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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會學院校董會、行政人員及各系主任普遍認為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白皮書的內容可以接受，而院長謝志偉更認為白皮書的建議利多於弊，故學院方面應該會接納這份白皮書。
雖然政府需要學院在一兩個月作出答覆，但謝志偉院長表示，校董會在十一月一日擧行會議後，相信便會有明朗的決定。
謝氏在分析白皮書內容時指出，政府在白皮書中第六·二三點說，認可之專上學院若果接納這份計劃，則該等學院將仍可保留其私立教育機構地位，並在決定課程及課程綱要方面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從這裏顯示浸會學院並無因接納政府經濟資助而喪失決策及行政上的權力。
雖然某些報導指出專上教育學院的未來課程，主要是配合其他教育機構的課程和提供專業訓練，而誤解各專上學院若干學系將因而被迫取消，但謝氏肯定辯稱，浸會學院若果接納白皮書，仍將會維持原有系別的數目，「不會因政府的壓力而取消」；而日後若果有某些學系取消，則只會因學生申請攻讀反應冷淡之情況下才會發生。他强調浸會學院仍將有絕對權力按情況決定設立或取消某些學系。另一方面，學院的講師資歷的檢定，據謝志偉解釋，現有的浸會學院講師全已註册，其資歷是足夠在學院繼續任職，故白皮書對現有講師並不會產生影晌。但他承認若接納白皮書後，學院課程必有所變動，在新舊交替期間，講師在授課方面必會引致不便。
謝院長再闡釋白皮書給予學院辦學自由時指出，政府並不會在課程方面左右學院政策，故對原有以宣揚基督教義的辦學精神並無不良影晌，而基於上述白皮書對學院帶來的利益，學校當局會接納資助計劃的成素將會較大。
謝院長闡釋白皮書中建議的新學制時說，鑑於現時中六課程，只著重應付投考大學入學試而缺乏通識教育，與教育的最高理想實相違背，故浸會學院希望，嘗試提供一個中六通識教育課程，而浸會學院若採取新制，頭二年的中六課程亦將會與普通文法學校的課程將有所分別。這也意味浸會將成為上述新制度的試金石。
他指出，新生入讀浸會學院，首二年將會以學院為單位，學生按個別興趣申請入讀某學院，而課程將包括基本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而理論上更可享受到普通中學沒有的大專生活。及至升讀更高兩年課程時，便以學系為單位，進修範圍將會轉為專門性的研究，俾能達到白皮書中冀望達到的專業或其他職業方面的資格。謝院長表示，上述資格據白皮書六點一九指出，足與理工學院頒授予同程度的學生的資格相等，雖然未有明確指出法定資格水平，但當局是有意保留這項釐訂資格的彈性。他解釋說，若果學生表現出色，可能評定資格的水平會提高，而若表現欠佳，則可以另定一標準。但他强調，若學生修畢上述課程，法定資格至少會相等於理工學院的高級文憑程度。
而修畢兩年中六後專上課程而又表現有能力深造的學生，屆時可申請修讀第五年課程，以便取得更高資格。而據白皮書第六點二零中顯示，政府是承認其資格是與已修讀理工學院高級文憑以上一年程度的學生具備同等資格與待遇，故浸會學院學生實際上已獲得較高「法定資格」。謝志偉院長補充說，原則上浸會學院的第五年專門課程將會保留所有學系，但仍需按個別學系的需要而決定會否繼續開辦。
謝院長更表示，學院會繼理工學院個別學系可能獲授學位而逐步提高法定資格的可能性不可否定。但他强調，學院尋求更高法定資格是不能一蹴即至，必須按步就班，先要達到某一水平即可繼續爭取更高的認可地位。
根據白皮書第六點一八中提出，專上學院學生在修畢兩年中六課程後，可參加港大高級程度考試或獲承認為具備同等程度的其他考試，或由一學院提出的一個新設考試，而其課程是經香港考試局評定為具備同等程度，謝院長表示，若學院接納白皮書，學院多會採取後者，自行訂定一新課程的考試標準，屆時在浸會學院修讀中文課程的學生在考取這個由學院自訂而經考試局評定的考試後，其程度將會與港大高級程度考試相等，亦可申請入讀香港大學，而修讀普通文法學校預科的學生若預科合格，亦可申請入專上學院攻讀。
貸款額提高 資助達千萬
但謝氏透露，屆一九八零年時，香港大學入學試可能已取消，而全港中學生將會投考統一的高等程度考試，這便會避免專上院校學生因要兼顧本身校內其他學科和原有的港大高級程度考試而產生不公平現象。
謝校長透露，若果接納白皮書，專上院校學生人數將加以限制。現浸會學院學生人數將會由現時三千四百人縮減至三千人。首四年人數將盡可能固定在六百五十人的水平，第五年專門課程將只得四百人可以申請攻讀。
他透露政府在計劃中預算資助浸會學院的款項接近一千萬元，而龐大經濟援助將可改善學院設備和教職員的薪酬，這對於減低教職員目前因薪酬普遍偏重造成的流動性有極大幫助。
根據現時指數作出的初步估計，政府資助專上學院學生的款項如下：
修讀中六課程學生每年約資助四，二八〇元修讓中六後專上課程約獲資助三，一七六元。而學生仍可申請津貼和貸款，而條件與教育學院學生相同，現時教育學院學生津貼最高額為一千六百元，貸款額達一千二百元，而專上院校學生未來申請津貼款項最高將可達一千六百元，貸款額最高達二千四百元。
而修讀第五年專門課程的學生將不獲政府資助，但仍可以申請貸款。而最高額估計可達四千四百元。
本報記者  


  
    



  
 

 
  
  
  
  Headlines
  

  [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