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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晨在Fb個人專頁發文直斥

教育局局長姑息養奸， 「教育是重災區

，因為人沒有管好。教育局長在拖泥帶

水，姑息養奸。對不起，這是我第一次

公開批評現任特區政府官員。」 他再次

籲請真道書院馬上革除戴健暉。梁振英

說： 「戴健暉無恥，對社會的嚴厲批評

不瞅不睬，對教育局的譴責更是不痛不

癢。」 他直言，老師對學生和家長影響

大，戴健暉是極惡劣的典型。

教育局下午回應梁振英評論時指，

教育局是從中立及教育專業角度出發，

按既定機制及程序，研究每宗個案的實

際情況及證據，對教師專業及學生的影

響，並就不同個案作比較，以及給予涉

事教師有合理申辯的機會。對涉事兩人

警告他們如再次作出失德行為，局方可

考慮按《教育條例》取消其教師註冊。

梁振英晚上對此再度發文： 「在戴

健暉的問題上，教育局竟然從 『中立』
角度出發？」 他指 「中立」 是不站邊，

是無可無不可，但戴健暉作為教育工作

者，發表仇視警察子弟的極端惡毒言論

這事實已經確立， 「教育局可以持平公

正處理投訴，但怎麼可以 『中立』 ？」

教聯會：不釘牌難挽人心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指出， 「黃師」

扭曲道德觀，教育局的處理相當寬鬆，

不夠 「阻嚇性」 。他促請學校解僱違反

專業操守的老師，當局在證據確鑿的情

況下，應吊銷其教師註冊牌照，才能恢

復社會對教育界的信心。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則認為，教育局

公開向戴健暉等 「黃師」 發譴責信有 「
面對問題的勇氣」 ，但應加強語氣，皆

因 「公開發布恐怖仇恨言論之風不可長

」 。他說，當局應發信全港教師，對於

初次有違專業操守，情節嚴重的教師，

姑且給予機會反省，若重犯，必定吊銷

其牌照。資深教師、政賢力量時事評論

委員會主席王偉傑表示，任何教師組織

都不能以言論自由為擋箭牌，縱容教師

在社交平台上煽動仇恨情緒。

梁振英轟教育局對黃師姑息養奸
仇警言論極惡劣 當局豈能中立 再促革除戴健暉

專訪

教育局前日宣布只對戴健暉及賴得鐘兩名仇警 「黃師」 發出
譴責信，而未有取消其教師資格，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直斥

教育局局長在拖泥帶水、姑息養奸。梁振英批評
戴健暉無恥，對社會的嚴厲批評不瞅不睬，對教
育局的譴責更是不痛不癢，他認為戴健暉既然已
經承認事實，教育局就更沒有什麼 「中立」 角度
，唯一的角度是保護學生、淨化教學環境，而唯
一正確的決定就是革除戴健暉。

大公報記者 殷向善

【大公報訊】記者黎慧怡報道：過

去三個多月的社會暴力紛爭至今仍未平

息，有團體更發起罷課，令學校面對不

少挑戰。教育工作者聯會最新調查發現

，雖然超過九成受訪學校過去一周已沒

有學生參與罷課，但半數校長反映校園

氣氛已受影響，個別師生的情緒亦出現

問題；一成受訪校長更稱日常教學已受

到干擾，包括有學生要求教師作政治表

態，亦有學生受到杯葛排擠，主要因為

家庭背景、政治立場不同而被同學踢出

聊天群組、遇受冷言冷語等。教聯會促

請當局定期向學校發出具體指引，密切

關注校園欺凌情況。

42%校長稱有學生情緒異常
教聯會於9月9日至16日向全港中小

學發出問卷，收到168間學校回覆。約一

成學校表示學生有參與罷課，平均每間

有約10名以內學生罷課；75%受訪校長

不接受學生罷課，16%表示接受。教聯

會主席黃錦良認為，學校對罷課的取態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學生是否參與罷課

，當校方態度模糊時，學生亦會敢於做

出相應行動。

近半受訪校長反映校園氣氛已受影

響，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說，42%受訪

學校表示個別學生情緒出現問題，尤其

是初中和小一、小二學生，當他們目睹

較他們年長的學生在校門前築起人鏈，

情緒會受到影響，須由老師和社工進行

輔導工作。黃錦良重申，教聯會反對將

政治訴求帶入校園，呼籲有關人士停止

校外築人鏈的行為，勿影響學校運作。

有11%學校反映日常教學亦受干擾

，8%受訪校長直言，有學生要求教師作

政治表態；亦有6%受訪校長提到有學生

因家庭背景、政治立場因素而受到杯葛

或排擠，包括被踢出班級群組聊天、被

冷言冷語和故意中傷等。黃錦良說，受

社會事件影響，有學生情緒受衝擊，經

常發噩夢，不能專注學習，更有警察子

女於新學年需更改父母職業資料， 「依
家都唔敢填係做警察。」

教聯會建議，當局需定期向學校發

出具體指引，向學校提供最新的應對方

向和指引；其次成立跨專業團隊，加強

支援教育界同工、家長及學生的不同需

要；密切留意校園欺凌的狀況，加強支

援教師處理校園欺凌等。

教育病了

暴亂製造校園欺凌 學生慘被杯葛排擠

【大公報訊】記者唐曉明、楊天智
報道：免費幼稚園教育計劃第三年實施

，教育局完成審批本學年參加計劃的幼

稚園學費申請，當中約九成的半日制幼

稚園會在2019/20學年免收學費，和往年

相若。今年每期學費中位數約為820元，

比去年增加約30元，加幅約3.8%；加幅

最大是大埔循道衛理幼稚園全日班課程

，全年學費由去年396元大幅增至今年

1991元，加幅逾四倍。

教育局表示，截至2019年本月11日

，已完成審批約730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

學費申請，當中約九成的半日制幼稚園

會在2019/20學年免收學費；在2019/20

學年，每期學費中位數約為820元，比去年

增加約30元，整體學費仍處於低水平。

部分全日制幼稚園今年學費加幅明

顯，加幅最大是大埔循道衛理幼稚園，

全年學費由去年396元大幅增至今年

1991元，加幅逾四倍；膳食費更為2882

元，比學費為多。而葵青區的富瑤幼稚

園今年同樣推出免費半日制課程及收費

全日制課程，全學年為5740元，比往年

的3490元亦增加2250元。

富瑤幼稚園校長江山嬌回應《大公

報》查詢時稱，校方今年增加學費，純

粹讓家長合理承擔部分開支。問到增加

學費是否因為政府提供的資源不足，江

校長表示， 「其實政府今年已經給了好

多資源予學校，而且九月份政府新通過

決定，給學校繼續增加資源。」 她笑言

，他們內部覺得差不多，如能增加資源

就更好，也可以運用在教學上。

教育局表示，當局有嚴謹機制審視

幼稚園調整學費的申請，在審批學費的

申請時，主要考慮幼稚園的整體財政和

實際營運狀況，主要項目包括薪酬調整

、改善師生比例，以及改善學校設施等。

【大公報訊】記者黎慧怡報道：
修例風波蔓延至校園，教聯會一項調

查指出，不但有學生情緒受到影響，

更有不少老師亦受到困擾。據悉，一

位老師因受到近期社會事件影響，工

作期間不斷自言自語，校長了解後發

覺其情緒受到困擾，已勸喻老師休假

，並接受心理輔導。

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表示，就

近期社會風氣影響，校長和老師都有

一定的心理壓力。

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主席鄭寶

君說，老師都希望照顧好學生，但也

要謹記照顧好自己才能給學生所需。

老師也要有自己的支援網絡以及學習

自我照顧技巧，有困難時有所支援。

老師情緒受困需心理輔導

暴亂持續百日，從暑假

到開學，紛亂的局面擾攘着

社會各個角落，有些校園更

成為學生政治立場的表態之

地。福建中學校長吳宏基接受《大公報》

專訪，對年輕人在暴亂中的種種舉動感到

心痛， 「我最痛心的是竟然有這麼多年輕

人（在這次社會事件中）不承認自己是中

國人！」 吳校長皺着眉頭說道。

「攬炒」就是霸道
福建中學一向重視中國文化與傳統教

育，學生們都有強烈的國民意識，因此吳

校長對示威者們模糊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到

震驚。他在開學致辭時對學生說： 「最近

，更有人提出要 『攬炒』 ，要把香港社會

搞得更亂，更糟糕，更民不聊生。」 他希

望學生理性地想一想， 「攬炒」 究竟是民

主，還是霸道。

不同於許多香港名校，福中沒有因近

期事件為學生開設所謂的 「連儂牆」 ，表

態各自的政治立場。吳校長說，這個做法

並不是不讓學生討論，而是不願意把討論

變成政治化的產物。

「我不會把與學生之間的交流稱之為

『對話』 ，這個詞太政治了。」 吳校長笑

道， 「這明明是 『傾偈』 嘛！」 除了定期

與學生傾偈之外，吳校長說學校已備好一

筆 「育苗基金」 ，予以最近因社會事件而

經濟受影響的學生家庭渡過難關。

吳校長在二十出頭時考入香港大學，

也經歷過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坦言也曾

試過上街靜坐， 「但那都在不影響別人的

前提下」 。他說，現在每個人都說是為了

追求正義，連違法也是為了追求正義。對

警務人員起底，公開其私隱、搞垮經濟，

有市民失業、癱瘓機場，無視旅客利益、

辱罵和欺凌異見者， 「這些都是以正義之

名行不義之事，極不理性，令人心寒。」
「製造仇恨的人以後內心一定會無比

煎熬。」 吳校長希望當下年輕人應懷有惻

隱之心，用知識裝備自己，不立危牆之下

，避免接近動亂的地方，顧己及人，不做

仇視和違法的事情。 大公報記者黎慧怡

幼稚園加學費 最高逾四倍福中校長：痛心年輕人不認是中國人

事例
校園氣氛受影響
個別學生情緒出現問題
來自傳媒和社會人士的壓力
個別教師情緒出現問題
日常教學受干擾
學生要求教師作政治表態
有學生受到杯葛排擠

校長認同比率
47%
42%
28%
25%
11%
8%
6%

學校受近期社會事件的影響

◀▼真道書院助理校
長戴健暉在網上鼓吹
極端仇警言論，激起
公憤

◀▼嘉諾撒聖心書
院通識科教師賴得
鐘在社交平台上發
圖咒罵警察，被狠
批枉為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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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聯會

▲梁振英昨晚再發文反擊教育局 「中立」 論，他
再次籲請真道書院馬上革除戴健暉

▲教聯會調查發現，近半數校長指校園
氣氛受到社會事件所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