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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學生 開導家長 讓應用型大學扎根 

　　還記得去年校內的中三選科家長晚會中，筆者邀請了一位校友回校分享其追夢的過程，這個真實例子提醒了大家要好

好反思教育的真正意義。這位校友是舊制教育下的畢業生，中學時期並非讀書型學生，在老師眼中屬於「多言」。中七畢

業後，他的成績未達升讀本港學術型大學的要求，於是用了一年gap year時間思考自己的前路，終於決定回內地修讀暨南

大學「酒店與會展管理學士課程」。在實習期間，他廣結善緣，積累人脈和經驗，大學畢業後積極追夢，最終「皇天不負

有心人」，他成功實現了創業夢，現在經營的網絡營銷公司已經成為了內地抖音官方認證內容供應商，擁有矩陣號100多

個賬號。這位校友的經歷令筆者思考：如果他留在香港選擇接受傳統學術型的教育，今天他的人生軌跡會變成怎樣？創業

的夢想又會成真嗎？

　　一直以來，透過高級程度會考(HKALE)或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升讀學術型大學被視為教育的主流，但實際上不是

所有學生都適合這種公開試的考核模式，因此應用教育應運而生，為這些學生提供另類選擇。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

每個人與生俱來總會具有某些特質，而這種特質，必須在某些具體的、適合的教育、職業或工作中才能真正地展現出它的

價值。

　　特區政府剛於今年3月宣布，香港都會大學成為香港首間應用科學大學。這無疑為中學的應用教育提供更佳的銜接途

徑，對中學的應用教育起了正面的影響，但這樣是否就能夠培訓更多的應用型的人才呢？作為前線老師，筆者觀察到現今

中學開展應用教育面對的問題：

(1) 認受性

　　自從新高中學制開始，應用學習(ApL) 課程已經滲透著應用教育的元素，但問題是其認受性始終不高，學業成績優秀

的學生大多不願選擇為額外的選修科，家長的態度也成為中學發展應用教育的一大障礙。

　　記得有一次家長日，筆者在走廊與家長傾談時，身旁一位家長忽然指著展板對孩子說：「你再唔俾心機讀書，唔通要

讀個啲課程咩？」展板上正是介紹ApL的資料。由此可見，不少家長的想法仍然停留在ApL是成績差的學生才修讀，一直

抱有負面看法。筆者過去接觸不少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學生，眼見他們怎樣努力也不能應付高中的傳統選修科，每次

測考不合格，換來無比的失望和挫敗感，便建議家長讓其修讀ApL或其他院校的職業訓練課程。可惜他們對其貼上負面標

籤，對職專課程尤為抗拒，筆者未及詳細介紹課程特色已經被大力否定，他們只希望子女取得一張傳統文法中學的畢業證

書以及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證書。

摘要：發展應用型大學，無疑是令中學的應用教育有更佳的升學
階梯，為學生提供一個非主流學習的機會，但香港的主流教育仍
然以考試為主，能力稍遜學生在考試制度淘汰下自然成為次等學
生。因此，要應用型大學做得到位，中學必須更重視應用教育，
提升認受性，釋除家長和學生的疑慮，評估制度也須作出相應的
調整，而非以DSE為唯一的評分機制。

作者︰趙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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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核等級

　　中學ApL的成績最高只可以取得等同DSE第4級，學生及家長很自然將ApL定位為非主流教育，淪為次一等的地位。

這樣難以吸納尖子學生，或具備其他才能的優秀學生，漸漸可能埋沒了不少職業專才的優秀人才。

(3)進階途徑

　　中學開辦應用教育的ApL課程雖然涵蓋廣泛的範疇，但不是所有範疇都可以銜接大專以上的學歷。好像較多學生有興

趣的廚藝範疇，進階途徑一直都很狹窄。現在雖然開辦應用型大學，但下學年暫時只提供兩個應用學位課程，未能涵蓋所

有學科範疇，這正好說明ApL課程對升學幫助不大。

　　筆者認為應用教育值得肯定，對學生有正面影響。從觀察所得，有學生雖然校內選修科不合格，但ApL修讀設計科可

以取得A級成績，亦有學生校內理科剛合格，但ApL修讀健康護理實務取得第4級成績，並獲得ApL獎學金的「特別嘉許

獎」。由此可見，對學習能力稍遜以及SEN學生而言，應用教育有助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自信心，並學習專業技術，賦

予他們一技之長，有助日後就業。

　　還記得一位取得ApL獎學金的同學，獲獎後接受訪問說道：「參加了ApL課程，最大的收穫就是令我有了人生目標。

以前我只打算日後找一份辦公室工作，每天平平淡淡地度日子。但自從接觸了『甜品及咖啡店營運』這個課程，我改變了

以前愚蠢的想法。我渴望開設一間自己的咖啡店，為所有忙碌的人提供一個歇息的地方，讓繁忙的都市人停下腳步，到我

的咖啡店裏坐坐，放空一下，忘記心中的煩擾。」因此應用教育不只是專業技術的傳授，還讓學生有一個不一樣的成長歷

程，學會追尋理想，意義非凡。

　　發展應用型大學，無疑是令中學的應用教育有更佳的升學階梯，為學生提供一個非主流學習的機會，但香港的主流教

育仍然以考試為主，能力稍遜學生在考試制度淘汰下自然成為次等學生。因此，要應用型大學做得到位，中學必須更重視

應用教育，提升認受性，釋除家長和學生的疑慮，評估制度也須作出相應的調整，而非以DSE為唯一的評分機制。 

　　誠然，突破根深蒂固的觀念，改變家長和學生的傳統思想並不容易，但教育本應就是發掘個人才能的場所，而不是成

為觀念包袱的戰利品。

(作者為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升學主任)

發展應用型大學，令中學的應用教育有更佳的升學和成才階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