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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邀知專生製作 合年輕人口味更入腦

星理事會訪教院交流「終身學習」

考生違規難勸阻
短片輕鬆講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考評

局每年都苦口婆心提醒文憑試考生留

意考試規則，以免被扣分甚至取消成

績，但當局統計數字反映，過去兩年

仍有八、九百名考生涉及各類違規，

包括作弊、抄襲、遲到、在試場拍照

等。在力勸無效之下，當局今年破天

荒與職訓局合作，邀請後者轄下院校

正修讀電影及電視高級文憑的學生製

作短片，以年輕人角度出發，配合輕

鬆橋段講解考試規則，希望加深考生

的印象。

港大授名譽博士 胡鴻烈冀贈亡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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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以往會與製作公司的團隊合作，拍
攝有關考試規則的短片，讓學生在應考

前能了解清楚，避免被扣分甚至被取消資格的
情況。不過，今年考評局決定打破傳統，改與
VTC轄下的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合作，邀請正就
讀電影及電視高級文憑二年級的學生，參與製
作三段新的短片，以迎合年輕人的口味，各人
均曾在新高中課程中修畢「電影及錄像」的應
用學習課程。
三段短片名為「應考 Up Up Up」系列，每

段約一分鐘，以三個不同的情景講解不同的考
試規則，包括攜帶試場違規物品、考試異常事
件處理以及考試時間的規定。參與拍攝的學生
包括4人的拍攝團隊，他們由去年12月開始動
工，構思、編劇、導演、拍攝及後期製作均由
他們一手包辦。

考評局員工粉墨登場
導演王卓騏坦言，自己過去應考文憑試前，
都有熟讀相關的考生規則，但當時的文字版本
較難入腦，若能做到影像化，會更突出主題。
據了解，拍攝團隊亦特別加入電影元素及音
效，加強吸引力。此外，拍攝團隊亦動用了不

少朋友「捱義氣」參與拍攝，當中亦有考評局
員工粉墨登場。
被問及今次作品與平日的功課有何分別，王

卓騏表示工作態度大有不同，「今次會特別注
意各項細節，包括早期搜集資料、複檢劇本、
鏡頭運用等。」作為公開試的「過來人」，拍
攝團隊均指，今次的拍攝工作更有使命感。

加「滴汗」易有共鳴
為讓學生更容易得到共鳴，編劇馮浩寧及攝

影師盧子朗都表示，鏡頭上更刻意捕捉演員的
表情特寫，包括加入演員滴汗的表情，以刻劃
出考試緊張的感覺。
拍攝團體花了約一個月完成作品，負責後期

製作的姚昱君表示，一直與考評局保持緊密聯
絡，剪接過程尚算順利。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傳意設計及數碼媒體講師

陳肇忠表示，在拍攝過程間一直從旁協助學
生，各人態度專業，付出不少時間和心力，作
品亦能成功地引起考生的共鳴。
考評局代表都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

學生發揮以往在高中應用學習科「電影及錄
像」學到的知識。

中學文憑試常見違規事件
違規項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作弊/校本評核抄襲個案 9 27 3
攜帶未經許可物品到試場 110 145 83
沒有遵從考試時間指示 90 140 114
於試場內拍照/將電腦條碼照片上載互聯網 4 3 3
違反手提電話規則 72 81 52
考聆聽試遲到、無自備收音機及相關配件等 520 529 324
總計 805 925 579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製表人：記者 李穎宜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你有
勇氣再嘗試一次嗎？我在英
國度過了最青春的五年，兩
年的高考，三年的大學。現
今海歸回流香港後，當時的
經歷依然讓我很嚮往。
如果讓我重來一次，我會

嘗試多些和英國學生做朋友，學習多點當地俚
語，提升英語水平，這不論是對學習還是以後
工作都有很大幫助。記得當時我大多數時間都
是和華人學生玩在一起，畢竟覺得有親切感，
但現在回想起來，好像錯過學習英語的最好時
機。在中學時，每個寄宿學校都會有一個
House mother，就像是一個照顧寄宿者的主
管，生病或者是心事都可以和她聊，我有個朋
友每天都找House mother讀報紙，學口語和生
字，英語進步得超級快，現在還在外國做了導
演。升大學以後，在倫敦等大城市似乎更加難
和本地學生交朋友，因為要顧及自己的生活和
原本的社交圈子，已經很不容易，所以更加沒
有推動力去交更多新朋友，所以如果要打好英
語基礎，最好就在中學的時候多努力。
除學習外，如果可以重來，我會在大學的第

一年參加更多的社團活動如舞社、話劇之類。
現在上班了才發現，原來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
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後悔當初因為臉皮薄，所
以沒有積極加入社團。而且，我在大學也應該
更早點學習多一門語言，不該等到大三時才學
日語，因為在大學報名比在外面更便宜，而且
在英國的大學，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很多，隨
時都可以找朋友練習，這是在香港沒有的機
會。
人生想重來的事情可以很多，但與其空想，

不如立刻充實自己。要彌補之前留下的遺憾，
努力讓五年後的自己不後悔，這樣反而更加實
際。

（標題為編者所加）
■葉清心

作者簡介：一個生於上海，長於香港的女
孩，從小喜歡寫作、旅遊。一年半前於英國倫
敦大學畢業，剛完成新聞文學碩士學位，現居
於香港。

如果讓我重來一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珠海
學院昨日宣布計劃於下學年推出六個新
課程，包括4個學士學位課程及該校首
次開辦的國學及建築兩個碩士課程，預
計學院將合計增加200個學額，也配合
明年2月開始遷入屯門新校舍的計劃。
其中廣告及企業傳播、傳播及跨媒體以
及中文文藝創作3個學士課程已落實於
9月開辦，每個課程名額為40個，首年
學費為6.6萬元，較現有學士課程高約
5.6%，而其餘3個則預計可於4月至5
月獲行政會議確認通過。
珠海學院昨舉行記者會介紹最新發

展，校長張忠柟表示，該校已獲通過可
於今年9月開辦廣告及企業傳播、傳播
及跨媒體以及中文文藝創作3個學士課
程，希望培訓人才配合社會發展需要。
有份統籌前兩個傳播新課程的新聞

及傳播系副主任陳望祖介紹指，兩課程
的重點在於「以解難為本」，希望針對
新世代的傳意技巧，並滲入社會科學理
論，期望以不同的課程組合支援傳播行
業人才發展。有關新課程首兩年學費每
年6.6萬元，第三年及第四年則為7.1
萬元，水平較今學年的課程略增5.6%
及5.2%。

擬辦國學及建築碩士課程
張忠柟又指，學院亦計劃在9月首辦

國學及建築兩個碩士課程，現正進行評
審，預計4月至5月可獲正式行政會議
確認通過。該校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李立
信表示，近年社會對國學愈見關注，而
香港也能吸引對有關方面感興趣的內地
學生，但現時本地只有一間院校提供相

關碩士課程，需求較大，該校收生時會彈性處理
港生及內地生比例。而建築碩士則針對可持續性
發展，希望培訓具社會責任的建築師。兩個碩士
課程學費約為每年8萬至10萬元，初步計劃先錄
取30名學生，之後逐步加大學額。
而該校另一籌辦中的建造工程及管理學士課

程，同樣正等待行政會議確認通過，計劃先推出
20個學額。
就未來幾年中六畢業生持續減少影響專上課程

生源，張忠柟指不擔心該校新課程會出現收生不
足問題，認為提供新學科可能讓學生有更多選
擇，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他又透露，該校建設多
年的屯門新校舍預計可於明年2月啟用，當中設
有多個先進的工作室及實驗室，配合課程發展需
要，屆時最多能容納4,000名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加坡
終身學習理事會（Lifelong Learning
Council）代表團昨日到訪香港教育學
院，了解教院在終身學習方面的教育經
驗。是次到訪的成員，包括新加坡勞動
力發展局副局長卓文生、新加坡終身學
習理事會主席陳家榮、新加坡教育部總
司長何品等。

教院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系主任
鮑勃主持並介紹該校及終身學習研究與
發展中心的工作。該學系副教授兼長者
學苑總監譚小玲則分享了該校長者學苑
課程的發展藍圖，及有關長者教育和跨
代學習的研究發展。譚小玲表示，教院
是本港首批成立長者學苑的高等院校，
積極推動終身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樹仁大學校監胡
鴻烈是香港私立大學教育的先驅，推動本港教育發展逾
四十載。為表彰他對社會和高等教育界作出的巨大貢
獻，香港大學昨日特別向他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
位，近200名仁大師生到場致敬。一向是「愛妻號」的
胡鴻烈表示，想與已故的太太、仁大校長的鍾期榮分享
這個榮譽，希望將這個學位送給她，鶼鰈情深，令人動
容。

梁智鴻馬斐森等高層出席
胡鴻烈與已故的妻子鍾期榮傾盡家財，於1971年創辦

樹仁學院（仁大的前身），多年來為社會培育了不少人
才。為了表揚胡鴻烈的貢獻，港大於昨日舉行的第一百
九十三屆學位頒授典禮上，由副校監李國寶向胡頒授名
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校長馬斐森等一眾高層

亦有出席。
年屆95歲的胡鴻烈雖然腳步蹣跚，仍不忘向台下來賓

鞠躬致謝意，並按港大傳統，於名譽畢業生登記冊上簽
署，完成頒授程序。他的長子、仁大副校長（學術）胡
耀蘇代表胡鴻烈致辭時指，對於獲授此榮譽感到十分榮
幸。
胡鴻烈又憶述，在創校初期經歷了種種艱辛，面對無

數挑戰、艱苦與孤單，但多年來他與鍾期榮一直堅守原
則，以「敦仁博物」的校訓推行仁者教育。直至樹仁於
2006年正式升格為大學，二人的理想總算實現。
他又指，社會不斷轉變，為大學帶來新挑戰，包括適
齡學童人口持續下降，自資院校學位最快於2016/17年
便會過剩。不過，他相信要讓仁大在未來十年屹立不
倒、繼續發展，必須在保持原則與考慮實際兩方並行，
並在大學的強項上力求精進，切合社會的需要，服務社
群。

胡又分享了健康長壽的秘訣，「我相信讓身心保持活
力，是長壽的一個關鍵原因。」他並引述《論語》第七
卷，孔子這樣形容自己：「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嘉許大部分應屬於太太」
典禮完結後，大群師生爭取與胡鴻烈合照。笑容滿面

的他接受記者訪問時又提到：「我已經95歲，想要退休
了」，而仁大要交下一代接棒。雖然太太鍾期榮於去年
3月3日與世長辭，但胡鴻烈認為，上述名譽博士的嘉
許，很大的部分應該屬於太太，「我很快到另外一個地
方，想把它送給校長。」
據了解，雖然鍾期榮已離開逾一年，但胡鴻烈一直視
鍾期榮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都會走到鍾校
長的房間，叫一聲「媽媽」，以家中的暱稱呼喚向已告
別塵世的妻子。

■張忠柟表示不擔心增加新課程會出現收生不足
的問題。 李穎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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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鴻烈認為，名譽博士的嘉許很大部分應該屬於太太。 莫雪芝 攝
■港大向胡鴻烈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近200名仁大師生到場致敬。

莫雪芝 攝

■4名修讀電影及電視高級文憑二年級的學生，參與製作「應考 Up
Up Up」系列短片，為考生講解3項相關考試規則。左起為姚昱君、馮
浩寧、王卓騏及盧子朗。 李穎宜 攝

▲▼知專設計學院學生拍攝短片時全情投
入。團隊加入電影元素及音效加強吸引
力。當中不少朋友「捱義氣」參與拍攝，
考評局員工亦有粉墨登場。 考評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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