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應付雙非兒童湧港升學問題？有
北區中學校長提議用中學減班騰出的教室
辦小學，拾級而上則北區和大埔可迅速開
辦三間24班小學，連同清河邨的新建小學
，以紓解未來幾年學額需要。但教育局關
注每級僅一班小一有欠理想，過渡期後不
易煞科，局方現正探討在鳳溪二中等停辦
中學改開小學的可行性。

本報記者 呂少群

教局研中學空置校辦小學
鳳溪二中變身 助原區幼童升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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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姜黎報道：香港建築師學會
與香港大學合作開發 「香港建築：中學教材之建築學
指引」，為中學生提供美學、建築、環境等跨學科學
習機會， 「從認識建築開始認識城市」。

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鄧偉文在 「指引」介紹會
上說： 「香港中學生對建築認識較少，認知能力較弱
。」他舉例意大利羅馬的普通市民向遊客介紹城市建
築時滔滔不絕，本港中學生對 「僭建」、 「保育」、
「校舍演變」、 「建築古蹟」等話題知之甚少。 「當

年直到大學入學面試時，我對這方面情況都還不太了
解」，鄧偉文提到自己的經歷，希望現在的本港中學
生可以 「向訪客詳細介紹城市建築文化」。香港建築
師學會會長馮宜萱認為，中學生主動去認識城市建築
的 「意識較弱」，希望他們能從 「認識建築開始認識
自己的城市」。

馮宜萱分享了教材中 「公屋生活」的主題，從美
學、能源角度介紹建築中的通風設計和建設意圖。又
如油麻地的實地考察活動可助學生參觀早至上世紀60

年代的香港建築古蹟，從廟街到唐樓，既了解建築構
造又體會歷史文化。

「香港建築：中學教材之建築學指引」由政府 「
創意香港」支持，建築師學會引導，港大建築學會社
會項目工作坊技術支援開發，於2012年10月啟動，主
要供中三至中六學生了解本地建築以及 「人與空間」
的關係。該教材針對不同學科範疇，包括通識、藝術
、科學、設計及應用科技和其他學習經歷（OLE），
可作為學與教的補充材料。港大建築學系黃華生博士
介紹，目前已舉行約30個研討會，安排了50次實地考
察，有175間中學的1000多名老師參與教材介紹活動
。今年9月會有中學正式使用該教材，希望明年可向
全港中學推薦。

【本報訊】實習記者姜黎報道： 「有理想，亦要平衡現
實」。香島中學第67屆優秀畢業生，昨日在畢業禮後對升學
與擇業說出了自己的願景，希望進入港中科 「三大」，根據
性格與職業需要選科。

香島畢業生之一許詠霖同學 「不太熱衷商科，從小就希
望幫助弱者」，報讀了醫科的護理方向。陳曉君同學則因性
格外向，喜歡與人打交道而報讀傳理、法律等課程。李金鵬
同學報讀的科目涉及廣泛，包括文（傳理）、理（藥學）、
商（工商管理）各領域。他解釋說： 「我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但係唔確定將來可以做什麼」。

主禮嘉賓、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勉勵同學 「把握自我增值
機會，放眼祖國乃至全球」。

【本報訊】大公報、教聯會和香港學者協會合辦的五月
教育沙龍於本周三登場，主題為 「再思香港教育的未來」，
講者包括前教統會委員戴希立、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卓
禧和教聯會副秘書長林樂，學者協會副主席譚鳳儀主持。

香港財政再傳盈餘六百多億，但教育預算佔公共經常開
支的比例，卻由去年21.3%跌至今年的20.4%；教育局及教資
會兩個教育大戶分別被削減實質開支12.4%及5.3%！相對於
台灣、韓國等擴大資源提升國民教育水平，香港不加反減，
行之多年的 「睇餸食飯」理財應予檢討。本月教育沙龍概況
如下：5月22日（星期三）下午6時至8時，在教聯會所（九
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近港鐵旺角站A2出口）
舉行。留座電話：27703918（江先生）。

教育沙龍再思教育未來

香島畢業生談升學擇業

出生於香港但父母都不是香港永久居民的雙非
兒童，陸續步入學齡階段，特區政府估計近十萬雙
非童幾年內湧港讀書，去年已有百計雙非童來港入
小學而令北區幼童被迫跨區升小一，今年情況將更
嚴重。

雖然教育局早前提出加班、加派、跨境分流等四
招以應急，一般預料只是今年見效。教評會創會主席
曹啟樂認為與其見步行步，不如多管齊下推行中長期
方案。辦法之一是徵得辦學團體同意後在中學空置
教室開小學，他以所屬上水風采中學為例，參加中
一減班後，今年九月有三個教室空置，後年則有六
個，即最多有六個教室騰出，可考慮開小學。若將
大埔合併的大光和慈航中學改作小學，粗略估計北
區和大埔可開12班小一， 「逐級上，即有三間24班小
學了，又何須活化或重開新小學。」連同清河邨在
2016年建成的一間36班小學，料可提供近千個學額吸
納跨境生。

談及中學校舍兼辦小一，曹啟樂形容為 「一舍兩
流」，教育局可考慮給予現有中學的辦學團體多一個
小學營運牌照， 「編制和管理中小學分開，同屬一個
辦學團體不難解決，將軍澳優才書院就是實例。」他
更提議將停辦經年的北區鳳溪二中，改做直資小學。

教育局消息人士證實收過曹啟樂的建議，經研究
發現可行性不高。 「中學減班每級騰出一班，合計六
個班級，只能一級辦一班小學，何來班際活動？陸運
會怎麼辦？幾個班全校最高的中六生對一個班最幼小
的小一生，如何相處？」他又稱，有關建議或可紓緩
現時至2018年左右的雙非問題，但過渡期後如何煞科
屬未知數。再者，北區、大埔小學也關注雙非高峰期
過後收生局面，若有中學兼辦小一，或影響區內小學
收生形勢。

探討使用鳳溪二中校舍
曹啟樂回應，過渡期問題值得討論，但第一第二

個關注點都是假議題，普遍村校每級只得一班，培正
中學、聖士提反女校等不只有小學更辦幼稚園，他期

待當局提出替代方案。
消息人士補充，正多方探討紓困對策， 「北區大

埔空置小學尚有空間可考慮，其他空置中學也是可運
用的資源。」透露正與鳳溪公學探討將停辦的鳳溪二
中改辦小學的可行性，鳳溪公學行政總裁馬紹良證實
其事，但有待落實。 「我們的目的很清晰，希望協助
北區學童原區升小一，避免跨區，我們不考慮辦直資
，而是開津貼小學。」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主席郭永強表示，大埔慧遠中
學停辦經年未有新用途。據他所知區內中學似乎都無
意兼辦小學，因為這變相是辦一條龍學校。估計雙非
學童問題會持續六至七年，要處理這個過渡期問題，
他認為官立中學較適宜，在調配人手和資源運用方面
較有彈性。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近年本港針對不同年齡的各
式兒童訓練補習社如雨後春筍，新晉爸媽為免輸在起跑線，
疲於奔波在各式幼兒遊戲小組、訓練班、評估測試之間。

「七田式注重幼兒左右腦平衡發展，發掘兒童自身潛力
，而非培養天才兒童。」日本七田式教育取締役副社長七田
真裕美表示，強調七田式教育以右腦教育為中心，透過互動
方法培養0至6歲幼兒的全人教育，讓他們學會融會貫通以達
至事半功倍的學習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愉快的學習經
歷，這對他們自信心的建立，以及減少填鴨式學習帶來的壓
力與抗拒，都非常有益。」

七田真裕美建議家長改變心態，不要強加給幼兒超出其
能力範圍的學習壓力。 「當兒童無法達至家長預期，隨之而
來的責備或訓斥都易令幼兒產生負面情緒。」自女兒六個月
大就送其接受七田式教育的莫太表示，女兒的記憶力以及創
造性的思維令她驚訝： 「女兒可以通過聯想法創造性的複述
我們給她講過的故事。」

Shichida為香港七田式教育唯一授權機構，目前有兩間
教育中心，分別位於尖沙咀和銅鑼灣。

從認識建築到認識城市

日教育家籲勿逼幼兒學習

▲特區政府估計近十萬雙非童幾年內將湧港讀書

▲教評會創會主席及風采中學校
長曹啟樂（右一），就紓解北區
小一學額不足，提出了多項建議

▶黃定光鼓
勵畢業生，
「把握自我
增值機會，
放眼祖國乃
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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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失真都市》（Urban
Distortions）跨越裝置和表演間的不同領
域，打破傳統界限，在肢體、空間、戲劇
以及技術之間創造一種互相交錯、不分形
式、等級的表演。

當舞者在香港、姆瓦帕（肯雅）、布
魯塞爾三個城市，在巨型吹氣球中演出節
目時，分別以舞蹈、現場音樂、建築三種
媒介解構並描繪這三個不同的地方。這三
重層次、三段時刻、三個驅體，將在獸性
與文明之間交匯，探究速度、運動、楷梯
交錯。

二○○三年成立的T.r.a.n.s.i.t.s.c.a.p.e
，由建築師、視覺藝術家Pierre Larauza及
舞蹈家、舞蹈編導Emmanuelle Vincent創
立。二人早有志於跨越視覺及聽覺藝術領
域，自二○○四年起駐足布魯塞爾，與世
界各地不同影像製作人、電腦專家、平面
設計師、音響工程師、作曲家、樂手、演
員、舞蹈家合作。

是次亞洲首演，舞團為求演出臻於完
善，將會駐團在香港藝術中心一個星期。
在五月二十二日，T.r.a.n.s.i.t.s.c.a.p.e會在
尖沙咀海港城舉辦小規模版本預演，舞者
和樂手會在大型吹氣球中表演，讓香港觀
眾欣賞歐洲現代舞蹈。

Emmanuelle Vincent和Pierre Larauza
也特別邀請了兩位本地藝術家奕婕和王舜
脩合作，參與當中兩場演出。奕婕畢業於
香港演藝學院，獲頒一級榮譽學士，先後
主修芭蕾舞及現代舞。現為自由身藝術工
作者，活躍於大小的劇場，積極投入各

類型演出及創作。王舜脩是一位髮型及造型設計師
，曾與多位表演者合作，是次擔任髮型和服裝設計
顧問。

《失真都市》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晚上八時於
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演出，門票現已於各城市電腦
售票處發售，節目查詢可電二五八二○二四七。

30幅得獎作品在機場展出
青少年畫作呈現世界風情
【本報訊】實習記者劉毅報道：一枝畫筆，就是

一次夢想之旅。孩子們用自己的筆講述着他們自己愛
與美的世界，帶領大家進入一段以童心看世界的精彩
之旅。

本港9幅獲獎畫作
是次展覽的三十幅作品，來自本屆香港國際青少

年繪畫比賽得獎者之手，其中本港畫作有九幅。其他
作品來自馬來西亞、印尼、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國家
。為表彰一眾明日之星的優異成績，以 「本土文化」
為主題的畫作展昨日在香港國際機場客運大樓一座 「
起航」，並連同十三個國家一起同步開展。香港機場
管理局一號客運大樓運作經理張李佳蕙、香港國際青
少年繪畫比賽籌委會主席方黃吉雯、青少年兒童畫
家培育基金創辦人劉浩昌等嘉賓出席了本次的儀式
啟動儀式。

開幕式上，方黃吉雯表示： 「繪畫是一種不分國
度的語言，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可以通過繪畫，盡情發
揮自己的創意和藝術潛能。是次展覽中的畫作充分
展示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縮影，我期望展覽可以讓世
界一睹即將於國際畫壇嶄露頭角的藝術新生代的風
采。」

本次展覽展出多幅反映當地文化特色的藝術作品
，孩子們用五顏六色的畫筆展示了一幅幅他們周邊世
界的斑斕以及所思所想。得獎者之一的趙芷榆在接受
採訪時表示：她在畫作中主要用紅色來表達一種中國
傳統文化，讓更多人可以感受到這種渲染力。黃幸之
的作品是香港的街市街道，記錄自己每天所看到的點
滴是他的愛好，並在日常中有所創新。

13地區同步展出
陳焮桐談到自己所刻畫的海上風景時，並無很多

提到自己的畫作，倒是玩笑說希望以後能去很多地方
遊玩。其中一張爺孫倆對話的作品，出自十六歲的郭
穎淘之手，她向現場觀眾解釋，通過對比爺爺家的陳

設和窗外香港都市繁華，來體現傳統與現代文化的兩
種差異。

「香港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2012／13」第一階段
比賽已在二○一三年一月初完成，共收到來自五十二
個國家超過一萬一千五百份畫作投稿，成為全球最多
國家參與的同類型國際繪畫比賽。第二階段競逐在今
年的八月開始，屆時將有八十位來自香港及不同國家
及地區的入圍參賽者參加亞洲首個國際性現場寫生比
賽。

「香港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2012/13」國際得獎
作品展於即日起在香港國際機場客運一座A區展至六
月 十 八 日 ， 查 詢 可 瀏 覽 網 址 ： http://gelishacom.
h211.000pc.ne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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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嘉賓與獲獎人員出席本次畫展的開幕儀式 本報攝

▼趙芷榆用紅色象徵中國文化

▲黃幸之與她的香港街市

▼郭穎淘畫中講述的祖孫倆
▲陳焮桐和她的得意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