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立法會 CB(2)634/02-03(07)號文件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香港美術教育協會香港美術教育協會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200220022002》》》》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HKSEA)成立於 1992年，是㆒個關注香港藝術教育發展的民
間專業團體。對於文化委員會出版的第㆓份《諮詢文件》，將文化藝術教育視為未來

十年香港文化發展前景的「關鍵」和「核心動力」，本會感到非常鼓舞。事實㆖，「連

貫發展，持續學習」、「多元課程，全面發展」、「提昇師資，深化教學」，以及「拓展

伙伴，倡導風氣」等建議，正正是本會過去十年來不斷努力追求的目標。

本會喜見文委會作為政府文化政策高層次的諮詢組織，能正視和全面肯定藝術

教育對全港市民，尤其是年青㆒代的重要性，並有意通過「教育」以提昇市民的素

質，作為整個文化政策的「重心」。這無疑為多年來㆒直關注香港藝術教育發展而默

默耕耘、不屈不撓㆞堅持推動的藝術教育工作者注入了強心針。作為代表千多位前

線美術教師與藝術教育工作者的民間團體，本會定當有責任就文委會的諮詢文件提

出意見，其㆗主要有以㆘㆔點：

㆒、㆒、㆒、㆒、    多元發展多元發展多元發展多元發展

諮詢文件以「㆒本多元，創新求變」為序，以「香港成為㆒個國際文化大都會，

絕非遙不可及」作結，前後呼應著香港作為㆗西文化大熔爐的特色及優越條件。在

有關「文化設施」方面，文件稱譽「香港有條件發展成為㆒個㆗國文物藝術的展覽

平台和展銷、鑑證㆗心」，提出「將香港藝術館發展成為㆗國文物館，香港文化博物

館發展成為嶺南文化或民俗文化博物館」的建議；然而，對於如何加強西方優秀文

化藝術的汲取及其與㆗國文化藝術之融合卻未見著墨，則顯然無法釋去第㆒次公眾

諮詢期間部分㆟士反映「過份偏重㆗國文化，香港便會失去自由開放、多元文化的

優勢」的疑慮。文件既然接受香港的年青㆟認同「香港㆟」身份多於「㆗國㆟」身

份的調查結果，在強調「以㆟為本」的原則㆘，似乎必須慎重考慮當㆗的平衡因素。

此外，文件提出引動家長投放資源，以推動青少年的文化藝術教育；其策略之

㆒為「擴展音樂事務處的功能和運作模式，發展以學校為基㆞的音樂訓練課程」。然

適合「以學校為平台」的藝術活動又何止音樂㆒項？故本會建議將現時的「音樂事

務處」進㆒步擴展為「藝術教育事務處」，發展以學校為基㆞的、全面的藝術訓練課

程，才能真正配合「多元發展」的目標。

㆓㆓㆓㆓、、、、民間主導民間主導民間主導民間主導

對於文委會以「民間主導」作為制訂文化政策的六大原則及策略之㆒，本會深

表贊同。作為推動本㆞藝術教育發展的主要民間團體之㆒，香港美術教育協會的成

立就是以提昇香港美術教育的水平和㆞位、推動文化藝術的發展為宗旨。在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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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歷程㆖，我們深知民間團體對推動文化藝術發展的重要性，但同時，亦深深感

受到民間團體在發揮推動力量時所面對的限制和困阻。是以，對於《諮詢文件》提

出「民間團體應成為文化發展的主要力量」，我們實在滿有期望。然印證於整體文化

行政架構建議㆗，「『文化基金會』應是㆒個法定組織，主席和成員由政府委任，主

要來自民間」㆒點㆖，則顯然有所保留。

既然文委會認同「民間主導」的重要性與意義，何以「主席和成員」都要「由

政府委任」？本會認同部份「來自民間」的成員由政府委任，他們確實可以成為政

府與民間的橋樑。然而，文化的形成是來自「某㆒社群的共通價值觀和審美情趣」，

因此本會相信委員會㆗容納真正來自民間的聲音，方能為香港的文化藝術調校適切

的方向與政策。因此，本會期望未來組成的、對香港文化藝術政策舉足輕重的委員

會，最少有㆒半成員由「民選」產生，以確保「民間主導」的代表性與多元發展的

目的。

此外，「文化基金會」的名稱予㆟的印象只限於撥款而已；而且《諮詢文件》曾

對「文化」㆒詞提出不同層次的定義。本會認為要避免有關組織被視為無所不包，

有需要正其名為「文化藝術議會」，它除了肩負撥款事務外，還應該通過不同類型的

研究工作，為香港政府與民政事務局提供高瞻遠觸的建議，使香港的文化藝術政策

得以扎根與向前發展。

㆔、資源調配資源調配資源調配資源調配

有關資源調配的問題，無疑是文化藝術發展政策的重要㆒環。以本會為例，自

九八年開始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㆒年行政」資助，然而，基於該局的藝術教育

組未有設立撥款機制，因此本會每年得向視覺藝術組申請撥款。然視覺藝術教育在

部份撥款委員來看，偏向教育多於視覺藝術。是故，在尋求資助方面面對㆒定困難。

尤幸本會在推動美術教育工作㆖頗見成效，過去幾年有驚無險㆞獲得「㆒年行政」

資助。然基於「身份不明」，被視為「吃過界」的尷尬情況卻㆒直存在。

類似的問題同樣發生在教育機構的撥款㆖。由於香港的教育撥款往往以課程改

革強調的課題與提昇「主科」的教學質素為優先考慮，故以「非學校」身份的民間

團體遞交的申請往往障礙重重。因此，本會寄望未來的撥款制度能考慮以㆖盲點，

讓不同藝術及教育界別代表參與撥款委員會的工作，達致平衡，避免出現如以往「藝

術不懂教育、教育不懂藝術」的情況，令未來的文化藝術能走向多元發展。

此外，本會認為「㆒年資助」政策對於已具規模與認受性的團體來說，實在無

法制訂長遠的發展策略。是以，希望文委會建議未來設立的「文化基金會」(本會建

議更名為「文化藝術議會」)，應該為藝術教育提供明確而長遠的撥款機制，使所謂

「藝術教育」推動文化發展的理念得以充實，並配合「民間主導」的原則，為香港

未來的文化發展迸發更強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