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於南區海怡半島的康傑中英文幼稚園（鴨脷洲）早前因未能與業
主達成共識，宣布今年八月停辦。事件昨日終現轉機，校方通告家長，
將會營運多一年至明年七月，只辦學前和高班兩級，但2017/18學年學
費或要勁加35%。

大公報記者 劉家莉

根據《幼稚園概覽》，康傑中英文幼
稚園（鴨脷洲）開校25年，設有半日制幼
兒班（K1）至高班（K3），不獲學券資助
，每年學費45,738元，另開辦學前班（N
班）課程，全校約有200名學生。

只辦N班和K3
校方昨日向家長發出通告稱，與業主

達成共識，將營運多一年（2018年7月止）
，但2017/18年度只會營辦N班和K3兩個級
別，讓正就讀K2學生可在原校畢業。至於
現就讀N班及K1的學生，家長則需尋找另
一間幼稚園就讀，以分別升上K1和K2。

據校方發出的通告稱，新學年學費將

預計上調25%至35%。換言之，選擇原校就
讀的家長，新學年或需多付11400至16000
元學費。教育局發言人昨稱，得悉學校近
日與業主就租務事宜達成共識，會營辦至
2017/18學年結束，認為有關決定可便利部
分級別的學童順利過渡。發言人稱，學校
目前正常運作，局方會按現有機制審批幼
稚園的學費調整申請。

另一方面，位於傳統豪宅區九龍塘雅
息士道14號的私立幼稚園樂基幼兒學校（
九龍塘），由於業主要求提早解除租約，
加上短時間未能物色新校舍，今年七月將
停辦，共350名學生受影響，據稱90%樂基
生轉讀樂基的聯繫學校。

與業主達共識 可營運多一年

海怡康傑幼園或加學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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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教育局統計全港幼稚園申請學費調整資料
，預計逾八成參加免費幼稚園計劃的半日制幼園將免費，局
方同時接獲143間私立獨立幼園申請新學年加費。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今年九月展開。教育局表示，
截至三月二十二日，參加計劃的746所幼稚園中，約660所已
遞交2017/18學年的學費建議。局方預計，超過八成參加計
劃的半日制幼稚園會提供免費服務，全日制／長全日幼稚園
的整體學費則處於低水平，約五成擬收取1000元或以下的學
費，較2016/17學年的約5%大幅提升。

其中，太陽島教育基金轄下九間幼稚園亦會參與免費幼
教，所有半日班都會免費，全日制每月平均收取約1000元學
費，較去年平均調低25%。太陽島校董會主席黃復華解釋，
現時學校收入主要用作教職員薪酬及租金支出，加上大部分
學校位處私人物業，租金平均佔總收入兩至三成，促請政府
預留更多地方予幼稚園作校舍之用。

私立獨立幼稚園方面，教育局接獲178所沒有參加計劃
的幼園申請調整學費，當中143所申請加費，另有一所減費
，34所則維持不變。

近半學生無暇參與STEM教育

中大獲1400萬資助研炎症腸病

143私立幼園申加費

33.8%自閉學童情緒焦慮 較外國高
【大公報訊】4月2日為聯合國 「世界

關顧自閉日」，香港協康會近日公布 「自
閉症學生焦慮情緒」調查結果，發現33.8%
受訪自閉症學童出現輕度至嚴重焦慮情緒
。以2015至16學年，本港約有6,800名自閉
症學生就讀主流中、小學，協康會推算
約2,300名主流學校自閉症兒童正受焦慮困
擾。

協康會於今年2月於該會轄下10間服務
中心，以及12間學校以問卷訪問了250名就

讀主流小學、已確診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小
學生。結果發現，33.8%受訪自閉症學童出
現輕度至嚴重焦慮情緒，需要專業人士的
介入，較外國兒童及自閉症兒童患有焦慮
症的比率為高。

鼓勵家長陪伴治療
協康會的調查又發現，有37.2%初小生

最擔心可能會得到不好的成績，33%高小
生則最擔心未來，顯示當學童升至高年級

時，壓力主要來源會由學業成績轉移至前
途問題。

負責調查的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羅婉
萍指出，焦慮情緒在自閉症兒童的出現率
較高，可能與他們在社交溝通、情緒表達
的先天障礙有關，若不及早介入，可能會
令情況惡化。

羅婉萍表示，若老師察覺學生持續出
現焦慮情緒，她建議把情況告知家長，鼓
勵家長及孩子一起接受治療。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鴨脷洲）昨向家長發出通告指，新學年學
費或需加35%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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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宣
布，獲得紐約赫爾姆斯利慈善基金
頒發180萬美元（折合約一千四百
萬港元），資助研究炎症性腸病。
該研究項目名為 「ENIGMA研究：
探索東半球炎症性腸病腸道微生物
群之謎」，由中大、墨爾本大學、
昆士蘭大學及內地的炎症性腸病研
究中心進行跨地域合作。這是中大
近年來獲得最大金額的研究資助之
一。

炎症性腸病是一種影響腸道的
慢性非傳染病，於兒童或年輕成年
人發病居多。在過去二十年，此病

於香港的發病率增加了三十倍，預
期於2025年前，中國將會有超過
150萬的炎症性腸病個案。克隆氏
症為炎症性腸病的主要類別之一，
近年於全球出現的情況愈來愈普
遍。

此研究項目由澳洲（聖雲遜醫
院 及 墨 爾 本 大 學 ， 由 Michael
Kamm教授帶領）及香港（中大，
由黃秀娟教授、于君教授及沈祖堯
教授帶領）的世界級科學中心領導
， 並 與 昆 士 蘭 大 學 （ 由 Mark
Morrison教授帶領）及內地的炎症
性腸研究中心合作。

中大亦負責統籌於北京（北京
陸軍總醫院）、廣州（中山大學附
屬第一醫院）、上海（上海交通大
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及西安（
西京消化病醫院）的實驗室和醫療
中心的研究工作。

中大黃秀娟表示，克隆氏症發
病率正急促上升，人體腸胃內的微
生物，以至我們的日常飲食，均有
可能是誘發克隆氏症的因素。若能
掌握到克隆氏症發病的機制，有助
我們從日常飲食和調節腸胃微生物
組合方面着手，研發出合適的治療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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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楊州報道：
一項有關小學STEM教育狀況研究
調查，發現近五成受訪者表示功課
太多，無時間參加校內有關STEM
的學習活動，逾五成半受訪者認為
科學實驗可引起他們學習科學的興
趣，但逾四成受訪者從未在校內進
行相關學習活動。研究團隊表示，
小學沒有實驗室，減少學生接觸科
學實驗的機會，建議政府除了把一
次性開支轉成恆常開支外，亦要推
出相應政策，如校外實驗室租借學
校。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昨
日公布有關 「小學創科教育的狀況

與啟示」研究，於上月八日至二十
二日期間以電話方式訪問520名小
四至小六學生，發現逾五成半受訪
者認為，科學實驗可引起他們學習
科學和科技的興趣，其次是製作科
學小發明和實地考察，而數學比賽
、推理／偵探遊戲和製作立體模型
，亦可引發他們對數學的興趣。不
過，逾四成受訪者稱從未在校內進
行上述的活動。

科學實驗助引發興趣
調查亦發現，近五成受訪者表

示，功課太多，故沒有時間參加校
內有關STEM的學習活動，其次是
活動費用太貴。而普遍受訪者都認
為老師最能啟發他們學習科學和科

技，以及數學學科的興趣。另外，
四成受訪者表示不認識STEM教育
，表示認識的僅四成半。

研究團隊的副召集人陳君洋表
示，學校財政資源、課時、人手及
資源不足，均阻礙小學STEM教育
的發展，並影響學生的學習經歷。
他建議有關當局設立教學獎學金，
發放予大學主修STEM相關學科的
學生，鼓勵他們畢業後協助老師推
動STEM教育。

鑒於常識科老師多為文科出身
，研究團隊成員范中銘建議，教育
局將 「在職中學教師帶薪境外進修
計劃」延伸至小學教師，讓他們有
機會前往STEM教育發展較先進的
國家，豐富教學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