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評局「元老」難忘範文「大出貓」
蔡熾昌：一次「捉」600考生 為保公平背文不作評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的公開考試，不論是昔日的會考高考還是現時的文憑試，每年均影響

數以萬計考生的前途，受到全城關注。今年為考評局成立40周年，歷年公開試發生過不少轟動事件，回

顧過去，40年前已入職的「元老」、前任秘書長蔡熾昌憶述，最難忘的是1996年，局方發現有多達600

名考生在高考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作文卷，集體背寫補習社範文事件，「雖然那時沒有寫明不可背寫範文，

但如果接受背寫就無法達到考試效度，對其他學生也不公平，最終，我們決定背寫部分不作評改及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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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昨天於陸佑堂舉行
長期服務獎頒授典禮，本年度
有近三百名教職員獲頒長期服
務獎。該校今年新設的45年
長期服務獎，共有兩人獲獎，
包括肝炎權威、李嘉誠醫學院
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兼李國賢基
金教授（腸胃學）黎青龍，及
英文學院的劉志雄。校長馬斐
森表示，感謝各同事多年來忠
誠為港大服務，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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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笈列斯大學，吃
多了薄餅與薯條，難免
想念香港的食物，這時
唐人商店和餐廳便是
一解鄉愁的好去處。

大學校園連同市中心，約有七八所
唐店唐餐館，入內購物，意外地大部
分職員都會說廣東話（有的老闆請員
工還指明要懂粵語）；坐下點菜，背
景響起的音樂，筆者認得的有Be-
yond、Twins和容祖兒，抬頭一看牆
上的電視機，還會在MV遇見上世紀
90年代的張學友。
粵語流行文化近年被批評風光不
再，在香港、中國甚至整個亞洲的影
響力大不如前，但按筆者在日常生活
的觀察，靠着我們以前的「老本」，

加上一些新興的力量，本地流行文化
也不致於「無人識你喎」。
近日大台開始播放新版《射鵰英雄

傳》，網上旋即引起熱烈討論，比較
哪個版本的黃蓉最神似；初到列斯
時，我的主修科目的十多位同學當中
只有兩位華人，一個是我自己，另一
位是來自北京的女生，我們能打開話
匣子，都是靠以前大台的《射鵰英雄
傳》（張智霖版） 和《笑傲江湖》
（呂頌賢版）。

紀念學長「哥哥」睇道地港片
14年前的4月1日，是「哥哥」張
國榮離開香港人的日子，有內地同學
早前在朋友圈上載，「哥哥」離開的
一天，在校園一角，放滿了歌迷的鮮

花與自製的心意卡，紀念這位曾在列
斯大學留學的一代巨星。
《春嬌救志明》早前在全球多個地
方上映，我跟香港和內地的朋友特意
坐火車到曼徹斯特市觀看，裡面大半
都是說普通話的年輕人。
其中一位內地朋友笑說：這套電影

在內地有廣東話版和普通話配音版，
不少人為求「原汁原味」聽廣東話的
gag和橫飛四處的港式粗口，堅持要
找廣東話版場次來看。
另外，筆者參加了大學語言夥伴計

劃（Language Partner），這計劃是
一個配對平台，讓有志學習外語的學
生尋找來自當地的native speaker學習
語文。
例如一個希望學習英文的韓國學生

登記後，如碰巧也有一名希望學習韓
文的英國學生登記，他們便可以在平
台取得對方的電郵地址，然後定期約
出來見面，以輕鬆和生活化的形式，
學習對方母語。

參加配對平台 學他鄉母語
當筆者翻開平台的登記簿，發現有

不少內地同學有興趣學習粵語，讓我
在英國學習時，也可順道練習普通
話，這並不太令人意外；但當我嘗試
找「希望學習粵語的英國人」時，希
望鍛煉自己的英文口語，就深切感受
到廣東話在國際間的地位。下期再
談。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作者簡介：劉景熙，前報章港聞記

者，主要跟進政治及教育新聞；現於
英 國 列 斯 大 學 （University of
Leeds）修讀政治傳播碩士，希望把
外國所學所思，回饋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將軍
澳香島中學於上月28日舉行本年度的
中六畢業典禮，逾四百人出席典禮，
場面熱鬧。主禮嘉賓之一的香港公開
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院長張國華致辭
時表示，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同學
要懂得善用學校傳授的知識，以開放
式的思維去創造新的知識，以迎接未
來挑戰；而國家發展「一帶一路」，
單是兩文三語已不能滿足發展所需，
同學將來面對的世界將會更為廣闊和
多元化，故要有開拓創新的精神，學
會與不同國家和區域的人合作，並掌
握一技之長，才能與時俱進。
畢業典禮的主禮嘉賓包括：中聯辦
教育科技部副部長劉建豐，公大教育
及語文學院院長張國華，新界總商會
副會長周駿達，日新牛仔褲有限公司
董事長周華焯，運豪集團董事陳曉
暉、陳燕兒，西貢區議員莊元苳，校

董會主席袁武、香島教育機構教育發
展總監楊耀忠、校監葉燕平等。

辦國際課程 拓升學選擇
校長鄧飛介紹該校的生涯規劃教育

以「一個都不能少」作主題教育，提
倡升學出路多元化，確保每名學生皆
能找到合適的出路。
另外，學校在香島教育機構大力支

持及注資下，新學年將開辦國際課
程，進一步擴闊升學出路選擇；當今
社會強調多元化教學，該校會實施電
子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並加強
國民身份認同教育，培養學生立足香
港、胸懷祖國、面向世界的視野和胸
襟。

薪火相傳儀式 回饋社會
典禮上舉行薪火相傳儀式，畢業生

代表樊家煒將象徵香島精神的錦旗授

予學弟施羽澤，希望學弟學妹們將香
島精神薪火相傳、回饋社會。
黃晴軒同學代表畢業生致辭，感謝
學校、老師和家長的教導與支持。
典禮後陸續舉行文藝及話劇表演，

包括古箏演奏、通識話劇等，最後則
是畢業班的校園生活短片分享，同將
6年的校園時光，濃縮在數分鐘的短
片內，以笑聲為畢業禮劃上完美的句
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粵港澳高校聯盟於去年11月正
式成立，至今共有26所大學加盟，大會昨日於中文大學深圳
研究院舉行年會及校長論壇，探討更多有利於粵港澳高校發展
及大灣區建設的項目，並簽署「高校圖書館聯盟合作協議」，
以推動優質教育資源分享。
主禮嘉賓之一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致辭時表示，這是粵港澳

高校聯盟成立以來舉行第一次周年大會，他期望通過參與論
壇，和各院校探討更多有利於粵港澳高校發展及大灣區建設的
項目。他認為，粵港澳三地的高校結盟已可發揮「1+1+1=111
的效果」，加上大灣區內9個城市加兩個特區的優勢，效果只
會更大。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教育部港
澳台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靈山、澳門中聯辦文化教育部副
部長浦海龍、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副主任曾冠雄、廣東省
教育廳副廳長邢鋒等出席了聯盟的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職業訓練局將於本月16日（星
期五）起，一連兩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職業專才教育
國際研討會暨香港青年技能大賽與嘉年華2017」，以帶出技
能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訊息，加深市民對職業專才教育的認識。
屆時現場有30多項技能體驗活動讓公眾參與，包括親手砌
出太陽能迷你模型車、利用傳統中國長嘴茶壺沖泡八寶茶、製
作蔬果雕刻、人體彩繪，及利用VR技術設計具個人風格的時
裝等。
大會同場亦安排了一系列「技能．星講座」，將邀請不同行
業專家分享提升生活質素的「小貼士」，和投身不同行業的實
用資訊。而「中學生技能展」則有來自不同中學的學生，進行
中學版的技能比賽，及展示其優秀作品，並設置技能體驗活
動，供公眾參與。
「香港青年技能大賽與嘉年華」於本月16日及17日，上午

10時至下午6時，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5B、5C、5D舉
行，費用全免，歡迎公眾參與。

粵港澳高校聯研大灣區優勢

青年技能賽16日會展舉行

將軍澳香中創新多元迎「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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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海外點解鄉愁 食中菜傾《射鵰》

■吳克儉昨出席粵港澳高校聯盟年會暨校長論壇，與其他主禮
嘉賓見證香港中大、中山大學及澳門大學代表簽署合作協議。

考評局今年迎來40周年，局方於今日
起在新蒲崗辦事處舉辦「專業考評

40年特展」，展出一批公開考試檔案資料
與珍藏，如證書、剪報、刊物等，亦設有
網上展覽，讓市民了解公開考試多年來發
展。
而早在1977年已入職的前秘書長蔡熾
昌則分享說，在其任職考評局至退休的27
年間，印象最深的要數1996年高考中化科
作文卷集體背寫範文事件，「當時有一題
是實用寫作，其中有三條分題，其中一條
是幫旅遊發展局草擬一個宣傳文件，宣揚
中國的傳統節日。考完試之後，我們就收
到投訴，說可能洩露試題。」

惹試題外洩虛驚 立即徹查
局方遂組織專責小組，展開歷年最大規
模調查，發現試題並沒有洩露，但逐篇逐
句對比後發現，共8,000份試卷中有約600
份都仿照同一篇範文，「考試前有一間補
習社出了一道題講『中秋節』，並給學生
提供了一篇範文，這個題目和我們的考題

完全不同，但學生看到題中重要字眼，又
覺得手上有一篇中秋節的文，就都照樣寫
了出來。」
事件當年引起很大風波，為了能保證考

試公平，如何處理涉背寫範文的試卷成為
難題。蔡熾昌指，當時的中文作文卷「沒
有和英文作文一樣寫明不可背寫範文，但
如果接受背寫就無法達到考試效度，對其
他學生也不公平。」他稱，經過當局嚴密
思考，「最終，我們決定有關文章和英文
作文要求一樣，如果有證據證明考生是背
的，那部分文字就不作評改及評分。」
近年香港的應試文化再次成為熱門話

題，甚至有人認為，應試文化更有愈來愈
濃的趨勢。就此，蔡熾昌指，應試文化並
非任何考試機構能單獨改變，作為一個社
會問題，需要整體社會一同應對。

回家改卷高危 曾爆失卷事件
另一考評局「元老」、任職逾39年的考

試系統組經理張美玉提到，考試後局方處
理試卷的步驟多年來亦有重大變化，「早

年我們收回試卷後要先分給閱卷員點卷，
看是不是齊數，再按題目分卷給閱卷員，
每個人集中改某一題。閱卷員需要把試卷
拿回家改，改完後送回，我們再檢查加分
是不是對，有沒有改漏，有沒有入錯
分。」這樣繁複的方法不僅令工作量加
重，且風險高，過去就曾經發生試卷丟失
事件。她續指，「近年來，每一張試卷都
會掃描到電腦，改卷人在指定的改卷中心
改卷，電腦自動入分、加分，有突發事件
也可以在電腦拿到數據」，大大提高了改
卷速度和安全性。

第一屆會考 打字繪圖都要考
至於考試科目、出卷方式等亦因為時代

變遷與科技發展產生不小變化，本身為
1978年第一屆會考生、後加入考評局現職
評核發展部總經理溫德榮就指，1978年的
試題有英文打字，到現在那已經成為基本
技能；而以前出試卷會以人手畫圖，甚至
要畫地圖，考試運算工具也不會採用計算
機，而是考評局提供的四位數表。

■入場人士
可試玩傳統
中國長嘴茶
壺沖泡八寶
茶。
職訓局供圖

■將軍澳香島中學日前舉行本年度中六畢業典禮。 學校供圖

■當年，香港中學會考證書中的人名由繕寫員
一筆一畫手寫。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 1991 年起准用計算機須印上 H.K.E.A.
APPROVED標籤。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蔡熾昌蔡熾昌（（中中）、）、溫德榮溫德榮（（右右）、）、
張美玉參觀張美玉參觀「「專業考評專業考評 4040 年特年特
展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