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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
建設，不少港人工作生
活重心北移。加之修例
風波陰霾籠罩中小學，

有港人擔憂單純的孩子被政治所影響，
乾脆舉家北遷。港人Jessie近期就將在香
港讀中一的兒子轉到了深圳寶安一間國
際學校就讀。「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
政治風波已席捲中學，且不說學術方面
的發展，我不希望將來兒子也成為『港
獨』。」近年來，事業重心逐漸往內地
轉移，Jessie一家乾脆舉家在深圳居住。
「只有我偶爾回港，照顧一下家裡的花
花草草。」

內地創業生活更便利
來自潮州的Jessie，幼年隨父母到香港

居住。上世紀80年代父母在深圳辦廠做
生意，Jessie 也隨家人經常往來深港兩
地，之後在深圳結識先生，兩人在深圳

的金融投資領域各有事業。隨着粵港澳
大灣區規劃推出，Jessie的事業版圖從深
圳拓展到廣州和珠海，先生也在大灣區
有不少新項目，惟兒子一直留港讀書。

她認為，國家的發展給了香港許多機
會，改革開放成就了現在的深圳，也成
就了香港一批企業家。如今粵港澳大灣
區規劃的推出，為港人在內地創業生活
提供更多便利，為香港青年提供了很好
的發展空間。但很多青年卻局限於香港
本土，如今香港很多中學更被政治風波
波及，兒子的學校裡一直有人在拉攏他
去參與暴力活動。好在兒子立場堅定，
每次都拒絕。長此以往，難保兒子不會
受到一些人的排擠。

培養孩子勇於抓機遇
Jessie因此決定讓兒子也一同北上，選

定了寶安區一所國際學校入讀。入學一
個月左右，她笑說，兒子和同學經過
一些磨合小插曲以後，已經成功融入
其中。「兒子像我，喜歡交朋友，相
信在哪裡都能適應。」她希望，兒子
將來也能不局限於在某個地域，而是
勇於抓住發展的機遇，哪裡有機會就
往哪裡闖。「我和先生兩人已經在為他
儲備創業基金。」

港人灣區發展
舉家北遷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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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深圳南山舉辦的一場國際
教育展上，張太太在主辦方提供

的單子上，勾選了6所學校的預約見校
申請。這已經是她這兩個月以來參加的
第3場教育展，在填寫學校的預約信息
時，學生來源一欄，總能見到身旁不少
家長寫着「HK」，他們中的大部分，
是「雙非」家庭的孩子。
位於深圳羅湖區的羅湖港人子弟學

校，是深圳規模較大的港人子弟學校，
有超過四成學生為港生。校長陳海源表
示，今年開學以後，陸續接待了許多家
長，希望孩子從香港回流深圳讀書。近
期，學校首次應邀在香港辦招生說明
會。「除了在國際學校，內地每個學生
都有記錄上學的『學籍』，目前港生回
流，教育局允許前面學籍空白，重設學
籍。但這學期系統已經關閘，最快也須
下學期才能入學。」陳海源介紹。

舉家來港僅4年就回遷
這也是不少港寶媽媽仍在觀望的主要

原因。若想在深圳繼續升讀公立學校，
須有連貫的學籍。
Zoe的兩個孩子分別於2010年和2012

年在香港出生，是赴港產子風潮的尾
聲。她坦言，赴港生子一方面出於當時
內地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另一方面也

是想給孩子多一個選擇。4年前，大女
升小學，就要不要在香港讀書，夫妻也
有一些意見分歧，先生更傾向於留在深
圳。但運氣很好的是，女兒申請到了天
水圍天主教小學，一所Band 1學校，這
意味着在香港上大學的機會大大提高，
最終先生妥協，在天水圍買了樓。一對
子女先後在香港升學，Zoe在香港待了
3年陪讀。最終促使一家人回流的原因
則是兩地發展的此消彼長。
Zoe的先生表示，當年決定赴港生子

時，香港法治、自由、安全讓人滿懷信
心。「但如今內地正在蓬勃發展，香港
在許多方面反而停滯不前。」考慮到孩
子的未來，一家人去年下定決心回流，
今年上半年轉插班，抽中學校。6月，
香港開始發生修例風波，持續至今。港
寶回流的大潮也開始出現。

跨境生講粵語避孤立
一位港寶媽媽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兒子在北區一所小學就讀，今年已
經5年級，有時上學會穿過一些中學，
看到有學生在「搞活動」。為了安全起
見，她不計花費也要讓早已獨立上學的
兒子重新坐校車。擔心兒子在香港被孤
立，她還一再叮囑兒子過了香港不能講
普通話，必須講粵語。

她認為，曾經是「安全象徵」的香港社
會已經失去了理性，不安全感越來越嚴
重，不希望兒子繼續在這樣的氛圍中求
學。但兒子今年已經5年級，即將面臨升
中，此時回流恐怕難以適應，最終兩邊
都難以找到合適的中學。「如果修例風
波能夠平息，還是希望兒子能夠繼續留在
香港升學，但若修例風波持續，最遲下個
學期一定會轉到深圳。」她說。

下學期或現回流大潮
今年開學，隨着香港修例風波愈演愈

烈，深圳各大教育機構、學校迎來了一
批又一批焦慮的港寶家庭。看準這一需
求，許多教育展的宣傳內容上，港寶回
流指引成為賣點之一。
資深教育界人士孫妍在過去一個月為

約200個港寶家庭提供了轉學諮詢。她
創立的深圳市半糖部落文化教育發展有
限公司提供擇校資訊的微信群裡，短短
數天就聚集了數百人。「有些通過優才
計劃加入香港籍的父母，也表達了強烈
的意願，希望放棄港籍，讓子女回來就
讀。」
Zoe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現時

周邊仍有不少港寶媽媽都在找後路，
如果修例風波持續，可能下學期就能
看到結果。

深政策已放開
跨境童先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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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純港式教育到內地公立學校的教育，Zoe和兩個
孩子都經歷了一段手忙腳亂的階段。開學兩個月後，
全家才逐漸找到了「學習的感覺」。

深校更重視家校互動
「變化最明顯的是中文，除了簡繁體字的轉換，內

地從低年級就開始大量誦讀古詩詞，剛開始每天要花
很多時間背誦。」Zoe認為，香港的教育重細節，視
角也經常從個人和社區方面入手，而在內地就會接觸
更多宏觀的內容，格局更大一些。此外，內地學校更
重視家校互動，家長需參與很多學校的相關活動。

港處理學童問題專業
不過她也表示，香港學校在處理很多孩子的問題時

更為專業，是內地可以學習借鑒的地方。她舉例，兩
姐弟曾經在家爭執打架，弟弟臉上有明顯傷痕。學校
發現後，立刻請社工介入，但並不是簡單地批評姐
姐，而是了解姐姐為何和弟弟打架，又和家庭溝通，
了解家長是否對姐弟之間的關心不夠平衡等等。社工
還與姐姐溝通，教育她下次遇到這類爭執應當如何處
理，並讓姐姐事後寫一份書面總結。「雖然是在家裡
發生的事情，但是學校都十分重視，並且和家庭有許
多溝通，並教育處理方法，非常負責任。」
她續指，現時香港的房子租給另一個港寶家庭，他

們選擇留在港，就是因為其中一個孩子存在一定程度
的學習障礙問題，而香港的學校和教育機構輔導起來
更為專業。

內地教育宏觀
利闊孩子視野

獨
害

中國專題A12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余天麟

個
案

■香港教育較重細節，一直備受家長認
同。 資料圖片

■■1010月月88日日，，荃灣保良荃灣保良
局姚連生中學被數十名蒙局姚連生中學被數十名蒙
面黑衣人等圍堵破壞面黑衣人等圍堵破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籍生回流深圳讀書的趨勢其實早有顯現，尤其是
2017年深圳放開政策，允許港籍學生入讀公立學校，便有
不少跨境學童選擇回流。容太太的兒子正是這首批港籍生
之一。「小一申請上了獅子會何德心學校，但最終還是決
定留在深圳，剛開始覺得特別惋惜，但現在看，慶幸自己
太有先見之明。」
容太太表示，兒子此前在深圳的一間雙語幼兒園上學，
升小一時，家人都認為香港教育素質更好，而且普遍是小
班制，相當於上國際學校接受國際教育。但經過一個多月
的跨境奔波，兒子體檢時體重越來越不理想，考慮到健康
還是將其轉回深圳讀書。「孩子爸爸說了，只要好好學
習，是金子在哪裡都會發光。」

通識疑慮致港優勢褪色
容太太指， 早在2017年深圳放開港籍生入讀公立學
校，便有不少家長就是否回流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大家對
於香港的教育還是十分認可，尤其是小學階段，香港學校
的實踐性更強，會帶學生到博物館、大學等教育性很強的
地方實地學習。 但今年以來，更多家長表現出了擔憂，
除了日常的安全問題，許多高年級的家長對於香港的通識
教材表示疑慮，「有朋友就發現孩子對於內地的很多看法
很負面，大家都很擔心，如果一家人都在內地生活，最終
這個孩子卻對內地抱有敵意，甚至加入香港部分違法暴力
行動，要怎麼辦？」

害 「「今天又去看了深圳哪所學校今天又去看了深圳哪所學校？」？」這句話幾乎成了這句話幾乎成了ZoeZoe和其他港寶媽媽近日見和其他港寶媽媽近日見

面時常用開場白面時常用開場白。。ZoeZoe的一對子女的一對子女，，今年初成功申請了深圳一所公立小學今年初成功申請了深圳一所公立小學，，幸運幸運

地躲過了香港的修例風波地躲過了香港的修例風波，，成為大家艷羨的對象成為大家艷羨的對象。。

另一邊廂另一邊廂55年前為港籍兒子赴港求學過五關斬六將的情景彷彿還歷歷在目年前為港籍兒子赴港求學過五關斬六將的情景彷彿還歷歷在目，，張太太現在張太太現在

又加入了港寶深圳求學的大軍之中又加入了港寶深圳求學的大軍之中。。 「「兒子每天上學每天經過騷亂的學校兒子每天上學每天經過騷亂的學校，，問我他們在做問我他們在做

什麼什麼，，看到新聞看到新聞，，問我他們為什麼要打人問我他們為什麼要打人，，打人是不對的打人是不對的？？我不知道要怎麼解釋我不知道要怎麼解釋。『。『打人打人

是不對的是不對的』』是基本的道理是基本的道理，，如果繼續在香港如果繼續在香港，，我不知道要怎麼教育他我不知道要怎麼教育他。。我不希望兒子對暴我不希望兒子對暴

力麻木力麻木，，更害怕會有一個更害怕會有一個『『港獨港獨』』的孩子的孩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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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仁書院學生在校皇仁書院學生在校
門外配備示威裝備築門外配備示威裝備築
人鏈人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跨境學童年紀小小的跨境學童要跨境學童年紀小小的跨境學童要
乘搭褓母車往返兩地乘搭褓母車往返兩地，，經歷每日可經歷每日可
謂舟車勞頓的生活謂舟車勞頓的生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