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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歧視謬價值觀 補習社廣告挨批

肌肉張力症輪劍摘銀 聽障懂奏小提琴鋼琴

體障雙妹心志堅
體藝有成迎放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紅十字會

甘迺迪中心的兩名同學馮紀樺、孫嘉怡，有着

與別不同的成長經歷：前者患有罕見的遺傳病

「多巴性肌肉張力障礙症」，全港只有三、四

個案例，包括了她與兩名親戚；雖然行動能力

受阻，但她積極投入運動，屢獲殊榮；後者則

有中度聽障兼大腦麻痺，偏偏對音樂情有獨

鍾。弱不禁風的兩個女孩，勇於挑戰自身「弱

項」，更捱過了文憑試，本月中將與其餘7萬

多名考生一起迎接放榜。無論成績如何，他們

的故事，已印證了自身的非凡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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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不少
學生都認為公開試就是「一試定生死」，
生於舊制的吳文軒，經歷過會考和高考的
挫敗，最終卻是一步步地由修讀副學士、
升讀自資學士，再成功入讀浸會大學的人
文學課程，並修讀了教育文憑，前後以6
年時間完成其大學路的「本科段」，更即
將開始「碩士段」。他多花了的時間，除了
用於學習，也用於社會服務，有關方面的傑
出表現，令他獲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
會選為「十大優秀青年」，以及獲香港準
教師協會頒發「傑出準教師金獎」。
不少人都認為八大院校的學生均是公開

試下的「成功者」，但吳文軒卻偏偏不是
這樣的例子。理科生、會考11分，高考更
是「肥」了2科，只有中、英文合格，
「但也沒有特別失望，因為本來就知道成
績大概如何，早已報了副學士課程。」

冀投身社福界 學歷需求迫進步
為何還會堅持求學呢？吳文軒坦言︰

「因為我想做的事，沒有學歷不行。」自
小已是童軍，參與多項社會服務，包括到
中學母校組織領袖生訓練活動、於傷健協
會、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等機構做
義工和實習，都令他更希望於社福界工
作，而這個範疇的工作都需要學歷，所以
只能逼自己走這條路。
在略為曲折的求學路上，吳文軒也花了

不少時間做義工，後來發現服務別人的同
時，自己也能受惠，「能幫到人很有滿足
感，因為看到改變的力量。這亦幫助到我自
己讀書，因為做義工時接觸到的事，對我的
『刺激』很大，令我寫論文功課時有更多想
法，例如我曾服務傷健協會，我在讀書時也
寫過有關殘疾人士發展的文章。」

不過，最影響他的還是在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
員會擔任義務學校講者，令他認識到兒童權利的重
要，「香港不重視讓小孩子表達，即使是教育工作
者，大家亦只是以學生最大利益出發，而不是以兒
童最大利益出發，兩者是有分別的。」也因為如
此，吳文軒決定繼續裝備自己，除了新學年將到香
港大學攻讀教育碩士外，更希望將來可到外國讀博
士，深入研究兒童權利的問題，並將有關概念帶回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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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歐陽文倩）隨着
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
錢大康今個月約滿不
再續任，港大中央管
理小組昨日宣布委任
副校長（研究）譚廣
亨為署理首席副校
長，並於明日起生
效。另外，中央管理
小組兩位新成員，即
副校長（研究）賀子
森和副校長（環球事
務）高為元也將在2
個月內到任。
面對社會質疑港大
的管理層任命問題或
會影響大學運作，港
大中央管理小組表
示，他們致力履行校
務委員會的決定，並
以大學的最佳利益為

依歸，着力有效管理大學；港
大卓越的領導團隊，「於過往
和將來，均矢志鞏固港大在亞
洲區、以至全球領先研究型大
學的地位。」是次委任譚廣亨
為署理首席副校長，小組指譚
廣亨是一位傑出學者，亦是港
大中央管理小組的資深成員，
經驗豐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
忞）香港城市大學日前與正威
國際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備忘
錄，計劃將共同從事重大技術
研究、產品開發、技術推廣與
應用，以及共同申報各類科技
計劃項目，並從事學術交流活
動。簽約儀式在城大舉行，城
大校長郭位及正威集團董事局
主席王文銀，代表締約雙方在
協議書上簽字。
正威集團主席辦公室總裁唐

毅輝、城大副校長（研究及科
技）呂堅、毫米波國家重點實
驗室主任陳志豪、超金剛石及
先進薄膜研究中心主任李振聲
和知識轉移處處長艾荃等亦有
出席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補習社為招攬學生，近
年要各出奇謀搶客，而大埔區有補習社近日推出暑期班
廣告，當中寫着「子女未來住太和還是銀湖天峰，視乎
暑假您的安排！」，涉嫌歧視的語句惹來熱議，大批網
民炮轟其宣傳手法不當，向學生灌輸錯誤價值觀，擔心
補習社若以此理念教學，會誤人子弟。有家教會代表亦
批評以譁眾取寵手法宣傳，有貶低個別地區之義，有違
教育宗旨，只會令其流失客源。該補習社總校回應時辯
稱，涉事分校為特許經營的外判中心，「不是我們本身
中心的宣傳」，又為管理疏忽向公眾道歉。

以住太和銀湖天峰比較
有網民昨日於社交網站轉發一張位於大埔區的智德教

育中心新興分校宣傳單張，其內容先引用早前網民製作
的「港鐵沿線屋苑住戶月入中位數」，單張上方寫有
「子女未來住太和還是銀湖天峰，視乎暑假您的安排！
千萬不要誤了他的前程！」，又指「今個暑假休息，下
年考試便『中招』」，並附上該補習中心舉辦的暑假課
程詳情。
該廣告經轉發後，隨即引起不少網民留言批評。網民

「Robbie Wu」批評，宣傳單張的用詞極為不當，有貶
低大埔區之嫌，並指補習社作為教育機構竟向學生灌輸
錯誤的價值觀，是誤人子弟。「Chi Keung Leung」質疑
有關說法無理，認為家長讓小孩開心過暑假並不代表孩
子長大後不能有優越的生活條件。「Ben Wong」則揶揄

該補習社亦只能在太和開辦補習社。

分校負責人拒絕回應
該補習社在社交網站專頁回覆指「被人投訴，呵
呵」，其後修定為「被人投訴了，只能說謝謝意見」，
又引用宋真宗的《勸學詩》回應。至於其總校「智德」
則於社交網站解釋，該分校為特許經營的外判中心，推
說「不是我們本身中心的宣傳」，又指因管理疏忽向公
眾道歉。本報記者昨致電予該分校負責人蘇先生，但他
聲稱要交由公關書面回覆，拒絕回應。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梁兆棠指出，用家庭收入衡量學

生是否成功的想法不當，或會打擊基層家庭，並提醒家
長，為孩子選擇補習社時應判斷有關廣告的真實性。對
於有人指「成功需苦幹」，他認為家長為孩子報讀適量
的興趣班，有助擴闊孩子的學習經歷，但強調學生的學
習能力及進度因人而異，「家長要根據孩子的能力及興
趣，盲目地在暑假催谷他們，只會扼殺了學習動機」。

專家指譁眾取寵令人反感
九龍城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陳鳳雯表示，家長揀選
補習社主要以口碑及優良師資為考慮，上述譁眾取寵的
宣傳手法，旨在吸引家長留意，卻令人反感，最終只會
適得其反，流失客源。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副會長何
主平亦指，近年類似的宣傳手法屢見不鮮，但政府難以
監管，呼籲補習社應自行檢點，避免帶來反效果。

今年20歲的馮紀樺，患有「多巴性肌肉張力障礙症」，
腦部會慢慢失去機能，雙腳不受控制，而一些需要移動

手指的細微動作，例如彈琴和寫字等，都會顯得吃力。約八
歲時已病發，腳部抽筋，不由自主亂踢，其後整條腿都未能
屈曲。她指這屬隔代遺傳疾病，全港病例三、四個，大她兩
歲的家姐和另一名遠房親戚也是病者，只是姐姐的病況較輕
微，可在主流學校讀書。

燒艾「辣腳」猛灌藥 終能「站起來」
為與病魔對抗，媽媽用盡不同方法為紀樺醫病，甚至試過
燒艾「辣」在她的腳上，希望刺激其神經。家人又聽從友人
建議，帶她到內地求醫，「我生於單親家庭，當時媽媽和爺
爺帶我去醫病，我無法走路，加上是肥妹仔，他們就輪流拿
行李及揹我上落樓梯」，做完手術後，家人又煲湯予她補
身。現時她仍要恆常做物理治療，每天服食3種共30粒藥，
幾經努力，她已能站立和慢慢走路。
在家人關懷、醫生和學校教職員的幫助下，紀樺有機會讀
書和嘗試不同活動，如輪椅舞及劍擊、敲擊樂等活動。自9
歲起已入讀甘迺迪中心，她坦言近年放在讀書的時間和心力
不多，大部分時間均專注於發展藝術和運動等個人興趣。她
是輪椅劍擊好手，曾經參與2013年香港體育節的花劍項目，
取得個人銀牌和團體金牌。

應考不幸「生蛇」沒時間休息溫書
她透露，在應考文憑試期間，她不幸「生蛇」，為免傳染

同學而放棄在校留宿，每天花幾小時來回學校及天水圍的
家，未有足夠時間休息和溫書，對文憑試成績未抱太大期
望，只求五科合格。她希望將來從事幼兒教育或報讀商科，
盼望終有一天銜接至大學，日後貢獻社會，以報答曾經幫助
她的有心人及家人。
不過，醫生告訴她，其病情有機會愈來愈差，可能令她失
去自理能力，近日其手臂移動的幅度開始減少，如果加藥她
又會頭暈、嘔吐和無法小便等，故日後或要透過手術，在腦
部加裝電池及接駁天線，控制腦電波發出指令，長遠每年均
要做手術換電，以控制病情。天生樂觀的她笑言，「天生殘
障無法改變，但讀書和學習其他東西，一樣可以改變命
運。」

聽障生挑戰「弱項」擬報音樂課程
紀樺的同學孫嘉怡，現時約有五、六成聽力，平日需要

戴助聽器及使用輪椅出入，近日聽力有減弱跡象，旁人需
要在她面前說話，她則靠讀唇協助理解說話內容。紀樺和
嘉怡在文憑試申請了延長考試時間，但由於嘉怡寫字速度
和聽力有限，對成績未敢樂觀。嘉怡指，平日愛跳輪椅舞
及聽歌，也懂演奏小提琴、鋼琴、敲擊樂，「音樂令我放
鬆，可令我放下讀書的壓力。」聽障未有嚴重影響嘉怡的
音樂感，她擬報讀演藝學院的音樂課程及香港專上學院的
文憑，未來冀在鋼琴演奏或作曲方面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本港教育工作者
長期男女失衡，以幼教界尤甚，有開設幼兒教育高
級文憑的耀中社區書院，男女學生比例就是1：
20。修讀有關課程、曾獲安排到幼稚園實習的男生
林敬淳笑言，男幼園老師絕無僅有，故學生特別喜
歡他，他亦對幼教充滿熱誠，希望將來順利入行；
但他亦坦言薪酬偏低令男生卻步，怕長遠無法養妻
活兒，希望政府多關注幼教的薪酬及待遇，吸引更
多男生入行。

幼教文憑班男女比例失衡 3：57
耀中社區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一年級生林敬淳

和陳詠琳，是該課程的首批學生。一年級共有60個
學生，男女比例為3：57，約30人一班，林敬淳是其
中一班的唯一男生。林敬淳指，中學時代男女同學比
例已不平衡，現在就讀女生主導的幼兒課程，也很快
適應。
去年他應考文憑試，偶爾外出時遇到鄰居的小

孩，對方竟然主動向他說：「哥哥加油！」令他倍
感窩心；他又曾因為親友要外出工作，要代為照顧
兩個八、九歲的表妹，久而久之學會如何與小孩相
處，如何博得孩子歡心。他在選科時，曾徘徊在傳
媒和幼教兩個專業之間，但想到自己對幼教更有熱
誠，加上家人在選科上提供意見，故訂下了幼教的
發展目標。

冀政府關注福利 吸引男性入行
今年3月，林敬淳獲安排到耀中幼稚園實習，做輔

助老師，他要以幼稚園學生為觀察對象，並撰寫報
告。他發覺孩仔們都很喜歡纏着他，「我稍為大聲說

話，他們就會很興奮，一發不可收拾」。為了維持課
堂秩序，他改為柔聲說話，勸孩子要冷靜點，而過程
中，他自己亦變得更有耐性。林敬淳坦言，男人要養
妻活兒，幼師薪水和福利不算理想，他希望政府日後
會調整薪酬，和關注幼師福利，以吸引更多男性入
行。
修讀同一課程的陳詠琳，早在中學階段已有幼稚

園義工體驗，其中一次為幼稚園教師代為照顧某個學
生，令她萌生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念頭，故文
憑試後，她決意入讀幼教課程。今年10月她將會進
行為期十星期的實習，她希望被分派到特殊幼稚園，
將所學融入實習，「其實這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和普通孩子沒大分別，幼稚園教師不可以看輕自
己的能力，我相信自己會幫到這些學生，提升他們的
學習興趣。」

■孫嘉怡(左)和馮紀樺(右)分別有不同的身體殘障，雖未對文憑試成績抱有太大期望，仍希望能憑個人興趣，
為社會作出貢獻。 黎忞 攝

■孫嘉怡展示
她的獲獎獎
狀。 黎忞 攝

■吳文軒雖然於公開考試屢受挫折，但仍無礙他表現
出色地完成大學，並獲得不同獎項。 歐陽文倩 攝

■郭位(右)和王文銀簽訂備忘
錄。 城大供圖

■有大埔區補習社刊登的暑期班
廣告寫着「子女未來住太和還是
銀湖天峰，視乎暑假您的安
排！」，惹來不少網民狠批宣傳
手法不當。

網上圖片

■就讀耀中社區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一年級的林敬
淳（左）和陳詠琳（右），是首批入讀該課程的學
生。 黎忞 攝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神州大地 副刊 人民政協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