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生門檻微降 19分有望升大
專家：仍要看課程要求 吳克儉籲按興趣選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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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總
結文憑試收生統計時指，去年取得

20分的學生比較有機會獲大學取錄，
「今屆大約少5,000人，按百分比而言，
收生分數線應該會跌1分左右」，換言之
今年19分將是「安全線」，但他同時提
醒考生，聯招課程取錄與否仍要按個別
課程要求及學額數目而定。

熱線求助逾百 親子同受壓
學友社上周五（8日）起開設了38條

放榜輔導熱線，截至前晚10時已接獲
116宗求助，考生和家長求助各佔一半，
超過一半求助個案表示有情緒困擾。吳
寶城指雖然今屆考生減少，但他們的壓
力依然很大，「原因或源於他們對自我
要求不變，希望自己能入讀好的大學，
另一方面則可能源於不了解升學資訊，
以為出路很少，壓力自然變大。」他建
議考生進行聯招改選前，應了解各課程

的成績計算方法、科目比重、自身的面
試表現、學額等，綜合評估入學機會。
此外，近年自資院校課程眾多，吳寶

城指學生未必清楚掌握課程內容，有些
人甚至連院校名稱都覺陌生，建議學生
在部署報讀非聯招課程時小心留意課程
內容，例如是否經政府評審，及其報
名、註冊時間與留位費等事宜，而學生
繳交留位費前宜考慮清楚，以免浪費金
錢。
另一方面，家長面對放榜的心情絕不

比學生輕鬆，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
幹事陳倩雯建議家長調整期望，並多了
解子女的情緒反應，家長亦可預先準備
一些升學資訊，例如院校收生要求，
「知道發生什麽事，自然較易與子女溝
通。」

重讀生苦練英文望懸壺
正待放榜的重讀生江巧儀，去年英文

科只考獲2分，至今仍耿耿於懷，坦言當
時雖有內地大學取錄，卻因「唔服輸」
決心重讀，故「今年再無退路」，重讀
期間不斷操練英文，怕今年如果失手
「將不堪設想」。
她指今年準備更充足，內地、香港、

台灣的學府都有報讀，目標是入讀中醫
或護理科目，「不過父母對護理感嫌
惡，亦少接觸放榜資訊，為免聽到他們
的反對聲音，甚少與他們傾談放榜事
宜。」
另一名文憑試考生陳雯靖亦早已打算

好失手後的出路，包括在E-App報讀多
個專上課程，「一來報名後確保有面
試，讓自己在聯招前累積面試經驗，亦

有助自己『打底』。」她笑言目前已有5
個課程的「有條件取錄」在手，並已調
整好心情面對放榜。
吳克儉昨出席公開場合時表示，特區

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的資源很多，
涉款超過200億元，現時入讀資助學士學
位的學生佔適齡人口比例由以往的18%
提升至26%，再加上私立或自資院校的
課程，令整體適齡學生入讀學士學位課
程比率達46%，再加上副學士等其他課
程，修讀專上課程的年輕人有70%，各
專上學術機構和職業專才教育培訓機構
等學位多達7萬多個，這可讓同學作不同
選擇。他鼓勵同學能將眼光放遠一點，
並按興趣作出最佳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距離文憑試放榜只餘兩

日，今年有約6.8萬名考生應考，數字比去年減少約8%，

升學輔導機構學友社估計，今年大學收生門檻將輕微下跌

1分，預計考取19分的學生已有望獲聯招課程取錄，意味

入學難度稍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現時入讀資助學

位者佔適齡人口的26%，再加上私立、自資院校的學位及

副學士等課程，修讀專上課程的年輕人達70%，學額有7

萬多個，故呼籲考生放鬆心情看待結果，並按自己的興趣

選擇前路。

學友社提醒文憑試考生，近
日有匿名者冒稱是該社代表，
於文憑試考試期間到試場外，
以問卷調查方式取得學生資
訊，在放榜前致電學生推銷課

程。學友社強調，不會擔任課程中
介，提醒學生如有懷疑，應立刻向該
社及相關機構查證。

稱「唔讀難入學」遇質疑爆粗
吳寶城指，上屆文憑試已曾收到學

生查詢，指有機構疑冒充學友社名義
推銷課程，今年情況更有上升趨勢，
「如有個案表示，有機構在文憑試考
試期間，於試場外以問卷方式收集學
生個人資料，再在放榜前致電推銷課
程，游說學生上門報名及繳交學
費。」另有考生指，匿名者聲稱「唔
讀影響入學機會」。有學生提出質疑
時，對方即時發難爆粗，態度惡劣。
他強調，所有本地獲學術評審自資

課程，均不會在放榜前收學費，相信
匿名者推銷的課程或屬未經評審的本
地或海外課程，當中以酒店管理及工
商管理最常見。他又指，個案僅能從
考生通報得知，未能掌握具體數目，
「致電查詢的都是有懷疑的學生，但
至今未收到有實際損失個案，所以未
有報警。」他重申，學友社不會向學
生推銷或轉介個別課程，電話輔導服
務亦不會收集求助者任何聯絡資料，
呼籲學生如有懷疑，可致電：
23976116，向學友社查詢。

■記者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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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倩雯、江巧儀、陳雯靖、吳寶城。 姜嘉軒 攝

學童習武修德
城大揭可減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傳統中國武術有「國
粹」之譽，城市大學研究發現，習武原來可以減少學童
攻擊行為。專家把315名學童分為4組，評估習武對他們
的影響，結果同時學習武術及武德者，攻擊及違規行為
分別最少減低四成及五成半；受到挑釁、欺凌時則較多
以非暴力和自衛方法回應。研究人員計劃開發一套以中
國武術為本的教學法，讓本地學校採用，以幫助暴力學
童變乖。
研究獲教資會研究資助局轄下優配研究金撥款約39萬

元，城大邀請3,511名來自12間小學和1間兒童之家院舍
的6歲至12歲學童填寫問卷，再篩選出244名男童和71
名女童，把他們分為4組──只學習武術、只學習武
德、同時學習武術與武德，或只操練體適能，學員在課
堂前後均需接受反應評核。
負責研究的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表示，

結果發現，兼學習武術武德者，反應型攻擊行為、操控
型攻擊行為、違規行為及專注力問題分別下降42%、
65%、55%及40%。她指，這些學員傾向以武德解決問
題，受攻擊時較多以非暴力和自衛方法回應。
其他組別方面，只學武德和只學武術的組別，一般攻

擊行為分別下降29%和34%；後者違規行為和專注力問
題分別減少36%和28%；但前者違規行為和專注力未有
顯著改變。

看《霍元甲》《葉問2》學武德
城大社會科學碩士（應用心理學）畢業生兼註冊社工

李家鴻指，課程教導學童「不懂打人學打人，學識打人
不打人」等武德口訣，並讓他們觀看《霍元甲》、《葉
問2》等功夫電影，引導他們討論和演出片中複雜劇情，
並模仿角色以武德解決人際衝突。
馮麗姝認為，研究有助了解中國武術如何減少攻擊行

為，並可幫助具有攻擊行為的幼童改善問題，研究計劃
進行至明年夏天，以收集更多數據。

試場失利成轉機 IVE生赴英留學
大批文憑試考生正懷着忐

忑心情等待放榜，而曾於文
憑試失利、入讀專教院

（IVE）高級文憑的過來人羅子礽及黎曜庭卻認為，放榜遇
挫折反而是發奮向上的轉捩點，其經歷也說明依興趣選擇出
路亦可成功。他們同樣憑出色表現，獲「賀維雅基金會獎學
金」資助學費及生活費赴英國留學兩年，分別學習更多生物
醫學及資訊科技，望學成歸來回港貢獻。
IVE生物醫學高級文憑畢業生羅子礽，從小熱愛生物和研
究，尤其喜歡顯微鏡下多姿多彩的世界。而父親家族受遺傳
影響，心血管較常人幼，爺爺及其兄弟都因「爆血管」中風
過身，子礽曾目睹患病長輩要經常檢驗及服藥，對老人家而
言負擔很大，更讓她立志要從事生物醫學相關工作，助更多
人免於受苦。

續追化驗師夢 獲獎金赴英
相比成為前線醫生，子礽更傾向當「後勤」的研究位置，
夢想成為一名醫務化驗師。不過她卻於兩年前在文憑試失
手，「成績大概15分至20分左右，跟預想大有出入」，當
時正為前途籌謀之際，知悉IVE亦有生物醫學科目可修讀，

得以讓自己延續理想。子礽認為求學該從興趣出發，而並非
隨便找個「水泡」，而興趣亦令其學習事半功倍，憑在IVE
佳績獲獎學金，赴英國阿爾斯特大學銜接學位課程。
她又特別提到，英國的醫療研究制度較香港更完善，期望

未來兩年能學到更多生物醫學新科技，考獲牌照後回港，未
來打算投身血液及遺傳性疾病範疇的研究工作，協助更多病
人。
同樣在文憑試失利的黎曜庭，只得不足15分未獲大學取
錄，入讀IVE遊戲軟件開發高級文憑課程。他指當時因感到
這是自己學業上的「最後機會」，一改學習態度發奮搏盡，
成績平均點達3.9分，兩年間先後獲得5個獎學金，以及今
次赴英國斯旺西大學銜接機會。
黎曜庭又分享指，過往只視軟件開發及「寫App」為賺錢

工，但在IVE讀書時，參與研發一套協助SEN小學生學中
文生字的軟件，想法從此改變，「原來『寫App』能對社會
產生正面意義，滿足感實在很大。」他期望於英國學習新技
術及尋找靈感，目標成為一名軟件工程師，以科技令社會進
步，例如為SEN學生開發線上學習程式，或透過新的程式
軟件減少資源浪費。

■記者 姜嘉軒

■同時學習武術及武德的學生傾向用武德解決問題。
受訪者供圖

■羅子礽（左）及黎曜庭（右）獲得金
額最高2.4萬英鎊獎學金資助負笈英
國。 姜嘉軒 攝

家長想暑期「進補」學童盼打波游水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華鎧瑩）暑假即將開始，莘莘

學子準備連串活動享受悠長假期，但民建聯調查所得，逾
半受訪家長會為子女安排補習班，近三分一受訪小學生最
期望的卻是打球和游泳。幼稚園校長麥謝巧玲建議，家長
不要向子女施加過多壓力。
民建聯近日在中西區、灣仔、東區及南區訪問408名小
學生及其家長，了解家長對孩子暑期活動的安排及學童本
身期望。結果顯示，56%受訪家長為子女準備補習班；其
次是體育運動課程及文娛興趣班；但33%受訪學生最希望
可以打球、游泳等；33%人想旅行。
升讀般咸道官立小學二年級的林梓鋒，將於下月考二級
小提琴，其母安排他暑假隔日練習兩小時，補習社教師又
要求梓鋒多練習英文，「不過，小提琴班及粵劇班已佔去
大量時間，打算僅安排兩三天補習，星期日才休息。」林
太指，兒子上學時每天只能睡7小時，略感不足，雖然孩
子沒有埋怨，亦不想安排過量活動令他太疲憊。
升小五的李靖思及升小三的李靖悠，兩姊妹就讀田灣始
南小學，除了粵劇班外便無任何課外活動。靖悠年底出
生，初時曾被老師建議報考另一間較輕鬆的小學或遲一年
入學，怕她追不上進度。升上小二後，經學校社工及老師
輔導後，考試成績進步，被老師稱讚後回家便說暑假一定
要多加溫習，爭取更大進步。她的母親認為，即使強迫子
女到補習班，也不代表能有進步，反而教師鼓勵才最重
要。靖思笑言，十分享受不用補習的生活，會努力維持成
績。

麥謝巧玲籲勿給孩子太大壓力
民建聯南區區議員（華貴）、幼稚園校長麥謝巧玲
指，過去曾有已升讀小四的畢業生回來哭訴，投訴家長
不允許暑假遊玩，要先完成功課。她建議一星期安排一
兩天與學術有關的活動便足夠，過多會令孩子感到太大
壓力。

■民建聯公佈小學生對暑假看法調查結果。 華鎧瑩 攝

■靖悠(左)與靖思(右)喜歡不喜歡
補習。 華鎧瑩 攝

■梓鋒希望暑假踢足
球。 華鎧瑩 攝

■梓鋒媽媽指星期日不
會要兒子上興趣班或溫
習。 華鎧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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