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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數學資優生，明仔上年喜

獲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取錄，但開

心的背後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他感

慨地說自己是少數能擺脫《傷仲永》

悲劇的幸運兒。他的數學天賦能夠被

發掘，都是明媽的功勞。

明仔還在讀幼稚園時，偶然獲得

一本小學數學課本，他竟一看入迷，更

開始和小學生一樣在上面寫寫畫畫。

讀幼園時已懂乘除
明媽發現明仔的興趣後，向鄰居家借了

全套小學數學課本，以至部分初中物理課本，

供明仔學習。明仔看這些課本，就似普通孩子看

漫畫一樣，讀到精彩處就會廢寢忘食，通宵達但

書不離手。因此，當其他幼稚園的孩子連加減數都

未能數得清時，明仔已懂得乘除法運算了。

然而，當下家長大都忙於工作，加上學校班級人數

眾多，老師難以充分了解及照顧每位學生，資優兒童往

往未能被 「挖掘」 ，潛能最終塵封，逐漸被淹沒了。

明仔表示，由於數學較其他學科在成績上易分高下

，個人天賦較易顯露，媽媽才可在未帶他做智商或其他

資優多元評估之前，已獲學校發現其潛能，引薦他到資

優教育學苑及科大資優班學習。這些資優課程雖對明仔

有很大的幫助，可惜課程只持續數月，他又要重回學校

，未能得到長期有效的培養。 「就算是天才，也需要在

恆常的練習中才能進步，久久不碰題，一樣會生疏。」

嘆收生只看DSE成績
由於資優教育學苑和高校資優班並未 「學校化」 （

設專門學校），以及未能銜接高校的專門考試，明仔直

言只能視為普通興趣班或補習班。資優生要接上社會的

軌，和其他學生一樣，仍然要通過中學文憑試（DSE）

的考核，考取 「資格」 。明仔感嘆說： 「數學資優孩子

，數學容易考取高分，但要達到DSE 『3322』 的死框

架要求，往往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惡補其他科。」
明仔有位師兄，14歲時就成為全球奧林匹克數學

競賽銀獎得主，當時已有美國的大學向這位神童伸出橄

欖枝；而同為銀獎得主的另一朋友，報考一所全港排名

前三的大學卻未獲取錄，皆因大學收生要求寫明必須在

DSE中該科獲指定分數。 「難道在DSE那科拿5**的人

，就厲害過全球數學競賽的得獎者？」
「不是說DSE不好，只是學校在收生時，不應 『一

刀切』 地將DSE的結果凌駕於所有成就之上。」 明仔說

。他坦言，本港的教育制度和觀念都比較保守，若然不

思改進，就難以培養出符合新時代需要的人才。

「數學資優的孩子不僅數
學要好，其他科都要花時

間惡補，否則難以從DSE 『
3322』 的死框架中脫穎而出。」 數

學資優生明仔感嘆地說。
有機構指出，現時教育局未有推行

全面的資優普查，若私下報名測試，也
要輪候數年，導致不少天才錯過了培養
的黃金期。資優生長大後，又沒有專門
的學校，以及與大學的銜接考試，滿足
他們的學習需求。

北宋思想家王安石名作《傷仲永》
，文章講述天才兒童得不到教育機會，
長大後淪為平庸之輩，類似的悲劇故事
，在今天的香港依然存在。專家指出，
化 「憂」 為 「優」 ，必須靠 「貼身」 的
教育配套。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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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資優教育方面從無到有，政策

上先是成立資優教育組，繼而設立專門的

資優教育學苑；在制度上實施從全班式教

學、抽離式計劃到校外支援的 「三層架構

推行模式」 。惟仍有持份者大嘆失望。有

學者認為，現時政府的政策理念在落地時

仍有偏差，希望有執行團體可協調落地事

宜。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幼兒及基

礎教育總監李南玉博士認為，從教育局對

資優生定義來看，除了第一項的智商能經

測試檢測，其他五項，例如 「對某一學科

有特強的資質」 ，都需要老師觀察，故過

往都由老師去推薦名額到位於沙田的資優

教育學苑學習。

李博士稱，這種機制卻衍生出一些

問題。一來大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聰慧過人，故在老師提名時，每每向老

師施壓，干擾老師的決定。二來老師普

遍認為成績好自然是資優，多半會推薦

成績好的學生，但其實 「高成績低成就

」 的孩子很多。另外，由於學苑的課程

設計跟學校內的課程截然不同，當學生

發現學苑課程無助提升自家成績時，會

失去動力，悄然離開。

資優生跳級不容易
李博士並建議，政策落地時，應有執

行團隊協調和解決問題，例如研究怎樣避

免家長向老師施壓等。她又認為，對於真

正資優的孩子，不妨讓其在學校 「按科跳

級」 ，即在有優勢的科目上，跳班與高年

級的學長一起學習。可惜現時本港很多學

校會覺得安排跳級，增加管理難度，故不

敢貿然拋開 「班級枷鎖」 。

本港資優教育現狀令不少
人憂慮，作為 「資優生的搖籃」
、由政府資助的資優教育學苑，為家
長和學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是香港資
優教育的中堅力量。不過，從工作方向到
具體安排上，學生和家長都有不少怨言。

在網上教育討論區上，不難看見家長
分享孩子入學苑的心得，有的家長認為，
學苑對於自己孩子來說，是個從小上到大
的興趣班；對於自己來說，是個安心的託
兒所。但也有家長訴苦： 「無王管」 的資
優教育學苑，存在着不少教學問題。

家長Yuacc抱怨
，學苑的入學等
候時間過長。該
家長說，孩子入
學前需完成網上
入學測試，網頁
顯示五周內出成

績，但後來致電學苑得知要等
兩個月才出成績，前後為入學就

要花上一年時間。

入學測試題目疑有錯漏
另一家長Setom則透露，孩子在做入

學測試時，發現題目錯漏，例如在數學科
的測試中，有些題目明顯沒有正確答案可
選，而有些題目還未來得及選擇，就被判
為錯誤。Setom投訴這些低級錯誤，想不
到會在學苑的面授課程中出現。對此，《
大公報》向資優教育學苑院長吳大琪查詢

情況，但至截稿仍
未獲回應。

《傷仲永》是北宋政治家、文

學家王安石所寫的一篇議論文，選自《臨

川先生文集》。文章記述一個叫做方仲永

的金溪人天資聰慧，卻在後天沒有繼續學

習，最終 「泯然眾人矣」 （即 「他的才能

消失了，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了」 ）的

故事。故事寓意天才儘管擁有很高天賦，

如果不努力學習，也很難取得佳績；同時

也給人們啟示，後天學習對於人才成長起

着關鍵的作用。

專家倡順應天賦 可按科跳級

資優教育學苑
安心的託兒所？

王安石《傷仲永》的啟示
不努力學習 天才變庸才話

你知

就 算是天才，也需要在
恆常的練習中才能進步，久
久不碰題，一樣會生疏。

─數學資優生明仔說

▲資優生明仔感嘆： 「數學資優的孩子不僅數學要好，其他科都要花時間惡補，否則難以從
DSE 『3322』 的死框架中脫穎而出，目前的做法，香港怕難再出丘成桐。」

▲李南玉博士認為，現時政府的資優政
策理念在落地時仍有偏差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 意大利現代兒童教育學之

母蒙特梭利（Montesouri）與

日本著名早期教育學家深井大均

認為，人的潛能是無限的，愈早開發

，愈有明顯的成就。惟坊間很多聲音抱

怨，多年來本港的資優教育政策停滯不

前，雖然政府每年都撥款支持相關訓練

，但從幼時的資優評估，到升讀大專的入

門考試，似乎都未能給予資優生及他們的

家長顯著的幫助。

「資優基金」有年齡限制
香港天才教育協會的專業介紹指出，

資優教育愈早愈好，應由六歲開始。該協

會建議，要盡早為孩子提供資優教育環境

，發展及培育他們的潛能，讓他們有系統

地科學學習，從而真正得到資優教育的支

援。協會認為，政府所提供的 「資優教育

基金」 不應只栽培10至18歲的特別資優學

生，太遲的支援，只會妨礙學生智能的發

展。

另外，協會在對政府施政報告的回應

中提到，現時的智力評估由教育局開展，

惟局方只會替有問題的學生做智商評估，

且需輪候至少三個月時間。結果其他家長

只好自費找私人執業的註冊心理學家，替

孩子做測試，一次至少五千元，對於一般

低收入家庭來說，的確是一項負擔。

港資優教育配套 家長不收貨

▲▶資優教育學苑是香港資優教育的中堅力量。不過，從工作方向到
具體安排上，學生和家長都有不少微言

▲坊間有資優教育機構帶領資優生外出考察、實
地學習，被視為資優生的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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