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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報章紛紛報導數學神童沈詩鈞以九歲稚齡獲香港浸會大學破格取錄為本科生，引起

一時哄動，這篇新聞令我開始注意到社會上另一弱勢階層──資優學生。 

資優兒童在香港總人口佔有率只有一小撮，他們較普通小童優勝的地方是擁有較高的學

習能力和適應力，也充滿着旺盛的求知欲。他們的存在能提升香港的競爭力，為整個社會帶

來正面良好的影響。但應該怎樣培育資優兒童呢？在本港，政府不如外國般投放大量資源去

致力培訓資優兒童。前陣子政府才放話要削減撥款教育界的資源結果引起大回響。衛道人士

齊聲討伐。教育是社會的基礎，缺少了便不能培養各類人才去回饋社會。社會缺乏人才，生

產力和競爭力自然大受影響。最後導致社會質素變得惡劣。無疑是日取滅亡。所以教育對一

個社會來說是十分重要，但現在香港小班教學這個理想亦變成奢想了，試問怎麼還有其他，

資源投放在一小撮弱勢社群上？ 

以往亦曾有資優兒童嘗試跟隨常規教育上課，但根據他們的意見，認為常規課程太淺

易，沒有能戰性，導致很多時也無心向學，甚至耽於逸樂，自毀前程，為帶來負面效果。對

於本港教育界而言，資傻兒童能為帶來新的衝擊，使高教界能加快步伐，推行教育改革小心

制定更適合學生的新課程。為社會的未來帶來新景氣。(有效引導發揮出他們的能力) 

另一方面，作為父母知道子女屬於社會上出類拔萃的一群固然感到欣喜，而希望子女「望

子成龍」，光宗耀祖的冀盼小孩帶來無限壓力，父母們亦開始干擾小孩子的正表成長。以本

篇報導作為例子，沈爸爸義無反顧的辭去工作，專注培育只有幾歲稚齡的兒子更把兒子進入

浸大讀書。我卻認為這是不智行為。詩鈞失去了他那美好珍貴的童年不在話下，每天上課要

面對着人生歷練比自己豐富，年齡亦教自己大上一截的「同學」，除了影響他的人際發展使

他交不到知心的朋友外，亦會缺乏了培養講通技巧的能力，對他將來融入社會造成一定困

難。父母是不能一輩子看顧他的。除此以外，他的心理能否調適正常亦是一大問題。因此，

我認為父母過度擾亂孩子的人生，應該順其自然，讓小孩發掘自己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