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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自然科學排名 港三校躋身百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

2018/19學年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結

果昨日放榜，屬於兄姊在讀或父

母在職的世襲生創近年新高。其

中在北區多所受跨境生歡迎的小

學，均出現世襲生超額情況，連

帶「計分制」競爭亦變得激烈，

有獲 20分的學生最終亦未能上

榜；而部分地區名校世襲生超額

更見嚴重，多所學校超額超過20

個，有學校更多達41個！根據小

一收生機制，超額世襲生將蠶食

稍後供攪珠的統一派位學額，意

味明年初選校的分區校網派位爭

崩頭情況勢必持續。

小一收生世襲生蠶食攪珠位
自行分配學位放榜 世襲勁超額 明年派位勢爭崩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
年社會愈來愈關注學童功課壓力
過重的問題，就坊間有聲音要求
教育局規限學校的功課量，教育
局近年先後進行了兩次大型調
查，發現即使在同校同級相同課
業之下，學生做功課的時間有很
大差異，故局方認為「一刀切」
規限家課量上限是毫不專業的做
法，鼓勵學校以開放態度和具透
明度的方式，加強與家長溝通，
以完善家課政策。

相同課量做功課時間有別
教育局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

會呈交的文件顯示，教育局於
2015 年及 2016 年進行了問卷調
查，訪問了來自近100間小學約
7,000名家長。

調查發現即使同校同級相同課
業，學生做功課的時間差異很
大，由不足半小時至超過3小時不
等，這反映功課量並非主要及唯
一決定學生完成功課所需的時
間，而影響學生對於家課會否感
到壓力的背後因素更是複雜。
教育局強調，家課的質比量更

為重要，故教師在設計家課時，
應有明確的目的及預期的學習成
果，家課絕不等同強記硬背及過
量的機械式抄寫和操練。
考慮到每個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學
習能力都不盡相同，當局認為如
以「一刀切」的方式訂定每天家
課數量上限要求，是毫不專業的
做法，既未能照顧學習滯後的學
生，也沒有考慮如何提升資優學
生的潛質，無法做到拔尖保底。

教育局指不少學校已就家課和
測考政策適時與家長溝通，甚至
把有關的政策上載到學校網頁，
局方鼓勵學校以開放的態度和具
透明度的方式，加強與家長溝
通，以完善家課政策。若家長發
現子女在家課上遇到困難，應及
早與教師商討解決的辦法。
至於教育局由2005/06學年起實

施的「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
劃」，旨在為清貧兒童透過多元
的課後活動提升其學習效能、擴
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
計劃開始至今，每年的撥款總額
由最初的7,500萬元增至現時的2.4
億元，本學年的「校本津貼」及
「區本計劃」分別佔約1.17億元
及1.23億元，教育局指會透過問
卷調查了解計劃成效。

家課量難「一刀切」教局倡家校增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國際教
育機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昨日公
佈最新世界大學自然科學專業排名，香
港大學、中文大學與科技大學均入選百
強，排第四十六至六十六位，惟當中只
有中大錄得升幅。
至於內地則有5所大學打入百強，其

中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排第十七及第二
十四，排名都較去年提升。
THE分析亞洲院校逐漸成為自然科學
排名的有力競爭者，內地跟新加坡則在
當中扮演領導地位，亦有不少亞洲地區
院校首度躋身排名。

美3學府包辦冠亞季
自然科學專業所涉及學科包括數學、

統計學、物理學、天文學、化學、地質
學、環境科學等。
本屆排名由過往選出100間入選院校

大幅增加至500間，美國院校續成排名
「大贏家」，其中普林斯頓大學從去年
第三升至首位，哈佛大學及史丹佛大學
則位列第二及第三，兩校均較去年排名
微跌一位。
本屆共有3所亞洲院校躋身25強。新
加坡國立大學成亞洲「一哥」，較去年

上升兩位至排名第十六。北京大學緊隨
其後排第十七，同樣較去年排名上升兩
位。清華大學則較去年升10位，本年排
名第二十四。
THE負責人指出，本屆25強幾乎全由

英美及瑞士院校包辦，但新加坡與內地
名牌大學均顯出足夠實力打破壟斷。
本屆內地共有23間大學入選排名，更

有4所打入100強，THE指出它們不論
在教研環境及國際視野方面均見改善。
香港方面，港大、中大、科大於本年
分別排第四十六、第五十七及第六十
六，當中港大及科大分別下跌3位及兩

位，只有中大錄得升幅，較去年提升16
位。香港另有3所大學上榜，包括城市
大學（排名101至125位），理工大學
（排名201至250位）及浸會大學（排名
251至300位）。THE指本屆3所港校入
選百強，惟當中兩所錄得輕微下跌，同
樣情況亦有發生在個別日本與韓國院校
身上，相信或源於本屆排名由100間大
幅增加至500間，以至競爭更見競烈所
致。與此同時，多個亞洲地區亦有受惠
於是次變動，包括印度、馬來西亞、巴
基斯坦、泰國、台灣地區均有院校首度
入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STEM（科學、科
技、工程和數學）教育是近年學界焦點，要讓學生真
正得益，相關的教師培訓，做好「train the trainers」
的工作可說是成功關鍵。為此教育局「i-Journey 在
職中學教師帶薪境外進修計劃」特別推出STEM課
程，資助15名中學老師進行本地及境外的專題研
習，包括赴英國Exeter大學4星期進行系統學習及駐
校體驗，課程由昨日起至明年1月2日接受申請。
STEM課程為「i-Journey」的第三個課程，將於4
月中旬至6月上旬舉行，參與課程的教師可獲全薪進
修假期，將留英4星期進行系統體驗學習，以及於出
發前後的3星期進行特定課題研習，並總結所得訂定
校本計劃或研究方案。教育局會承擔機票及課程費
用，教師所屬學校亦可獲發代課教師津貼。
今年8月推出的「i-Journey」首兩個分別赴芬蘭的
跨學科創新教育及澳洲的照顧特教生的課程，教師可
獲資助6萬元至9萬元。教育局表示，兩課程反應熱
烈，共收到約120份申請爭奪35個名額，有關評審過
程已開展，預計12月公佈結果。計劃詳情可瀏覽教
育局網頁 www.edb.gov.hk/i-journey。

教局資助教師帶薪赴英研STEM

今年有近5.9萬名學童申請官津小一自
行學位，約2.5萬人獲派學位，成功

率42.2%，較去年的低位回升0.7個百分
點 。 不 過 ， 當 中 有 多 達 14,647 人
（58.8%）屬於世襲生，比例及人數都為
近年新高，令非世襲生獲學位機會大受影

響。
北區小學近年因跨境生入學令學位緊

張。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校長黃永強指，今
年75個自行學位共收到183份申請，根據
機制其中45個（總學額三成/自行學額六
成）為世襲位，另30個屬「計分制」，
但最終世襲生取錄了49人超額4人，將會
蠶食4個統一位。
他又表示，今年該校「計分制」入學競

爭亦激烈，要25分才可穩入，另外38名
申請人有20分，需要抽籤爭27個學位。

兄原校畢業 妹20分竟「落選」
昨晨一早到該校查閱自行學位結果的宋

太，是其中一名「不幸」的家長，她的長
子為該校畢業生，讓女兒可加10分共獲
20分，竟然未能上榜，她對結果深感失

望：「估唔到20分都入唔到，今年係龍
年，多咗好多人（學生）爭位。」
她續說，不少家長都有反映未能派到心
儀學校，計劃在統一派位會再放該校為第
一自願，必要時會為女兒「叩門」。
同位處上水的鳳溪創新小學，校長李淑

賢表示，該校今年有114人報名，爭奪60
個自行學位。
她續說，雖然今年申請較去年減少，但
仍超額錄取1名世襲生，「計分制」方面
20分的學童可穩獲取錄，15分則需要抽
籤。

協和小學「自配位」超收41生
世襲生超額致統一學位將被蠶食的情況

在其他地區亦頗為普遍，其中油尖旺區名
校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原訂有90個

自行分配學位，但因世襲生屬於必收，該
校最終超額取錄131名學生，即有41個學
額會遭蠶食。
至於同區的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

道）及油麻地天主教小學，也分別超收了
33人及24人，東區的香港嘉諾撒學校及
沙田區的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也分
別超收了25人及23人。各區大量學額被
世襲生蠶食，至明年2月初選校的分區統
一派位階段，學位競爭勢更激烈。
事實上，世襲制度的推行主要緣於讓弟
妹與兄姊同校，以方便家長照顧，但近年
爭議漸多。
昨日到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查閱

結果的譚女士，其女兒只有15分未獲取
錄，她形容世襲制度讓學位「一路傳落
去，得少撮人讀到」直言感覺不公。

零雙非政策在2013年
起實施，明年是雙非升小
一的尾班車，也意味着

2019學年適齡升小一的人數將會大減。有小
學校長坦言未來有縮班危機，希望政府可以倣
效中學措施，在小學推行「三保」政策。有雙
非家長早前千辛萬苦從內地搬到九龍塘校網，
希望助兒子殺入傳統名校喇沙小學，惜在今次
自行收生階段榜上無名，難掩失望。
每年的小一放榜都是有人歡喜有人愁，傳統
名校更是「兵家必爭之地」。其中瑪利諾修院
學校（小學部）昨日有不少家長到校查看放榜
結果。
女兒獲取錄的黃先生表示，妻子是該校校

友，女兒在計分辦法下取得25分。
他坦言之前已為女兒報考六七間私立、直資
學校，現有心儀已久的瑪利諾取錄，絕對是放
下心頭大石。

月租逾萬元 搬到名校區
至於一向以喇沙為目標的雙非家長杜女士則

對放榜結果感失望。原來她為了增加兒子的入
學機會，於今年8月專程由內地搬到喇沙附
近，以1.2萬元月租一單位，現在失望而回，
「若兒子不能入讀較好的本地學校，會考慮讓
兒子就讀內地國際學校。」
另一名雙非家長李女士，其幼女現階段未能

如願入讀上水鳳溪創新小學，但她希望孩子在
香港接受教育。
她坦言就算在統一派位階段被派至車程較遠

的學校也會接受，「只要校車能接送到的，讓
小朋友習慣就好。」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校長黃永強指，今年申請

人數減少與深圳公立學校開放接納港澳籍學生
入讀申請有關。
他續說，數年前雙非申請人較多，但不認為

「龍年效應」對收生造成嚴重影響。

校長盼早規劃縮班安排
至於明年為最後一批雙非學童入讀本港的小

一，黃永強預計未來學童人數將會減少，希望
教育局及早規劃縮班安排。
鳳溪創新小學校長李淑賢亦表示，北區學校

一向多跨境學童，未來學童人數大幅減少會對
學校有影響，冀教育局能提供寬限期，保障教
師，減少對學界的衝擊。
上水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期望，教育局

可在小學推出「保教師、保學校、保實力」的
「三保」政策，與中學看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

喇沙榜上無兒名
雙非家長夢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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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違
法信息近年不斷
以各種途徑滲入

校園。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時重申，「港獨」不論從法理還是實際
角度考量都不可行，「對錯大家都可看
到。」他又批評個別人等以「洗腦」、
「赤化」等字眼形容國民教育是毫無根
據，重申香港是國家一部分，相信大部分
學生都能理解事實。
楊潤雄昨日出席商台節目，分享上任以

來多項教育事宜。被問及局方早前邀請學
校直播由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主講的研
討會，他重申，局方角色只在於提供有關
資訊，理解部分學校未必認為適合，或未
能調配時間，學校絕對有自由作出決定。
對於有個別人等以「洗腦」及「赤化」

字眼形容活動以至於國民教育，楊潤雄表
明不接受有關說法，「李飛講話就叫『洗
腦』？這類講法理據何在？」他批評這不
過是個別人等的宣傳伎倆。
楊又表示，局方長遠希望培養學生對國

家的認識與認同，「但亦不是你講就能讓
學生有此想法」，是故局方更傾向給學生
提供基礎認識，再透過「姊妹學校」等交
流計劃，讓學生從親身體驗建立出國家觀
念。
至於「港獨」違法信息入侵校園問題，

楊潤雄指出，各大學校長已先後在不同場
合表明反對「港獨」，相信大部分學生都
能看見實際情況，不論是從法理還是實際

角度考量，都可見「港獨」並不可行。他又強調香
港是國家一部分，先有國家始有香港特別行政區，
相信在此事實鋪排下學生都能明白，認清對錯。

倡家長勿靠風評為孩選校
另外，就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結果昨日揭曉，楊潤

雄稱明白家長追求優秀學校心態，但認為小學生最
好是選擇就近學校報讀，提醒家長應因應子女喜好
及興趣選校，並宜親身了解學校的校風和教學方向
等，勿單靠傳統或風評作出判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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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對放
榜結果感到
失望。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鳳溪創新
小學校長李
淑賢指北區
整體小一收
生有下跌的
情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上水惠州公
立學校校長黃
永強認為申請
人數減少與深
圳公立學校放
寬港澳籍學生
入讀申請有
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結果昨日放榜，部分家長到校查詢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在上水鳳溪第一小學，有家長即場查閱放榜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雙非家長李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攝

■林女士大女不獲惠州
公立學校取錄，統一派
位會報元朗區學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