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 CB(2)1727/04-05(02)號文件 

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 
Hong Ko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Association 

 
對《2005年幼兒服務(修訂) 條例草案》立場書 

 
協調幼兒教育服務是業界共同的意願，其最終目標乃改善服務質素。就《2005年幼兒服務(修
訂) 條例草案》本會立場書。 
 
﹝甲﹞ 條例修訂方面  
 
1. 兒童與教師的人手比例 

本會欣喜在 2005年 5月 26日第一次協調學前服務導向小組會議上，有機會與幼稚園業界
深入討論，明白在協調後，若即時將師生比例由 1：15更改為 1：14，必然增加幼稚園業
界的營運成本，因半數為非牟利辦學團體。故在互讓互諒的基礎上，本會現階段同意，但

保留日後仍會跟進，改進 3-6歲師生人數比例至 1:14為目標。 

本會歡迎政府撤回幼兒中心 2-3 歲班，師生人手比例維持 1：14。即現時幼兒服務規例內
第 6項(c) 條，不作修改。基於上述改動，本會同意通過 2005年幼兒服務(修訂) 條例草案》 

回顧過往，學前教育工作者一直對幼兒教育服務理念的忠誠與堅持，使香港幼兒教育發展

更趨成熟，並邁向更佳質素。本會建議政府應訂立目標於協調後改善師生比例，並訂立政

策按幼師薪酬直接撥款資助。 
 
2. 無須設置廚房 

本會就廚房的問題與業界進行討論，同意廚房的設置並非法例的要求，惟自設廚房能提供

有營養、衛生、新鮮烹調及適切不同年齡、不同需要的的個別幼兒的膳食安排及質素保證。

因此，為了確保幼兒能獲得高質素的膳食，本會建議有關廚房的要求須在實務手冊內列

明，全日制幼稚園或幼兒中心必須設置廚房。 
 
3. 不同類別服務，應納入同一監管部門 

現時幼稚園與幼兒園，分別由教育統籌局及社會福利署採用不同的機制監管，條例草案建

議通過新設的聯合辦事處統一監管，但卻未有說明這包括不同類別的服務，如兼收弱能兒

童服務、暫托服務及延長時間服務等等，為了更有效地監管，本會建議將不同類別服務的

發展與監管事宜全部納入聯合辦事處管治，並設立與業界溝通的平台，以便日後因應社會

需要而發展嶄新的服務。本港學前服務需要有更長遠的發展方向，需要更有系統的規劃，

需要政府更有決斷力的作出改變及承擔。 
 
 



(乙) 未來發展方向 
 
1. 學制政策上，應延伸至學前階段  

萬丈高樓從地起，幼兒教育是教育的基石，根基不穩固，成效存疑。在協調及教育改革的

事項，我們感到學前教育仍被忽視，政府對教育學制政策仍缺乏整體性考慮，未能將學前

教育納入基礎教育體系，本會除表示遺憾外，建議政府應確認學前教育所發揮的功能，將

基礎教育延伸至學前階段。 
 
2. 教師應邁向更專業 

條例修訂使幼師的資格得以互通互認，這雖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深入探討有關草案卻未

能幫助教師在質與量方面的提升，這顯示了政府忽略了教師的專業發展，更否定了教師具

備豐厚的專業知識，能提高服務質素的要旨。我們期望我們的教師不只是課室內的技工，

而是一個具使命感及有學養的專業人士，故在互通互認其資歷的同時，本會建議政府應為

教師訂立培訓的階梯，將專業培訓學位化列為必須的目標，並將有關課程列入大學資助委

員會的資助範圍。 
 
3. 支援家庭服務角色不能忽視 

全日制學前服務所發揮的不單只是教育的功能，它亦具有支援家庭，讓家長安心工作以增

加收入，減低跨代貧窮的作用，在條例修訂的同時，政府卻對目前在幼兒中心增辦的暫托

及延展服務，未有隻言片語論述對上述服務的承擔及監察，本會深恐將來各政府有關部

門，出現互相推委對支援家庭服務的責任。 

本會建議政府應積極研究，不同學前服務類別應一併規劃，為不同類別的學前服務模式、

供應量以及地區分佈訂立發展藍圖，以回應社會不同家庭的需要。 

 
4. 改善幼兒活動空間及環境設備 

現時全日制兒童佔用空間每名以 1.8平方米計算，除提供學習活動外，尚包括用膳及午睡
等多項用途。根據中外學者的研究，學習與環境有著密切的關係，特別在幼兒階段尤其重

要，幼兒需要足夠的活動空間發展體能，豐富而變化多端的學習環境進行探索，讓幼兒身

心都得到發展，政府實有責任制定更高水準的要求，改善幼兒活動空間的人均面積及環境

設備。 
 
總結 
前教育署署長余黎青萍女士曾在一個研討會中表示：「對關注學前教育的人士而言，優質學前

教育是建立優質童年在思想和行動上的一個好開端」。首屆香港特區行政長官董建華先生更於

「廿一世紀教育藍圖」中許下承諾，落實地提倡優化幼兒教育。業界希協調方案的共同目標

是邁向更優質服務的開始，故條例修訂亦必須以此為基礎。希政府為了幼兒的福祉，訂立長

遠的發展方向，投入更多愛心和資源，以達至優質學前教育服務的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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