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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七月十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少數族裔兒童的教育  

目的  

 我們曾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九日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討論

文件〔立法會 C B ( 2 ) 7 7 9 / 0 5 - 0 6 ( 0 1 )號文件〕，並於三月二十五日提交

跟進答覆。本文件向各委員匯報以下事項：  

( a )  在物色為非華語學生 (或少數族裔學生 1)提供支援方面有較佳

準備的學校的進展，以及當局為這些學校提供的支援措施；  

( b )  有關為非華語學生調適中文課程的未來路向；以及  

( c )  與少數族裔的教育有關的其他支援措施。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支援方面有較佳準備的學校  

2 .  在委員的支持下，我們已開始物色指定學校，以期它們在本局提

供集中的支援下照顧非華語學生。要求全香港每一所學校同樣具備照

顧非華語學生需要的專門知識和熱誠，未必實際。採用集中支援的目

的是要在具成本效益的情況下，更好地照顧非華語學生的需要。雖然

我們希望透過指定學校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仍然有權根據現行學位

分配制度，選擇入讀其他學校。  

3 .  在物 色 指 定 學 校 的 時 候 ， 我 們 的 主 要 考 慮 是 有 關 學 校 在 處 理 非

華 語 學 生 的 學 習 差 異 問 題 上 的 經 驗 和 表 現 。 另 一 考 慮 是 有 關 學 校 在

                                                 

1  就教育統籌局而言，“少數族裔兒童”一般指目前在本港居住的南亞裔 (即以印度／
巴基斯坦／尼泊爾等族裔為主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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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上 的 分 布 。 傳 統 上 取 錄 較 多 非 華 語 學 生 的 七 所 小 學 和 三 所 中 學

(它們可在全港任何地區取錄非華語學生 ) (附件 )自然應被選為指定學

校。為了讓指定學校的網絡可以分布在有較多非華語學生地區，我們

認為有需要在香港島和新界西分別再指定一間中學，及在新界西指定

兩間小學，特別是在葵青和元朗。由於在新界東的少數族裔學生人口

相對少，加上缺乏學校有經驗照顧這些學生的需要，我們打算在稍後

階段才在這區物色指定學校。  

4 .  根據以上條件，我們已選定了一些學校並開始與他們商討本局可

提供的支援措施 (見以下部分 )  ，以期在二零零六／零七學年開始前

敲定有關的學校名單。  

支援措施  

5 .  我們了解大部分將被指定的學校已靈活地運用現有資源 (例如輔

導教學資源、新資助模式下的“學習支援津貼”、“學校發展津貼”

等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不同的支援措施，包括：  

( a )  作出特別編班安排  ─  例如按學生能力分班、分組授課、

設立抽離式學習班、輔導班及導修班，以及在課餘及／或學

校假期推行支援計劃；  

( b )  採用各種教學法  ─  例如利用“大書”、推行二人閱讀和

“小老師”計劃；以及  

( c )  聘請教學助理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並協助學校與非華語學

生的家長溝通。  

6 .  經諮詢可能被指定的學校後，我們建議由二零零六／零七學年開

始從以下途徑加強為這些學校提供的支援：  

( a )  提供深入到校支援，協助教師設計和推行校本中文課程，以

及發展有關的教與學資源 (見下文第 11 至 1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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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為這些學校提供撥款，把現時只為少數族裔小一新生舉辦的

暑期銜接課程 2擴展至包括升讀小二、小三及小四的少數族

裔學生，以幫助他們鞏固在第一學習階段所學的知識，並為

過渡至第二學習階段作好準備 3；  

( c )  為這些學校提供撥款，把現時為新來港兒童 (包括新來港少

數族裔兒童 )開辦的半年“啟動課程” 4延長至一年，使他們

在正式入學前有更佳的準備 (例如掌握基本的中、英語文能

力 ) 5；以及  

( d )  委託專上院校為指定學校的教師，開辦有關教導非華語學生

學習中文的專業培訓課程。  

我們預計以上的加強支援措施每年額外的經常開支約為 1 ,700 萬元 (不

包括為 ( d )項下的培訓提供的有時限撥款及下文第 12 段的建議所需的

開支 )。  

7 .  政府會繼續為現有的支援措施預留撥款，當中包括邀請非政府機

構為新來港兒童 (包括新來港少數族裔兒童 )開辦為期 60 小時的“適應

課程”，以及為有取錄新來港兒童的公營學校提供“校本支援計劃津

貼”。  

                                                 

2 教育統籌局邀請個別學校在二零零四及二零零五年暑期為少數族裔小一新生舉辦為
期四星期的銜接課程。課程的重點是讓學生在課堂環境下，有更多接觸粵語及認讀

中文字的學習經驗。由於校長、教師、家長和學生對課程都有正面的評價，我們會

在二零零六年暑假期間繼續開辦該課程。  

3 其他非指定小學需收取至少一定數目有關年級的少數族裔新生，才可以開辦該課
程。  

4 現時某些學校可以獲發定額津貼，用以為那些選擇在正式入學前修讀銜接課程的新
來港兒童，開辦為期半年的全日制“啟動課程”。  

5 其他非指定學校需收取至少一定數目有關年級的新來港兒童，才可以開辦“啟動課
程”。  



   
4

中文課程、評估標準及資歷  

有需要調適課程以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8 .  不論中文課程如何設計，學校也須為不同的學生 (包括非華語學

生 )作出課程調適，以能有效地處理學習差異。事實上，學習差異問

題不是非華語學生獨有的問題；所有學生，不論種族和年齡，在求學

過程中少不免有不同程度的學習差異。儘管課程發展議會已為所有學

校製備一套中央中國語文課程指引，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 )一直協助學

校就中央指引進行課程調適，制訂校本中文課程。教統局已提供詳細

指 引 ， 並 正 推 行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計 劃 ， 藉 以 指 導 學 校 如 何 照 顧 學 生 差

異，如何因應學生的實際能力給予適當的挑戰以鼓勵學生提升能力，

如 何 加 強 學 生 的 自 學 技 巧 ， 以 及 如 何 制 訂 銜 接 和 提 高 語 文 能 力 的 課

程。  

9 .  根據學校的報告，有就讀小六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能夠達到

本地小六學生的程度 (有關的非華語學生可能在有足夠支援下於成長

初期已經接觸中文 )；然而，也有就讀小六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

只達到本地小三學生的程度 (原因可能是他們很遲才開始學習中文，

又或在沒有家庭支援下難以同時兼顧兩種外語 (即中英文 )等 )；另外，

亦有新來港的非華語學生直接入讀小六。正因如此，我們一向鼓勵學

校實行同一的“校本”方式，就中央的中文課程架構進行調適，以確

保能力各異的非華語學生能夠按恰當的標準接受教學和評估。   

10 .  課程須予以調適，這一點無庸置疑。然而，有人認為現行的中文

課程是為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而設計，因此質疑參照現行中文課程進

行調適是否恰當。我們希望澄清本港的中文課程並非純粹為以中文為

母語的學生而設計。我們在設計現行課程的語文水平及文化內容時，

是以所有學習中文以便在本地華人社會生活的學生為對象 (不論他們

是 否 以 中 文 為 母 語 )。 本 港 的 中 國 語 文 課 程 架 構 劃 分 為 多 個 學 習 階

段，其設計完備、開放、靈活，可包容不同程度的調適，以配合各類

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興趣。新高中學制下推行的修訂課程將更為寬廣，

可以更靈活地予以調適。從課程設計的專業角度來看，適合非華語學

生的經調適校本中文課程 (以能力為本 )，實質上便是為以中文作為第

二語言的學生提供的另一種課程，其設計靈活，能照顧學生的需要和

學生之間的差異，而不會造成任何具歧視成分的標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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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校本支援  

11 .  教統局的專業支援隊伍現正為七間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深

入的到校支援服務。教統局將來會為所有指定學校提供這類深入的到

校 支 援 。 支 援 範 圍 包 括 協 助 教 師 設 計 和 推 行 校 本 中 文 課 程 ， 就 教 與

學、評估策略及發展教與學資源向教師提出意見，以及示範教學技巧

及評估學習成效。此外，專業支援隊伍定期與校長及教師檢視學生的

學習進度，並就教師的專業發展交流意見。  

12 .  我們現正探討可否在專上院校的協助下營辦學習中文支援中心，

進一步協助所有現時在中學的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這批學生在小學

階段可能未曾接受中文科的全面教育 (傳統上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的

七間小學於近年才開始有系統地向取錄的非華語學生教授中文 )。這

些支援中心可在課後及／或學校假期開辦中文導修班。我們希望透過

對這些非華語學生的深入輔導支援，讓他們可在中文能力方面趕上，

並為在畢業時參加有關的結業考試作更佳準備。另外有些非華語學生

在入學階段過後才來到香港並入讀本地的學校，支援中心亦可以幫助

這些較遲開始學習中文的學生。  

評估標準和中國語文科不同的考試資歷  

13 .  須注意的是，課程有別於評估。推行中央課程，不表示課程只訂

有一個所有學生應達到的表現標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中學會

考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由二零零七年開始，會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

報成績，日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也將沿用這個模式。所匯報的學生

成績，不再以等級顯示學生與常模相比表現如何；而是把成績分為若

干等級，每個等級會輔以描述指標，清楚說明成績屬某等級的典型學

生 的 能 力 所 及 。 此 外 ， 也 會 提 供 附 有 註 解 的 學 生 功 課 及 考 試 表 現 示

例，以說明各等級的水平。透過水平參照，應考香港中學會考或日後

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國語文科 )的非華語學生可以藉此證明他們在

中文方面所達到的水平，以便將來升學及就業。  

14 .  我們了解個別的非華語學生希望有途徑考取其他的中國語文科

考試資歷。我們相信學校因應本身情況對中央課程作出恰當調適，配

合有效的教與學策略及資源上的支援，能讓有關學生將來完成中學階

段時，考取不同的中國語文科考試資歷。在這方面，我們正與有關的



   
6

考試機關商討由二零零七年開始為這些非華語學生在香港開辦綜合中

等教育證書 (中國語文科 )考試的安排。  

職業教育和訓練  

15 .  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以英語作為其專上課程的教

學語言，符合基本入學要求的非華語學生可以經同樣適用於其他學生

的方式申請入讀該學院的課程。為了向非華語學生提供更多職業教育

和訓練機會，職業訓練局會在二零零六／零七學年，在轄下的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和行業訓練中心增辦特別為非華語學生而設的技工及基礎

課程。建造業訓練局亦有開辦一些以英語授課的職業訓練課程，特別

是職業安全課程。至於因為實際理由 (例如在實際工作環境中只會使

用中文 )而只以中文授課的課程，建造業訓練局已答應為能夠以中文

口語溝通但不能完全讀寫中文的非華語學生，提供英文補充閱讀材料

／評估。此外，職業訓練局和建造業訓練局都樂意與非政府機構及關

注少數族裔的團體會面和討論，以期了解和照顧少數族裔人士的訓練

需要。由於非華語學生申請入讀個別課程時或牽涉中文科資歷的入學

要求，兩所機構都準備就此考慮作出適當的彈性安排。  

16 .  對於那些已完成求學階段，但既不懂中文亦不會說粵語的少數族

裔人士，為了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我們將會邀請語文教育及研究常

務委員會 (語常會 )根據其舉辦職業英語運動時的經驗制訂職業中文計

劃。在計劃下，有些院校會受委託發展職業中文課程，學員修畢課程

後，可以獲取未來資歷架構下認可的資歷。  

徵詢意見  

17 .  歡迎委員就本文件的各項建議提出意見。  

 

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六年七月



   

附件  

 

 

傳統上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名單  

 

香港島  小學  

!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 (灣仔 ) 

!  李陞大坑學校 (灣仔 ) 

 

九龍東  小學  

!  香港道教聯合會學校 (觀塘 ) 

!  閩僑小學 (觀塘 ) 

中學  

!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協和 ) (觀塘 ) 

 

九龍西  小學  

!  油麻地街坊會學校 (油尖旺 ) 

!  李鄭屋官立小學 (深水埗 ) 

中學  

!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百老匯 ) (深水埗 ) 

!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西九龍 ) (油尖旺 ) 

 

新界西  小學  

!  伊斯蘭學校 (屯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