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教育新聞透視眼A21 ■責任編輯：霍柏宇、袁偉榮 2016年1月5日（星期二）

單親家女孩：最想一家吃頓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與
家人一起吃一頓飯，看似平常不過的
事，卻是中二生伍海琪一個難以實現
的心願。因父母關係破裂，海琪自小
已失去母親的關懷，忙碌工作的父親
也難以時常陪伴左右，令她一度自暴
自棄。不過，老師的鼓勵令她悄然改
變，過程中更找到她的夢想──編
劇，最近她將自己的故事寫成劇本。
而父親遲來的關愛，更令她感到一路
走來，原來自己並不孤單，並決意朝
夢想邁進。

自小家庭破裂 曾自棄反叛
今年13歲的粉嶺救恩書院中二生
伍海琪，性格樂觀積極，誰也想不到
她曾有個灰色的童年。在海琪的記憶
裡，父母關係自她讀幼稚園起便已破
裂，令她自小在兩人的吵架聲中長
大。到她升讀小一，母親更離家出
走。母親的離開，令家裡變得異常寂
靜，對小女孩而言，這是沉重的打
擊，「當時不明白為何媽媽要離開，
夜裡經常會偷偷地哭泣，怕爸爸知道
後會傷心。」

獲良師鼓勵 追夢尋回價值
沒有母親關愛，海琪在初小曾以放

棄學業、打架等反叛行為，期望引起
家人關注，卻不得要領，令她一度以
為父親有意忽略她。幸好小六及中一
班主任的鼓勵，令她完全改變。
她憶述，當兩位老師得悉其母離開
後，經常陪她午膳，分享生活點滴，
又鞭策她追上學業進度。
今天的海琪，正努力追趕學業成

績，亦學會追夢，「我喜歡文字、創
作劇本，最近在朋友的幫助下，正將
自己的故事改編拍成一套微電影。」
她笑言，編劇時找到自己的價值，更
藉着文字拉近了與父親的距離。
父親由於工作經常要早出晚歸，兩

人根本難以碰面，海琪遂以小字條向

他訴說學習上的經歷，父親則會留下
一兩句鼓勵的說話。去年有警察上門
告知，其母在內地因販毒而被捕，令
她極為失望，但她沒有自怨自艾：
「我現在懂事了，覺得媽媽是一時犯
錯，希望她能走回正途，也希望我們
一家人有一天可以齊整地吃一頓
飯。」

自拍成長劇 奪青協進修獎
海琪樂於將自身經歷與身邊的同學

分享，鼓勵他們以正面態度面對挫
折。在旁的班主任張詠欣指，海琪
學會鼓勵同學，難能可貴，她更會
關愛校內老師，「有時老師亦會收

到她的心意卡，確是令人很窩
心。」
海琪成長的經歷，令她成為今年青

協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的得獎
者之一，並成為計劃下的「積極人生
推廣大使」。大會邀請了得獎者的家
人拍攝一段短片在頒獎禮上播放，她
的父親當時就對着鏡頭說：「阿女，
其實爸爸不是不關心你，每天努力上
班只是想為你帶來更好的生活……我
希望你繼續做自己喜歡的事，爸爸會
支持你！」這番說話，令海琪潸然淚
下，「原來我並不孤單」，接過父親
在頒獎禮送上的一支筆和一本簿，海
琪決意朝寫作的夢想邁進。

生源年跌600人
英中收表不減

自收昨起接受申請 皇仁料平均14人爭1位

中學首日自行收生情況(部分)
學校 首日收表
皇仁書院 20份
迦密中學 17份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13份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10多份
張祝珊英文中學 10份
資料來源：上述各校 製表：記者 黎忞

升中人數近年持續減少，教育局指，截至去年
11月，參加新學年中一派位的小六學生約為

46,100人，比去年減少600人。而有關家長可於昨
日起至本月20日的自行收生階段，不限地區為子
女報讀兩所心儀中學。

兒拒報其他名校 獨愛皇仁
昨早上起，傳統名校皇仁書院已吸引來自全港各
區的家長報名交表，其中家住將軍澳的何太指，兒
子自小五起已對皇仁情有獨鍾，「他說港島區其他
名校都不要（報讀），我給他氣死。」
何太坦言，兒子小學成績全級排行第二十名左
右，中文科成績稍遜，能被皇仁錄取的機會未算太
高，但她強調自己並非怪獸家長，無意為爭排名催
谷兒子，所以沒有報讀補習班及任何興趣班，「因
為他自己也不想報，我不會逼他。」如有幸入讀，
何太不排除會舉家搬到該區，方便上學。
家住東涌的家長梁先生昨也為獨子到皇仁交表，
他指從兒子小四起，已開始為其物色學校，他曾帶
同兒子參加皇仁開放日，尤覺該校學習風氣好，課
外活動多元化，因此適合兒子入讀。他又指無意搬
到港島區，如獲取錄不介意兒子來回各花1小時乘
車上下課。

資優生多元化 家長料入皇仁
來自東區的家長郭先生表示，兒子在語文和數理
方面均是資優生，本身亦有就讀資優學苑課程，加
上亦有參與校內朗誦、唱歌和田徑等活動，發展多

元化，有信心其能夠獲皇仁青睞。
另一家長邱太則指，兒子小三起就以升讀皇仁為

目標，但過往呈分試時曾因太緊張和壓力太大而失
眠，現時會抱平常心面對取錄結果，
皇仁書院副校長周根雄表示，該校中一自行收生

面試將在3月19日進行，校方會選出200人參與，
最終取錄43人。他指昨日已收到約20份申請表，
預計之後會陸續增加，總數約為與去年相若的600
份。另一傳統名校華仁書院（九龍）校長鍾衛良亦
估計，今年自行收生可收到600多份申請表，與去
年相若，有關學生將競爭該校48個自行學額。
其他地區名校方面，佛教善德英文中學校長何滿

添指昨日收到13份申請表，比去年同期多4份。他
指該校去年在自行收生共收到455份申請表，但今
年適齡學童人數進一步下降，故不敢估計最終收表

數，不過早前的招生簡介會吸引到近千名家長和學
生出席，申請情況應樂觀。
另外迦密中學昨自行收生首天收到17份申請

表；張祝珊英文中學亦收到10份；道教聯合會鄧
顯紀念中學則收表10多份，情況與去年相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忞）新學年9月入學的中一自

行收生階段昨日開始接受申

請，今年適齡升中學童人數比

去年減少600人，學界仍可能

要面臨收生不足的衝擊，但對

家長來說，子女入讀心儀學校

的機會卻略有增加。今年英中

名校繼續受到家長追捧，其中

在港島區的皇仁書院，昨便有

家住東涌的家長跨區報讀，為

該校良好的學習風氣，甘願兒

子每天花約1小時車程上學。

校方預計今年自行收生數約有

600份，平均約14人爭1位。

另外，其他各區多所英中在首

日收表情況亦與去年相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公共圖書館學生自修
室將於3月1日至5月31日的考試期間延長開放時間，有需要
於該期間使用學生自修室的人士，可於下周一起申請入座
證。
市民可於各公共圖書館索取有關申請表格及使用細則，或

從網頁www.hkpl.gov.hk/cindex.html的「圖書館通告」一欄
內下載表格。截止申請日期為2月5日，結果將於2月19日至
29日張貼於相關圖書館的告示板。
申請人必須為公共圖書館的登記讀者，公開考試及專業考

試的考生將獲優先分配座位。申請人只可遞交一份申請表及
選擇上午、下午或晚上其中一個入座時段。
如有查詢，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921 0208。

自修室入座證
下周一接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一年一度香港花卉展覽將
於3月舉辦，康文署今年以「花薈藝萃」為題舉辦花展學童
繪畫比賽，歡迎全港中小學生於花展開幕當日到場取材，繪
畫喜歡的花卉展品或園林景點，希望可提高中小學生對愛護
植物和自然環境的意識。
由康文署主辦的2016年香港花卉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比

賽，將於花展開幕當日（3月11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
歡迎中、小學生透過所屬學校報名參加，截止報名日期為本
月12日。
比賽分初小組（小一至小三）、高小組（小四至小六）、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以及高中組（中四至中六）4個組別
進行。小學組比賽於上午9時至中午12時舉行，中學組比賽
則於下午1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舉行。
章程及參加表格可於康文署網頁下載，填妥的表格須由參

賽學校的校長簽署，並於本月12日或之前寄交至九龍佐敦寶
靈街17號官涌市政大廈6樓官涌體育館「2016年香港花卉展
覽相應活動小組主席」，或傳真至2314 2205。

花展學童畫賽
3月維園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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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東涌的梁先生，昨跨區到
皇仁書院為兒子交表。莫雪芝 攝

■何太的兒子對皇仁「情有獨
鍾」。 莫雪芝 攝

■郭先生有信心兒子能成功入讀
皇仁。 莫雪芝 攝

■■皇仁書院昨早已吸引皇仁書院昨早已吸引
來自全港各區的家長報來自全港各區的家長報
名交表名交表。。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接過父親贈送的一支筆和一本簿，海琪決
意朝寫作的夢想邁進。 鄭伊莎 攝

■缺乏母親關愛，海琪（左）在初小一度自暴自棄，幸獲老師鼓勵關
愛，才讓海琪重回正軌。右為班主任張詠欣。 鄭伊莎 攝

今夏有幸獲學院安排到英國
伯明翰大學上課，3個星期的
英倫之旅匆匆過去了，當中接
觸了很多新鮮事物，帶回家的
不只是照片和新友誼，還有令
人百般回味的英倫文化。

那夜，我遇上了人生的第一個Pub Quiz，這是酒
吧拉近人與人距離的獨特魅力。遊戲題目變化不
多，離不開某演員得獎電影片名、某歌手獲得獎
項，或是從一堆雜亂無章的相片中認出某某明星
等。對於我這輩新生代，網絡自然成了解題的利
器，輕鬆輸入關鍵字，不費吹灰之力，已輕鬆掌握
答案。可是，同行的學生大使卻大力勸阻，並建議
我們難得來到英國，就應以「地道」的方式參與遊
戲，意即僅靠腦袋和鉛筆來完成挑戰。
起初，面對陌生的外國流行文化，我真的無從入

手，只見同桌的大使費煞思量時，仍不忘與我們討
論，於是我也放膽嘗試，猜想可能的答案。一桌
人，你一言，我一語，歡笑聲此起彼落，一同沉醉

在歡樂之中，瞬即打破語言及年齡的隔膜，樂也融融，遊戲
的輸贏早已拋諸腦後。原來過程中所獲得的樂趣遠比答對題
目更喜悅，簡單地享受一段美好時光，以笑聲作為印記，歡
樂回憶永誌難忘。我想，也許因為這種魅力，令英國的酒吧
有着舉足輕重的社交位置吧。

試划艇無遺憾 體驗牛津傳統
有一次，我與英國友人短聚，順道請他帶我們體驗牛津的

傳統消遣活動，好讓我們充當一個下午的「英國人」。我們
分別划兩艘艇，看見友人熟練地划着，手起槳落，優哉悠哉
地推動船隻緩緩向前，逐漸遠去並消失在轉角處。我早已蠢
蠢欲動，恨不得立刻趕上友人，但接過長長的金屬船槳後，
我後悔了，它比我想像中更重，單是提着已有點吃力，任憑
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艇就是固執地不肯前進，不是船槳被
河床淤泥吸着，就是艇身左搖右擺，最後撞向河岸。上岸時
我不單全身濕透，還筋疲力竭。我沒有為失敗感到氣餒，因
為量力而為便足夠了，至少嘗試過已無遺憾。

失敗不可怕 懶試將畫地為牢
這兩次經驗令我反思現今社交網絡發達，輕輕掃動屏幕、

貼個讚好，彷彿能把朋友的故事變成自己身歷其境的感受，
我們變得懶於嘗試，或者缺乏勇氣親身體會，繼而選擇活在
一個虛擬而不真實的世界，拉遠與現實的距離，慢慢變成畫
地為牢，自我封閉。其實失敗並不可怕，反而是給我們重新
檢視自己不足的好機會，再改善問題迎接挑戰。
此刻，腦海中閃過愛迪生改良電燈泡的故事，有人問他嘗

試了千種材料才找到鎢絲時有什麼感想。他氣定神閒回應
指︰「我沒有失敗，只是找到了999種不適合的物料。」失
敗其實是一種經驗、經歷，給自己上的寶貴一課，從而獲得
成長的機會。
同學在享受遊學時，要勇於嘗試其他地方不同的事物，體

驗當地文化，虛心學習別人的優點，尊重當地習俗禮儀，做
到遊、學並重，便看到世界有多大！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英文高級文憑課程學生
董卓衡

■筆者在英國
交流時，接觸
了當地不少地
道文化及新鮮
事物，至今仍
百般回味。

筆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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