冠軍「誠社」。
校方提供圖片

■■香港學生會總會第十五屆籌委會的香港學生會總會第十五屆籌委會的88
名成員均來自不同中學名成員均來自不同中學。。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鄧家彪鄧家彪((左三左三))表示表示，，若學費全免的幼兒教育不若學費全免的幼兒教育不
包括全日制幼稚園包括全日制幼稚園，，這會與公眾對這會與公眾對1515年年「「免費免費
教育教育」」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筆者筆者（（右二右二））在波蘭期間探訪及體驗當在波蘭期間探訪及體驗當
地人的日常生活地人的日常生活，，並合照留念並合照留念。。 筆者供圖筆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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