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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學院教師黃國才，在剛啟用
的地鐵寶琳站，展示其玻璃裝置藝術
「樓樓起樓樓」，呈現對家、鄉村及城

市的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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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長梁錦松的母校英華書院，明年將
開辦一條龍津貼小學，招收小一至小三新生
最多525人。但為免與同區學校競爭，將不接
受區內學校學生申請插班。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蘇義有表

示，2003 年 9 月開辦的全日制英華小學，只
會招收小一至小三學生；小四至小六會接收
目前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的學生。

位於深水埗區
蘇義有表示，基於就近入學及避免與同區

學校競爭學生的原則，教育署限定學校只可
招收以下兩類插班生：

1.明年新遷入深水埗區，需轉學校的學生；
2.居住深水埗，但要跨區上課的學生。因此

，插班生將不會接受原區就讀學生的申請。
位於深水埗的新校舍，會將中小學部打通

，共用資源。

蘇義有說，中學部會有一個接近演奏級水
平，可容納近 1200 人的大禮堂。小學部的禮
堂，亦可供話劇及演講表演。

跨校小組安排銜接
此外，中小學將成立3個跨校合作小組，包

括課程銜接小組、通識及全才教育發展小組
及課外活動小組，以照顧學生從中文小學升
上英中時的銜接安排，及設計一個貫穿中小
學的課程。

一條龍中學有足夠中一學位，全數吸納所
屬小學的小六畢業生，畢業生毋須參加升中
派位，可直升所屬中學。

但若學生申請其他中學的自行分配學位而
不獲取錄，則不能保留直升所屬中學的權利
。直屬中學則會在扣除重讀生及校方自行分
配學位後，為直屬小學保留最多餘額 85%的
學位。

特稿 明報記者：李潔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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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傳媒26年，橋王黎文卓仍然有
不斷增值的動力，原因只有一個：
「投入」其中，找到樂趣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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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動態：
藝院教師地鐵站「建樓」

九一一事件一周年將至，但事件仍影響着
不少紐約市民。一位香港女義工到紐約提供
代禱服務，不僅初次感受到紐約人的真正需
要，還改變了對天堂與地獄的觀念。閱報教
材就有關報道提供思考問題及教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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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跳板：
橋王黎文卓轉工尋動力

融合學校每取錄 5 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可額外增聘1名文憑教師，取錄8名
或以上，可再增聘一名輔導助理。同時，
學校可獲一筆過 5 萬元非經常性津貼，每
取錄一人，每年再額外獲津貼973元。

教育署在1997至99年推行為期2年的融
合教育先導計劃，鼓勵學校以 「全校參與
」模式支援學生，1999 年決定全面在中小
學推廣。

學校數目由1999年的20所增至今學年約
100 所，教署預期到 2004 至 05 學年，學校
數目會增至 140 所，開支預算亦會由本學
年的 2626 萬元增至 2004 至 05 學年的 4918
萬元。

去年 7 月，平等機會委員會根據殘疾歧
視條例公布教育實務守則，即使學校沒有

參與融合教育計劃，亦要取錄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

教育署1999年開始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3個學年過去了，教署投
入的資源以千萬元計，新學年融合學校已達100所，未來3個學年教署預算再投
入逾億元。錢已花了不少，但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又能獲益多少？
本報獲悉，教署一直知道部分融合學校額外津貼照支、額外教師照請，但融合

生卻得不到適當照顧， 「半途出家」 返回特殊學校的例子不少。教育統籌局長李
國章表示，會檢討融合教育成效，考慮將做得不好的融合學校剔除於名單外。

「讀了半年（融合小學），他開始假裝肚
痛、不舒服，逃避上學。」輕度弱智的邦邦
，一九九九年經教育署評估後到融合學校升
讀小一，母親劉太盼望邦邦可順利融入，與
其他同學愉快相處，但事與願違，半年後劉
太決定讓邦邦轉讀特殊學校。

劉太十分無奈，她說： 「一個教師跟進六
個融合生，其他教師根本不知道融合生的需
要……讀了半年，什麼也學不到！」

「半年什麼也學不到」
融合教育其中一個理念是 「因材施教」，

即按學生需要設計個別學習計劃，但邦邦接
受的課程與普通學生一樣， 「課程沒有特別
編排，只是延長考試時間，中文科還可以，

但數學、英文真是完全跟不上！」劉太說。
教師亦以普通學生的標準衡量邦邦的表現

，令劉太更加心痛， 「半年來差不多天天見
家長，投訴他上課不集中、中文課拿英文書
、自理能力有問題，卻從沒提供協助，沒體
諒他是融合生，一定要他做到。好幾次聽到
老師用近乎指摘的語氣罵他，我真的很難受
。」她說。

劉太說，融合生記憶力較差、邏輯思維較
弱，不減慢課程進度，即使加入輔導課，幫
助也不大。 「難道學校不能剪裁課程來遷就
一下嗎？課程太深，今天補課、明天已不記
得。追不上，得不到別人讚賞，就逃避上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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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開支

1,479萬*

2,626萬

3,773萬

4,918萬

1.2796億

融合教育預算開支

【明報專訊】政府下個財政年度擬削減教
育經費九億元，教育統籌局其中一個考慮方
案是削減中小學經費，但在昨日的 「城市論
壇」上，多位出席講者均反對向中小學 「開
刀」，反而建議 「局署合併」後精簡教育部
門人手。
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曾榮光表示，

財政司長梁錦松提出的教改鼓勵終身學習、
拔尖保底，人力投資不同停建居屋。他又指
出，本港中小學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2.4％，
較其他先進國家的3.6％已有一段差距，不應
再削減。

他認為，據房屋局與房屋署的經驗，教統
局與教育署合併後，可減省三分一人手。他
解釋，教署推行校本管理，九成工作落入前
線教師手中，教署負責行政工作而已。

楊耀忠：教育部門「管得太多」
身兼中學校長的立法會議員楊耀忠亦反對

向中小學開刀，他指出，學校已減無可減，
反而局署合一是個重組架構的好時機。現時
教育部門 「管得太細、管得太多」，適宜精
簡架構，節省行政開支。
津小議會副主席馮家正則建議優質教育基

金暫停接受申請。曾榮光亦指出，過去每年
基金派出五億元，可 「幫補」教育經費。

閱報知天下：
港女義工為紐約人祈禱

教統局長李國章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
「有些政策，on paper 好，沒有人會反對，

但效果如何？融合教育是世界大趨勢，但非
每個學生都適合……不是因為有政策，隨便
將學生散到各學校，花完錢就算，學生是否
得益才是最重要。」

李國章關注成效
「專業人士對融合教育有保留，主流學校

也有保留。學校有心收，應該支持，但如果
僅為了增聘一名教師，卻沒特別支援特殊學
生，我們就要思考是否值得繼續推行。」李
國章上任後曾約見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本報向教署查詢融合教育成效評估的資料
，教署表示過去2年有向參與學校發出年終問
卷調查，但沒有劃一評估指標。由 1997 學年
至2000學年，有10名學生由融合學校轉到特
殊學校就讀，至於由特殊學校轉讀融合學校
，再轉讀特殊學校的學生，則無統計數字。

教界反對除名促增支援
教署融合教育計劃工作小組成員、聖公會

日修小學校長林湘雲表示，小組定期開會檢
討，教署知道參與學校表現參差， 「有些學
校沒適當支援融合生，但為免打擊士氣一直
沒公開檢討結果」。林校長反對剔除學校於
名單外，他建議增派人手鼓勵及幫助學校。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去年自動參加融合教育

， 老師馮玉珍批評教署支援不足，教師得

不到專業培訓，馮說： 「三十小時培訓根本
『不到肉』，只是不斷灌輸融合教育的好處

，毫無實戰技巧。」馮老師想增值也苦無門
路， 「教育學院說沒有特殊教育課程學額給
融合老師，只可讀加強輔導班」。

教師批評培訓 「不到肉」
最初面對自閉症學生時，馮老師束手無策

。 「原來調位對自閉症學生是件大事，他們
有自己一套原則、生活模式，不肯調。」馮
老師現時照顧融合生的 「板斧」，是透過同
事間模索及得到匡智翠林晨崗學校的支援而
得到的。

融合教育理念雖好，但前景不明令馮老師
十分擔心， 「自閉、弱智學生學習能力較慢
，成績一定差。融合可改善他們的人際關係
，但升中派位時怎辦？以他們的成績，只可
派到成績組別較差的學校，可能成為其他人
欺凌的對象。」

取錄輕度弱智學生的匡智翠林晨崗學校校
長程溫月如表示，近年由融合學校轉回特殊
學校的學生較以往增加， 「主流學校的教師
很努力，但欠缺特殊教育訓練，學生未必得
到適切教育。」

她說，融合教育並非不成功，但香港的全
校參與模式不足以配合所有學生需要， 「可
以嘗試分階段進行，讓學生先接受特殊學校
的專業培訓，學習生活技能，再升讀主流學
校」。

學生未獲適當照顧 寧轉讀特殊學校

成效差融合學校面臨除名
融合生不融合

教師天天 「召見」 兒子逃避上學

家長轟不了解弱智生需要融合學校獲津貼聘教師

反對向中小學「開刀」
學者倡局署合併
精簡人手省經費

英華一條龍津小招收525人
小一至小三 不收同區轉校生

劉太（右）高興的表示，輕度弱智的兒子邦邦轉到特殊學校——匡智翠林晨崗學校後，便不再
逃避上學，且較以往就讀融合學校時主動。左為匡智翠林晨崗學校校長程溫月如。

（李潔兒攝）

小飛魚 教改講求多元智能，今日的學生哥要入水能游、出水能跳，殊不簡單。看
這班小飛魚的英姿，哪一位將是香港奪標的希望？昨日的 「小飛魚游泳賽」 由恒生銀
行主辦。 （李紹昌攝）

教你鬆一鬆 作者﹕梁浩銓

教育專題 明報記者﹕李潔兒

英華書院及英華小學位於深水埗的全新校舍
，中小學部將會連結起來，實踐一條龍學校
的概念。 （相片由學校提供）

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曾榮光指出，本
港中小學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 2.4％，較
其他先進國家的 3.6％已有一段差距，不應再
削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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