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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院校的資助學額有限，不少應屆
中學文憑試考生轉移心儀自資院校，作為
升學的另一條出路。本報發現，在教育局
上載的院校計畫收生人數中，恒生管理學
院、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及職業
訓練局，將會增加副學位或學位的學額。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則減少合共二百五十個
學額，校長時美真透露，該校將於今年底
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遞交《專上
學院條例》（第320章）的評審申請，以及籌
備三個全新的學位課程。

公大增320副學位
  由教育局設立的「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
網」（iPASS）最近更新，在三十二所院校
中，有四所調整了計畫收生人數。其中恒
管及職訓局，將分別增加四十及二百八十
個學位學額；公大李嘉誠進修學院將計畫
增加三百二十個副學位學額，同時下調四
十五個學位學額。香港科技專上學院是唯
一一所減少學額的
院校，副學位及學
位分別減一百及一
百五十個學額。
　　科專校長時美
真接受本報查詢
時表示，該校計
畫於今年底向學評
局遞交《專上學院
條例》（第320章）
的評審申請，「為
了配合科專開辦自
己的學士學位課
程，新學年將會減

少副學位，以及與英國院校合辦的學位課
程學額。」她表示，新辦的三個課程分別是
會計、電腦及犯罪調查學，由於仍未做課
程評審，故未能透露學額數目。時美真又
稱，去年科專取錄毅進文憑的收生人數理
想，亦眼見不少學生來自基層，畢業後須
賺錢養家，缺乏時間進修，「今年將會推
出兼讀制理學副學士，學額約八十個，學
生只需兩年半時間取得副學士資歷，而學
費每年亦只需二萬多元，較全日制便宜一
半。」
  至於新學年增加四十個學額的恒管，
發言人回覆稱，該批學額是由於九月新增
中文榮譽文學士課程，但目前課程的評審
資格尚待最後批准，新課程的首年學費為
七萬二千二百元。 

恒管中文課程待批
　　公大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則表示，為
了配合八個全新高級文憑課程的推出，包

括度假村及主題樂
園管理、職業健
康及安全、獸醫護
理，故在學額上有
所調整。職訓局表
示，iPASS上顯示
新增的二百八十個
學位學額，屬參加
了「指定專業/界
別課程資助計畫」
（SSSDP）的課程，
這批學額經由聯招
取錄學生。
 記者  曾愛芳

　　全港中學本學年起獲發五十萬元生涯
規劃津貼，學校可自行決定如何運用，其
中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用作聘請教學
助理及書記各一名，同時舉辦更多職業體
驗活動，包括拉花、婚禮策劃、化妝等，
成功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有機構去年始提
供青年生涯規劃服務，為二十所中學度身
訂造計畫，迄今協助逾二千六百名學生，
當中最受歡迎的為甜品製作及會所管理行
業。

職業體驗提升學習動機
　　中學文憑試下月中放榜，考生將決定
升學或就業的前路。為盡早讓學生思索路
向，教育局近年大力推動生涯規劃，去年
首次給予每所中學五十萬元津貼。仁愛堂

陳黃淑芳紀念中學運用六成津貼，聘請兩
名助理，主要專責升學組文書處理，搜集
升學資訊及帶領參觀等。該校升學及就業
輔導主任吳娜滿（圖右）指，過往大多選擇
參加免費的活動，但因應額外津貼，有更
多空間挑選不同服務。 記者 魏綺婷

　　「死亡」一直以來是中國人的禁忌，年
輕人對接觸死亡更為抗拒。聖公會聖匠堂
長者地區中心安寧服務部聯同理工大學，
將於本周五一連三天，在校園內舉辦全港
首個大型生死教育活動「死亡節」。
  除舉行多場講座和工作坊外，大會將
通過藝術創作如舞蹈、繪畫、音樂、話
劇、攝影等，鼓勵年輕人積極尋找及活出
對自己有意義的人生，並從中減少對死亡
的恐懼。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安寧服務
部早前在理大舉辦大型生死教育活動「死亡
節」（DEAtHFEST），負責項目的高級服務
經理梁梓敦表示，今次是首次舉行有關活

動，由於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參與，故選
擇與地理位置方便的理大合作，「理大提供
平台場地，供我們放置不同的裝置藝術和
展板，屆時將會舉辦講座和音樂會。」
　　根據香港大學在○七年的研究發現，
年輕人對死亡的恐懼程度高於長者，而且
對死亡的接受程度亦明顯較低，梁梓敦
指，年輕人普通抗拒談論死亡，亦不太願
意接觸生死教育，但死亡是每個人的必經
階段，且是隨時可以發生的。他期望通過
是次活動，讓年輕人能學會及早預備和活
在當下，「年輕人未必有喪親經歷，但一旦
發生，需要求助的話，通過死亡節可以知
道哀傷輔導服務機構。」 記者 曾愛芳

教育局○四年推出全港性
系統評估，評估小三、

小六、中三學生中英數三科水
平，強調數據只用於學校自我
評估，學生只須平常心面對。
  教協調查逾二千名課程發
展主任及科任老師，發現TSA
成效早已與當局原意背道而
馳。約七成教師認為TSA影響
日常教學，每周須花逾兩小時
為學生補課；以十分為上限，
八成人的壓力指數達七至十分。
  即使當局上年推出優化措
施，包括取消向個別小學發放

達標率及延續小六生隔年應考
的做法，超過六成人依然認為
壓力未減；六成半人更要求全
面廢除TSA。

優化措施未能紓壓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
指，真實的TSA程度艱深，非
如當局聲稱只測試學生基本能
力，學生已經是「不操不識」，
須額外操練才可應付。他又
指，TSA佔據學生參加課外活
動的時間，犧牲教師及學生的
作息空間。

　　鴨脷洲街坊學校校長馮碧
儀指，校內不鼓吹操練式學
習，學生僅多買一至兩本補充
練習，熟習答題格式，以致
TSA成績不及其他學校。
  當局不再以TSA達標率作
為視學指標，但馮碧儀透露，
教育局早前探訪學校，談及學

校發展，「（對方）本身讚賞學校
的措施，但突然面色一變，指
學校的TSA成績麻麻，要多加
留意。」
  馮碧儀認為教育局說法不
公道，漠視學校本身大多取錄
基層學生，經過學校因材施
教，不少人的成績已有進步。

調查：每周練逾兩小時催谷

六成半教師反對續推TSA
  現時教育局要求全港小三及小六生接受全港
性系統評估（TSA），去年始取消公布個別學校達
標率，遏止操練風氣。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調查發現，近七成受訪教師因TSA每周補課逾兩
小時；師生壓力有增無減，六成半教師反對繼續
推行。有學校批評，TSA成績理應不影響升學，
但教育局「口是心非」，以成績向校方施壓。

　　學校為催谷TSA成績，強逼學生
密集式操練試卷。家長何美儀指，就
讀小六的兒子每周須補課三天，完成
各科額外購買的補充練習及過去十
年試題，艱深內容令兒子無所適從；
她又指，TSA考卷與學校考試內容近
乎一樣，部分家長誤以為TSA等同呈
分試，一窩蜂買練習操卷。家長張文
倩的兒子患自閉症，同樣不堪TSA壓
力，一度向她哭訴「我的生存意義是
為了做功課嗎？」
  本身是TSA關注組召集人的何美
儀批評TSA內容艱深，小三的英文科
卷一，要求學生在二十五分鐘內完成
三篇閱讀理解及三十字的四格漫畫作
文，「很多學校都要學生至少寫六十
字，不操練根本不可達到所謂的基本
要求。」
　　育有三名兒子的何美儀有感操練
風氣日趨嚴重，讀小六的幼子不時表
達「不想做TSA，很悶」；她又指，學
校從不主動向家長解釋TSA，令部分
人誤以為TSA影響子女升中。另一名
家長張文倩指，患自閉症的兒子曾在
主流學校讀到小三，但功課及TSA壓
力甚大，最終要轉到特殊學校讀書。
 記者 魏綺婷

家長批評試題
艱深壓力大

記者 魏綺婷

科專減學額 開辦學士課程 中學增聘人手推生涯規劃

■科專校長時美真透露，正在籌備開辦會
計、電腦及犯罪調查學自資學位課程。
 資料圖片

聖公會首辦生死教育「死亡節」 

■■教協調查反映六成半教師反對推行教協調查反映六成半教師反對推行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小學校長馮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小學校長馮
碧儀（左一）批評教育局只着眼TSA成碧儀（左一）批評教育局只着眼TSA成
績，助長歪風。　 魏綺婷攝績，助長歪風。　 魏綺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