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台港澳视窗
责编：张 盼 邮箱：hwbzpj@163.com

2019年1月25日 星期五

“上学时孩子是学校的，放学后孩子是补习班
的。”有人曾这样形容补习班在台湾教育链上的位置。
据统计，台湾补习班总数约有1.8万家，其中针对学科
加强的文理类与外语类补习班约1.5万家。数量多过连
锁超市的补习班，如今正随岛内少子化趋势而减缩，
经营业态也朝“个别辅导”与“数字化”方向发展。

大补习班时代终结

据台媒报道，少子化问题让台湾补习班生源锐
减，业者由此思索转型之道，通过缩减授课规模，适
应新形势。台湾夫子天团文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长黄
正雄认为，由于少子化持续发展，大补习班的黄金时

代已经结束。
黄正雄说，少子化对教育产业就像超级飓风般，

由台湾尾吹向台湾头。由小学减班发展到部分大专校
院开始退场，由不到一半的公立高中录取率到 12年基
本教育免试入学。很多人认为补习班将会消亡，而全
台补习班数量的确有所下滑，但是只要有需求，只要
考试仍是升学的主要途径，补习班就不会消失，只是
呈现的方式和生存的状态会随着时代改变。“微型补习
班”将是今后补习班的主战场。

据黄正雄回忆，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微型补
习班便在台湾有了雏形。当时五六年级的学生，或多
或少都有在学校老师开设的私人家教班上课的经验。
黄正雄说，当年他参加的私人家教班虽然设备简陋，
空间也不大，但通过口碑传播，倒也常年客满。

目前台湾的补习班以团班方式授课为主。个别指
导的补习班较少，较有规模者有百余家，其余使用团
班附设经营或以个人品牌方式运作的数量更少。

个别指导补习兴起

在早于台湾出现少子化现象的日本，有别于传统
团班式的教学，新形态的补习方式“个别指导”已行

之有年。有台湾业者顺势引入该模
式，为家长与学生提供新选择。

台湾明光文教事业公司两年多
前从日本引入个别指导补习班，从
首家台中店发展至今，在中北部已
有 32 家直营与加盟教室。该公司即
将 在 南 台 湾 拓 展 业 务 。 公 司 方 面
称，近年来，家长倾向透过个别指
导方式，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增
加学习自信，台湾补习班教育生态
已慢慢改变。

明光文教事业公司总经理杨佳睿
说，台湾的补习班多数以团班授课，
个别指导比例不到 2%。日本比台湾
早出现少子化现象，个别指导班别占
比约45%，显见台湾还有很大的成长
空间。个别指导与团班型的补习班不
同，并非由一个老师同时针对数十人
进行无差异的“集体教学”，而是配
合每名学生的学力与个性，从小学到

高中、不限科目，进行一对一的“个别指导”。
台湾力行文教机构总裁张万邦认为，就业者而

言，个别指导的补习班在经营上没有基本开班人数的
压力，装潢上也无须大费周章为分班而隔间，只需使
用隔板区隔每名学生的座位即可，所以小面积的空间
也能有效利用。不论传统补习班谋求转型，还是无经
验者尝试创业，这种形态都值得一试。

有家长表示，类似“一师对三生”的个别指导方
式，感觉孩子受教的效率会提升，不过补习费也相对

较高，家长可以综合考虑，选择最适合孩子的方式。

数字化教学被看好

个别指导之外，数字化教学也被视作补习班发展
方向。曾有资深补习班教师说，小班数字化将是都会
型补习班的发展趋势。它会先由初中端开始，慢慢向
高中端延伸。因此，补习班主任要认真面对与学习数
字化教学，不论在师资训练、教材数字化及经营形式
上，都要有彻底翻转的准备。

无论“微型补习班”还是“数字读书班”，数字化
都将是其中关键。有业者认为，若想有效降低成本，
又让教学质量维持不变，数字化至关重要。毕竟名师
再厉害，也只能对一个班进行教学，但教学数字化

后，就可以面向成千上万的学生。
岛内业者认为，当少子化严重到名师连课都排不

满时，数字化教学反倒为名师提供了新的舞台。随着
现代科技发展，录制教学影片的成本下降，4G 宽带时
代也让云端课程得以实现，越来越多补习班愿意利用
数字课程和辅导老师“虚实合一”的模式来经营。

业者总结道，就家长而言，只要孩子成绩有进步
就好。就补习班而言，只要成本降得下来，学生又没
跑掉就好。就名师而言，只要收入没明显减少，又不
疲于奔波就好。三者都可兼顾，“虚实合一”的商业模
式大可被接受。

上图：“个别指导”的补习方式在台湾兴起。
左图：“个别指导”提供一对一式的教学服务。

（图片来自网络）

傍晚时分，香港时代广场人流愈
发汹涌。

电梯大堂里，三四名身穿深色套
装的女保安员轻快穿梭，将客人按楼
层引导到不同电梯前的排队围栏中。

忙碌间隙，名叫纪美青的保安员
告诉记者，高峰时段电梯队伍时常排
到大堂外。到那时，保安员会进一步
分流，如用引导围栏为使用轮椅、婴
儿车者开辟特别通道等。“客人大多
遵守秩序，很少插队。我们要做的是
帮客人尽快乘梯，确保安全。”

电梯门打开，纪美青忙举起右手
向排在队首的人示意，同时左手开始
按动计数器统计人数。下班时，她要
把计数结果报给主管，用于客流数据
统计分析。

类似情形，时代广场、SOGO 等
大型商场有，公司聚集的写字楼有，
小店扎堆的楼宇也有。香港地域狭
小，不少餐馆、小商铺都往高空发
展。去这些餐馆吃饭，电梯门口总会
有保安员引导排队，规规矩矩，一丝
不苟。

香港店员也是排队秩序的管理
者。柜台前，不排队，挤得再靠前、
手伸得再长，店员也不会照顾你，而
是一定会请你去后面排队。

正是在管理严格的各方潜移默化
下，香港形成了良好的排队文化。即
便在没有引导措施的场所，如公共洗
手间、街头小餐馆等，人们对排队也
保持着相当的自觉。

有“老香港”回忆，几十年前，
香港人对排队远没有如今的自觉：人
们在茶餐厅买饭要“斗手长”，谁抢
先把手伸进橱窗便先买到食物，“手
快有，手慢无”；等候巴士也是团团
围住俗称“波板糖”的站牌“打蛇

饼”，车一来则争先恐后、乱作一团。
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前任委员、

中学校长邓飞说，香港市民普遍树立
有序排队的观念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左右，那时公共服务发展并开始成
熟，政府部门和医院、银行等公共服
务机构普遍推行排队引导措施。

严格排队是形成社会良好秩序的
手段之一。香港曾有过大型活动出现
踩踏事件的惨痛经历。正是痛定思
痛，香港的大型活动场所、公共活动
空间周边常备俗称“铁马”的可移动
护栏。活动举办前，工作人员会提前
摆好“铁马阵”，用于引导人们排
队。像黄大仙祠，在春节烧香前，

“铁马阵”一摆，曲曲弯弯上百米，
给人流充分疏导的空间。

香港排队秩序好相当程度上也得
益于地铁、巴士等公交站点的精细设
计。巴士站地面用黄线标明不同线路
的排队位置和方向，帮助候车者在狭
窄的人行道上“保持队形”，为行人
留出通道。香港地铁优化站台排队标
识，将从车门直排改为向两侧斜排，
敦促乘客“先下后上”。

“要在有限空间维持安全和秩序，
将有限资源尽可能公平分配，必须做
出精细设计。这些精细设计客观上促
使了排队文化在香港盛行。”邓飞说。

精细的管理和引导可以说是“从
娃娃抓起”。记者在香港多次目睹蹒
跚学步的孩童由家长领着在室内游乐
场入口处领“飞”（即门票），轮候入
场。香港人从“记事起”便开始学习
排队，难怪有序排队的观念会如此深
入人心。

图为在香港时代广场，保安员纪
美青 （左） 引导人们排队乘坐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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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日报》报道，在线支付逐渐成为内地居民日常
收支的主流，也催生越来越多澳门人北上内地开户，转用在
线支付。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在拱北口岸附近各营业网点的智
能柜台，供澳人自助操作快速开户，只需带齐证件资料，加
上自用的内地手机号码，即无需排队、开户即时出卡，十分
便利。

便利的在线电子支付方式对澳人的吸引力日益增强，但
使用在线支付的先决条件必须绑定内地银行户口，因而澳人
对在内地开户的需求变得殷切。

中银珠海分行透露，该分行致力服务港澳居民30多年，
目前已拥有澳门客户接近12万人，大概占澳人北上开户的六
成。自1年前推出智能柜台后，拱北各网点每天再有二三十
户的增长。

澳人北上内地智能开户的流程简单快
捷，只需在智能柜台填写开户信息，包括
个 人 税 收 居 民 声 明 、 手 机 号 码 、 常 住 地
址 、 职 业 信 息 等 ， 自 主 选 择 签 约 网 上 银

行、手机银行和短信提醒服务；通过现场银行人员审核
后，就完成开户手续，可即时取卡，全程需时不用 10
分钟。

与传统人工柜台比较，智能柜台开户完全无需填写纸质
文本，更无需取号排队等候，直接在机器上自助操作取卡，
既快捷又环保。

中银珠海分行副行长张泽雄说，智能设备不仅方便快捷
开户，而且已覆盖该分行的其他大部分业务。目前除小部分
现金服务需通过人工柜台提供外，该分行约八成的业务量，
都可在智能柜台自助操作，非常方便快捷。

张泽雄称，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该分行正筹备在
港珠澳大桥口岸人工岛设立服务网点，打造智能化旗舰店。

（钟 欣）

因应少子化 岛内补习班另寻生路
本报记者 张 盼

冰淇淋特展近日在台北三创生活园区举办，共分冰淇淋万应室、冰淇淋夜光区、冰淇淋沙龙区等五个展
区，设置许多以冰淇淋为主题的装置艺术，并加入台湾民众喜爱的冰品元素。图为游客在冰淇淋特展上留影。

中新社记者 陈小愿摄

台北举办冰淇淋特展

在线支付吸引澳门人内地开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