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大副學位院校擁26億盈餘
教局促回饋學生 校方指已設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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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港自資副學位

課程近年發展迅速，各大學旗下的自資社區學院

被指累積大量財政盈餘。教育局昨日回覆立法會

的資料顯示，7所辦有自資副學位課程的資助院

校，上年度雖錄得逾1億元虧損，但其「賬面」

累積盈餘仍然超過26億元。局方並引述有關院校

指，已積極為學生提供獎助學金及改善校園設

施，而為償還政府建校貸款、應對未來學生人數

下降及發展新校舍等，院校也須有足夠儲備以維

持運作。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消防火場奮戰 用腦更勝大隻

從學習到實習 學會迎難而上

2012年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評估評定香港
的15歲學生在全球65個經濟體
中（當中包括全部34個經合組
織國家OECD countries），在閱
讀、數學和科學的表現分別排名
第二、第三和第二。雖然香港的
父母仍以送子女到海外如美國、
澳洲、英國升學為傲，但PISA的
科學評估卻告訴我們，香港的中
學教育堪稱數一數二。
香港在這20年的教育改革，一

方面推出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的學
制，並同時容讓教育市場增加大專

學額，現時修讀大專的比例已佔年齡組群的六
成以上，這亦反映學位商品化和知識型社會對
莘莘學子造成不少壓力。

學校與職場接軌出問題
與此同時，中學教育和職業市場的接軌亦出
現問題。例如在2010年最後一屆的會考，在那
批最少應考五科考試的日校生中，只有58.4%
能拿到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文），這即是說有
41.6%的人在完成五年中學課程後，基本上未能
拿到一張有利他們在職場或升學發展的文憑。根
據OECD發表的相關研究報告，很多發達國家
如日本和韓國，在2011年高中課程的合格率分別
是96%和93%。而OECD國家的高中課程在當年
的平均合格率則是83%。
到新高中文憑課程推出後，我們的年輕人表現又如
何呢？根據2015年的考評局數字，該年出席最少五科
考試的日校應考生中，能考獲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文）
或以上成績的考生佔69.2%。這表示新高中課程容讓接
近七成的學生達到升上大專的最基本資格，亦符合很多
政府工的基本學歷要求。換句話說，我們的新高中文憑
課程，相對於舊有的會考課程，令能夠拿到五科合格的
高中生比例升了一成。但就算這樣，我們還是和鄰近的
日本和韓國相差兩成以上。

名列前茅變不合格
不禁要問，究竟我們是否有必要讓我們的中學教育製造
這麼多失敗者？為何其他已發展國家的高中課程合格率平
均有80%以上，而我們則有三成年輕人被評為失敗者？這
看來和香港的PISA結果自相矛盾。因為PISA的結果基本上
顯示了我們的學生在他們十五歲時，在閱讀、數學和科學的
能力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但於三年後的DSE考試則把同
一班三成左右的學生評定為不合格，讓這班「失敗者」無論
在選擇工作或進修都要面對一條崎嶇的路。

■黎佩炎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研究統籌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社區支援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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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不少大學或大專
生都有到不同機構實習
的機會，部分更把工作
實習定為必修科目，是

學習及成長必經之路。透過實習安排，同學可以
把理論和實踐互相結合，同時感受理想和現實的
落差，準備迎接現實的工作環境。如果能在實習
的過程中汲取失敗的原因及教訓，便可避免日後
在真實職場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建立亦師亦友關係
一般來說，學校會盡量因應每位同學的專業和

個性安排合適的實習，更會為他配對一位指導老
師。當同學在實習過程中，遇到疑難或困惑時，
便可以向指導老師傾訴和討教。由於實習工作環
境有別於課堂教學，指導老師需就同學的問題以
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去分析及探討。指導老師和同

學之間的互動，更能令雙方的師生關係昇華，相
比在課堂上，更能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
正如在中國傳統的智慧中，最高境界的不是溝

通，而是感通之情，讓師生關係一切「盡在不言
中」。
酒店行業向來是不少同學夢寐以求的工作，但

往往透過實習才能讓同學知道當中的苦與樂，認
清自己是否適合在酒店業發展。我任教的「旅遊
及款待服務管理」高級文憑課程其中一位同學，
她獲安排到酒店實習，主要職責是前線服務工
作，而我正是她的實習指導老師。在最初的一星
期，她感到很大壓力，特別在面對客人要求和與
同事相處上，因未能適應真實的工作環境而感到
灰心。透過電話通話、短訊和面談，我聆聽她的
感受和困惑，並給予正面鼓勵和適切引導。我們
盡量維持每天連繫，以便在她遇到挫敗感時即時
作出支援，協助她建立信心，應用課堂所學的理

論解決現實工作環境所遇上的難題。經過一段實
習日子，她明顯成長了，待人處事變得成熟。在
實習完結那天，我特意到她實習的酒店與她一同
離開。那刻，我看到的是一顆種子萌芽成長。

從跌碰中成長
現時不少學生遇上困難時，或會「知難而
退」，而缺乏「迎難而上」的勇氣。實習可以令
同學對困難產生「感受」，有感受而「行動」，
才可產生新思維和習慣，是培養「迎難而上」勇
氣的好機會。在實習過程中，同學亦可學懂職場
中待人處事態度，感受箇中「艱難」和從跌碰中
成長，這些都是在課堂沒法領略的寶貴經驗。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高級文憑課程講師梁國強
（全球職涯發展認證培訓師）
學院網址: www.cuscshd.hk

有一種職業，我們一邊
憧憬他們的勇氣，一邊卻
暗暗希望他們能從我們的
視線消失，因為當他們的

身影出現在眼前時，就意味着災難已經發生。消防
員是最矛盾的職業，他們工作的最終意義，正正是
讓自己在人們面前消失。
可是，天災人禍無法避免，人們仍然期盼着這些
真正的英雄，拯救他們逃離險境，這就是消防員的
使命，就算以命相搏，也無怨無悔。

學堂最難捱 教官常訓話
曾任職文員的鄭裕濠（阿濠）成為消防員已兩
年，他表示自己從來沒有當消防員的想法，但他
有感以往的工作沒有太大發展機會，在經濟情況
不容許下，又不想花大錢去進修，所以就選擇了
一條主要以體力掛帥的路。「消防員跟文員相
比差別很大，以前工作較輕鬆，就算睡眠不足
也能應付日常工作，但消防員就必須時刻打醒
十二分精神，體能與頭腦都要保持最佳狀態，
才能應付不同的救援工作。」
阿濠花半年時間做準備，包括體能及消防知
識等，首次投考消防員便成功進入學堂，「最
辛苦真的是在學堂時，尤其是第一個星期可
謂身心俱疲。訓練由早上8時到下午6時，在
30多度天氣下穿着全副消防裝備進行訓練，
而教官要求十分高，事無大小都會訓話。」

一周「肥」三次即夢碎

他憶述指，由於身體不能很快回復狀態，所以每
天起床都筋疲力竭，要命的是，每周考試只要不合
格3次便會被趕出學堂，消防夢立即破滅。頭一個月
中途放棄的想法不時出現在阿濠腦海中，但他一直
堅持，直至最後一個月出學堂舉行畢業禮為止。
他成為一名真正的消防員，才明白仍有很多技巧
或知識要學，但他認為當消防員真的是很熱血很有
意義的工作。
「有次行動，報案人報稱是垃圾引起的小火，所
以只出動一架消防車，可是到達後才發現已演變成
大火，油站就在火災埸地附近，但人數不足必須增
援，而火災埸地又在天橋底下，濃煙沒法立即散
開，加上救援灑水的水蒸氣令能見度近乎零，可謂
伸手不見五指。我們就在一片緊張氣氛中拉緊神經
工作。」

面試前上網做準備
雖然拯救生命很有滿足感，但人總會經歷生死，
阿濠坦言要處理屍體時會有不好感覺，「始終最唔
想有人死。」消防員的工作其實不只在災難發生當
下，經驗豐富的消防員多數負責前線的工作，經驗
較淺的消防員便負責駁喉、行山拯救、火災後等善
後工作，也有些工作是需擁有牌照的，如高角度救
援、交通意外所使用的拯救工具、海上救援等，在
沒有行動時他們都會檢查工具、練習拯救技巧等

等，也有運動
時 間 保 持 體
格 。 阿 濠 表
示，很多年輕
人 想 做 消 防
員，但多數人
只會空想而沒
有付諸行動，
以為自己身體
強 壯 便 能 成
事，到面試時
答錯問題，或
未能符合最低
的入職要求便
來面試。其實
當消防員，頭腦比身體更為重要，他建議年輕人若
真的想做消防員，一字記之曰心，不要輕易放棄，
事前亦應參考如消防處網站做好準備，「大隻不是
一定得的。」

■撰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生涯規劃服務隊
（香港島及離島）

■■阿濠認為對消防員而言阿濠認為對消防員而言，，頭頭
腦比身體更重要腦比身體更重要。。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2014/15年度七大自資社區學院財政情況
只計自資副學位課程財政情況 學院整體財政情況（包括其他進修課程）

自資社區學院/部門 年度盈餘/虧損 累積盈餘/虧損 自資社區學院/部門 年度盈餘/虧損 累積盈餘/虧損

城大專上學院 1,149萬元 9.37億元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2,603萬元 8.27億元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 -6,800萬元 5.02億元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180萬 2.88億元

教院副學士部 180萬元 449萬元 嶺大社區學院 -1,433萬元 1.37億元

浸大傳理學院轄下電影學院 156萬元 305萬元 嶺大持續進修學院 -3,298萬元 -1,061萬元

浸大持續教育學院 291萬元 -3,833萬元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高鈺 總額（包括各自資副學位課程及學院整體財政） 約-1.21億元 約26.49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近日學界積
極推動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
學）教育，以培育未來科技人才。位於橫
頭磡的樂善堂余近卿中學昨日舉行STEM
活動日，邀請了深圳市中英公學和廣東碧
桂園學校的師生來港，透過參觀「魚菜共
生園地」、機械人編程和珊瑚養殖等，促
進彼此交流和學習。有來自內地的中一學
生表示，日常較少機會親身接觸珊瑚等生
物，大呼「好玩、好神奇」。
STEM活動日先由活動中介機構北京友

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教師及余近卿中學
的教師先進行教學示範，安排學生參與機
械人編程、趣味編程、全息影像製作等課
堂，及參觀珊瑚養殖和「魚菜共生園地」
等項目。

校長︰學生搶救反肚魚學解難
余近卿中學校長劉振鴻表示，該校去年暑

假在操場附近建設「魚菜共生園地」，目前
有百多條寶石魚、丁桂魚，也種植了西洋
菜。該校亦另闢空間養殖珊瑚、烏龜、龍蝦

和沙巴龍躉等，讓學生了解多樣化的海洋生
態。整個魚菜共生園地及相關組件，校方投
資了近三十萬元建設。
今年年初本港經歷了近十年最寒冷的一

天，最低溫度只有近攝氏3度。劉振鴻表
示，「魚菜共生園地」由中一至中四學生自
發打理，當時近150條寶石魚，約三分之一
「反肚」但仍未「升天」，學生最終以加暖
管、分隔魚兒等方法救回部分魚兒，而未能
救回的就成為了師生們的「大餐」。
他認為讓學生打理共生園地，可訓練他

們的解難和應變能力。就讀中一的嚴凱
彤，有時於上午 7 時就回校打理「園
地」，她在家中有養魚，又喜歡海洋生

物，而打理「園地」裡動植物的同時，又
學到很多高階知識，包括魚的排泄物中的
氨經過硝化作用會變成硝酸鹽，有助蔬菜
生長。

現時8大院校中，除科技大學外，其餘7
所均設有自資社區學院或相關部門提供

副學位課程。去年施政報告曾提出，因應自
資社區學院累積大量財政盈餘，政府會「要
求各院校認真檢討財政狀況，並盡量將盈餘
以不同方式回饋學生，例如減學費、向清貧
學生提供獎學金或助學金等」。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昨書面回覆立法會質詢時指，局方已

去信各院校，要求檢討自資副學位部門的財
政狀況，並運用學院財政盈餘回饋學生。

2014/15年度虧逾億元
教育局並綜合7所院校共9個自資副學位部

門2014/15年度的財政資料，當中5所錄得
小量盈餘，其餘4所則有1,400多萬元至
6,800萬元虧損，整體虧損約1.21億元。不

過，由於有關學院過往經常「賺大錢」，7
大自資副學位相關累積盈餘仍有逾26億元，
其中以城大專上學院及港大專業進修學院最
多，分別有9.37億元及8.27億元（見表）。

稱儲錢還政府貸款
因應各自資副學位院校擁有巨額盈餘，吳

克儉引述各大學的回應指，院校需要運用盈

餘以改善校園設施、發展新校舍、償還政府
貸款、加強教與學及提供獎助學金等。例如
盈餘逾9億元的城大專上學院，數年後將要
搬離大學本部，校方會以累積儲備來發展新
校舍；而盈餘逾5億元的理大香港專上學
院，在2015/16年學年會撥款約1億元以提
供獎助學金、支援學生海外交流及提升校園
設施等，而學院現時也有約6.41億元政府貸

款需要在未來逐步償還。
此外，包括港大及中大的自資進修部門則

已成立數十年，其儲備經多年累積，並非全
來自近10多年始提供的副學位課程。其中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指，該校會每年撥款約
100萬元作自資副學位學生的獎助學金，並
需以儲備償還約2.05億元政府貸款、投資新
課程、改善校園設施和應急費用等。

粵深師生參觀余近卿魚菜園

■余近卿中學學生向內地學生介紹魚菜共生
園地的運作和生物種類。圖左五為嚴凱彤。

記者黎忞 攝

■■劉振鴻展示劉振鴻展示「「魚菜共魚菜共
生流動車生流動車」。」。 黎忞黎忞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