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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七高考時失手，未能直接修讀學位課程。不知所措之際，母校的老師建議我修讀副學士學位課程，藉

此作為升讀大學的途徑，由此我便開始了大專院校的副學士課程生涯。 

  若以入讀大學為目標而入報副學士課程，就必需先了解幾項事情，分別是有興趣報讀的課程所提供的內

容、個人能力及過往該院校學生升讀政府資助學位課程的人數比例等。首先，副學士的課程內容與以往公開

考試模式大相逕庭，不再是各學科獨立成科，而是有主修與副修(通識科)之分。若然花兩年時間修讀一科非

個人興趣的主修科目，不管同學多努力，成績亦定必受影響，因此依興趣選科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其次要考慮自己的能力，因為即使同學對該學科有興趣，但是由於力有不逮，便有很大機會未能考取好

成績升讀大學。例如同學英文能力稍遜，卻選取中英翻譯作為主修，成績將難以趕上中、英文良好的同學，

升讀大學之路則更為艱巨。為了能較順利升讀，同學有需要報讀自己有興趣而又有能力的副學士課程。 

  第三，報讀前應先了解清楚各個課程的升學概況。畢竟入讀副學士只是升讀大學的途徑，若然該課程過

往只有很少部份人能成功升學，請不要想像自己與別不同，能人所不能，還是另選其他課程吧！為了要選擇

較好的課程就讀，同學有必要先行做資料搜查，以免放榜時「臨急抱佛腳」。 

  當正式入讀副學士後，最重要是在各科中盡力考取好成績。為了達到這個短期目標，同學有必要比以往

更用功。這並不是要求各位同學孤軍奮戰，而是審慎擇友，找一班有共同目標的同學，一起努力，一起奮

鬥。兩年的讀書時光並不易過，每逢考試交功課的季節，很多時都要與圖書館、自修室作伴。有共同目標的

朋友，能讓你在緊張無比的時刻得到一絲放鬆，回復精力，繼續作戰。 

  在副學士的生涯中，不單要審慎擇友，對老師更要不恥下問。這並不代表要每樣事情均依賴老師，而是

經過思考後，整理出自己不明之處，和朋友探討後再向老師求證。學生若能如此好學，老師多會傾囊相授，

成績定必有所進。 

        比起直接入讀大學，此路未免曲折。我認為行此崎嶇路途的人，必定要擁有堅定意志去達成自己的目

標。時間是不會等人的，機會（ＤＳＥ直升大學）錯失了一次，就更要把握好第二次，這樣才能活出自己的

無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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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別人的經歷，可以讓我們不用走冤枉路，也不至於浪費大好的讀書機

會。  

 

Alex 是一名初中學生，他不喜歡讀書，只喜歡到處玩樂， 雖然父母經常責怪他不好好溫習，可

是 Alex 仍然敷衍了事，每次測驗及 考試只求僅僅及格。這是因為他覺得讀書很悶，又找不到

讀書的意義。 Alex 的個案令我想起一位朋友─現職高級公務員的 B 先生。原來 他在年輕的時

候同樣不喜歡讀書，覺得找不到讀書的意義，所以寧願到處玩耍也不肯正正經經地溫習。不

過 ，轉捩點出現在他中五那年的暑假。當時，他去了一間快餐店做暑期工。由於他是最低級的

員工，所以上司要求他去清洗一部「乾炒牛河機」。那部機每星期才清洗一次，因此在清洗時

散發出陣陣惡臭味。二十多年後，B 先生向我重提舊事，還清楚記得那些中人欲嘔的惡臭！ 

 

不過，B 先生當時還是強忍看難聞的氣味，一邊清洗「乾炒牛河機」，一邊觀察他周圍的同

事。他忽然意識到同事們因為學歷不高，所以議價的能力也不高，故只可以留在這種惡劣的工

作環境中。B 先生又想到，如果自己只有高中學歷，工作前景與環境也應該不會太好。那一

刻，他好像醒悟過來。結果暑假完結後，回到校園升讀中六的他，終於修心養性，努力預備大

學入學試。後來，他雖然考進了一間不太出名的大學，但這一次，他很珍惜可以 升讀大學的機

會 。因此他努力讀書，畢業後考進政府部門，成為政務主任。  

 

中五那年的暑期工經驗，令 B 先生知道一件事，就是縱使他不知道自己想要甚麼，但起碼他知

道自己不想要甚麼：他不想成為沒有議價能力及沒有選擇的人，他知道多點學識，他就可以多

點選擇。  

 

至於 Alex，我不想好像他的父母那樣去責備他，我只想 Alex 看看別人走過

的路。那不是老套或老生常談，而是一種經歷。而參考別人的經歷， 就可

以讓我們不用走冤枉路，也不至於浪費大好的讀書機會。  

 

其實，不知 Alex 又有沒有留意，既然他平常只是敷衍地讀書，也可以得到

及格的成績；那麼，如果他認真地讀書，成績豈不是會很好？我相信每位同

學都有很的潛能，只差在你們有沒有好好發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