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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教育統籌委員會 (下稱 “教統會 ”)檢討中

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的背景資料，並綜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此事進行的相關討論。  
 
 
背景  
 
2.  教統會於 2000年 9月發表題為《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的報

告，就中一派位機制建議以下長遠改革目標  
 

(a) 9年基礎教育將會成為一個連貫的階段 (大直路 )， 學生不須在

這階段參加任何高風險的公開考試；及  
 

(b) 將逐步取消派位組別，以消除對學校及學生的標籤效應。  
 
3.  政府當局宣布已接納教統會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並會由

2000至 2001學年開始，按教統會所建議的藍圖實施中一派位短期機制

下的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學業能力測驗 (下稱 “學能測驗 ”)、將自行分配

學位的比例由 20%增加至 30%，以及將派位組別由 5組減少至 3組等。政

府當局承諾在 2003至 2004學年檢討中一派位短期機制。  
 
4.  另一方面，政府於 1997年發出並於 1998年正式實施《中學教

學語言指引》 (下稱 “《指引》 ” )。根據《指引》，有意採用英語作為

教學語言的學校 (下稱 “英中 ”)，必須證明其在學生能力、教師能力及支

援措施 3方面符合既定條件。結果，在實施《指引》後，有 112所學校

獲准以英語授課 (即 “英中 ”)，約有 300所學校採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 (下
稱 “中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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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於 2000年接納了由前教育委員會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

委員會 (下稱 “語常會 ”)成立的聯合工作小組所提出的建議，在 2003至
2004學年檢討中一派位機制時，一併考慮中學教學語言的安排。教統

會遂於 2003年 7月成立了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工作小組

(下稱 “工作小組 ”)，負責有關的檢討工作。  
 
6.  工作小組於 2005年 2月 3日發表題為《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

一派位機制》的諮詢文件 (下稱 “諮詢文件 ”)，就諮詢文件所載建議進行

為期 3個月的諮詢。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教統會將諮詢期延長至 2005
年 7月 2日，以便市民大眾有更多時間討論建議及發表意見。  
 
 
有關中學教學語言政策的建議  
 
有關教學語言政策的理念  
 
7.  根據諮詢文件所載，工作小組支持落實母語教學，並認同《指

引》背後的政策理念。工作小組認為，相對於校內分流方案 (即一所學

校可兼用英語及母語教學 )，延續現行的學校分流安排 (即在初中階段將

學校分流為英中及中中 )較為可取。工作小組在考慮教學語言安排的未

來路向時秉持以下理念  
 

“原則上，所有中學應在初中階段採用母語教學。若個別學校

在學生能力、教師能力及支援措施 3方面完全符合既定的條

件，工作小組並不反對這些中學採用英語教學，但鼓勵它們

選用母語教學。所有中學 (包括採用母語教學的中學 )，都應同

時致力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 
 
以英語教學的擬議條件  
 
學生以英語學習的能力  
 
8.  為評核學生以英語學習的能力，工作小組建議  
 

(a) 以學生在小學校內的整體學業成績 (五年級下學期及六年級

上、下學期 )作為釐定學生能力的基礎；  
 

(b) 利用現時每年進行的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下稱 “中一

入學前測驗 ”)的成績調整校內成績；  
 
(c) 將會隔年抽取 “中一入學前測驗 ”的成績樣本，並以最近兩次

抽樣所得的平均成績，調整來屆升中學生在小學的校內成

績；及  
 
(d) 將調整後的成績由高至低排序，首 40%的學生將被界定為具備

足夠能力以英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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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至於在學校層面，工作小組建議  
 

(a) 學校最少要有 85%的中一學生能以英語學習，才可採用英語作

為教學語言；  
 

(b) 若日後採用校內分流，英語授課班內須有 85%或以上的學生具

備以英語學習的能力；  
 
(c) 若採用中中／英中分流，英中最少要有 85%的中一新生能以英

語學習；及  
 
(d) 將會設立以 6年為一周期的檢視機制，定期檢視英中是否仍符

合有關英語教學的 3項既定條件，也讓符合既定條件的中中可

申請轉為英中。  
 
教師以英語授課的能力  
 
10.  至於教師以英語授課的能力，工作小組建議  
 

(a) 具體而言，以英語授課教師的基本要求是在香港中學會考 (下
稱 “中學會考 ”)英國語文科 (課程乙 )取得C級或以上，或等同資

歷；  
 

(b) 至於現時已採用英語授課而尚未具備上述資歷或等同資歷的

教師，他們可於 2005至 2006學年起的兩年內符合上述具體基

本要求，或選擇由科目專家及語文專家觀課；及  
 
(c) 以英語授課的教師應每 3年累積參與最少 15小時與英語教學

相關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學校支援措施  
 
11.  工作小組建議，學校須把有關的支援措施及成效，列入其學

校發展計劃及周年報告內。教育統籌局可根據學校自我評估與校外評

核結果，評估有關支援措施是否足夠。  
 
提升中中學生的英語能力  
 
12.  工作小組建議採取以下措施，以提升在採用母語教學的學校

內就讀的學生的英語能力  
 

(a) 在初中採用母語教學的中學，可選擇在英文科以外，調撥不

多於總課時的 15%，進行延展性的英語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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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府應繼續現時為中中提供額外資源的做法，並讓中中可選

擇以現金津貼取代部分或全部額外教師職位；及  
 
(c) 因應中學教學語言安排的最新發展，語常會應進一步探討如

何在社會營造更有利英語學習的環境。  
 
 

有關中一派位機制的建議  
 

13.  工作小組認為，在達致教統會提出的 “沒有派位組別、不設調

整機制 ”的長遠目標前，必須先實現下列先決條件  
 

(a) 大部分學生在完成小學教育時，其中文、英文及數學的表現

均已達到基本能力要求的水平；及  
 

(b) 大部分中學教師均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及技能，並享有足夠

的空間，發展校本課程和改善教學法，推行更有效的 “拔尖保

底 ”策略，使大部分學生在完成初中教育時，其中文、英文及

數學的表現均已達到基本能力要求的水平。  
 
14.  工作小組認為，目前的實際環境與上述的先決條件尚有頗大

的距離。因此，在考慮中一派位機制的未來路向時，工作小組認為，

在現階段可從以下兩方面改善現有的機制  
 

(a) 增加家長的選擇，同時鼓勵學校及學生多元發展；及  
 

(b) 將中學的校內學生能力差異程度，維持在中學及教師可處理

的現有範圍內，以便教師可鞏固 “拔尖保底 ”的經驗，確保學

生的學習成效。  
 
15.  根據上述考慮因素，工作小組建議把自行分配學位的比例由

現時的 20%增加至 30%；取消向中學提供 “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以及學

生可向兩所中學提出入學申請。  
 
16.  至於統一派位階段，工作小組建議每所中學可撥出用作統一

派位學額的 10%，作為 “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 ”；以及保留調整機

制，把中學的校內學生能力差異程度維持在可處理的範圍內。  
 
17.  若社會人士同意有需要保留調整機制，工作小組進而建議在

下述兩項方案中選取其一：繼續採用現行的調整機制 (即採用以往的學

能測驗成績 )；或利用現有的 “中一入學前測驗 ”作為調整工具 (即上文第

8段所建議用於識別學生是否有能力以英語學習的同一工具 )，然後根據

調整後的成績把同一網內學生劃分派位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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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務委員會的討論過程  
 
會議  
 
18.  教育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5年 3月 14日及 4月 6日的會議上，與政

府當局及工作小組討論諮詢文件。事務委員會亦曾於 2005年 3月 14日的

會議上聽取共 26個代表團體發表意見。各代表團體的意見摘要載於是

次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324/04-05號文件 ]的附錄。 2005年 3月 14日會

議的紀要及工作小組主席在 2005年 4月 6日的會議上所發表的發言稿，

分別載於附錄 I及附錄 II。兩份文件均載述工作小組就代表團體的意見

所作的回應。  
 
19.  委員在這兩次會議上所表達的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  
 
教學語言政策  
 
母語教學  
 
20.  余若薇議員認為，教育的目標應該在於提升學生的語文能

力，即兩文 (中英文書寫 )三語 (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會話 )兼擅；長遠

而言，此舉有助香港維持作為國際大都會的競爭力。她詢問教學語言

政策將如何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及提高香港的競爭力。  
 
21.  工作小組主席回應時表示，工作小組認同，提升學生的語文

能力，對維持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競爭力起關鍵作用。他認為提升

學生語文能力的途徑眾多，透過英語學習只是途徑之一。  
 

22.  張文光議員及劉慧卿議員認為，推行教學語言政策應貫徹一

致，以促進學校的教學效能。張議員表示，從中中學生在中學會考取

得的成績可見，母語教學的確成效最佳，相信應該沒有人會對此提出

異議，但大多數家長卻仍然無法認同，母語教學對學生在校的英語發

展能力並無影響。他建議工作小組盡量多發表有關研究結果及成功例

子，讓家長瞭解到，在學習英文和英語發展能力方面，中中學生與英

中學生同樣可以取得理想成績。工作小組主席同意，待有關中學會考

成績的數據漸多，持分者自然會認同母語教學可取。  
 
23.  梁君彥議員關注到，香港整體的英語水平已經下降。他詢問

工作小組能否提供經驗數據，以支持母語教學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

教育理念。工作小組的代表指出，在過去 20多年間就教學語言進行的

各項研究顯示，母語教學確實對提升學習效能帶來良好的果效。  
 
24.  劉慧卿議員認為，由於各方對在中學推行母語教學的意見明

顯有分歧，政府當局應謹慎、全面而公正地檢討《指引》的內容，並

押後落實任何旨在擴大母語教學範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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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英中分流方案  
 
25.  余若薇議員表示，以學生在小五及小六的成績來判定其以英

語學習的能力，未免過早。她詢問，在決定某所中學能否以英語作為

教學語言時，工作小組會否考慮該中學的畢業生以英語學習的表現及

能力。  
 
26.  工作小組主席回應時表示，要量度學生在離校時的英語能力

並以此決定是否豁免英中須有 85%的中一學生能以英語學習，是極複雜

的事情。學生完成中五後在中學會考中取得的英文科成績受多個不同

因素影響，包括這些學生入讀中一時的英語水平。如要定出一條可靠

而準確的方程式，以評估英中學生或中中學生由中一開始至中五完結

期間在英語能力方面的進展，會非常複雜和具爭議性。此外，倘若日

後在決定學校應採用何種語言作為教學語言時，要考慮到英中學生的

英語能力的改進程度，將會對英中學生構成壓力。  
 
27.  余若薇議員認為，最頂尖 40%有能力以英語學習的中一學生應

有足夠機會接觸英語。她關注到，有關學生能力的既定條件可能會令

英中的數目逐步減少。她詢問工作小組會否研究，實行其建議對英中

的收生人數將會產生甚麼長遠影響。  
 
28.  工作小組主席指出，工作小組不打算預測，待有關教學語言

的建議於 2007年 9月實行後，屆時會有多少所英中。雖然《指引》內訂

明，英中收錄的中一學生最少有 85%具備以英語學習的能力，但工作小

組亦不打算利用此項規定來限制英中的數目。工作小組最關注的，是

在實行建議的教學語言政策後，中學的整體教學成效如何，而非英中

或中中的數目。  
 
29.  屬自由黨的委員表示支持母語教學的大方向，並反對有關教

學語言的校內分流方案。張宇人議員認為，應繼續現行的教學語言政

策，即容許英中和中中兩者並存，直至有足夠理據支持作出改變為止。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鑒於香港的文化與政治背景及家長的意願，英中

應該繼續存在。她建議政府應致力在社會上宣揚中中的正面形象，並

為中中提供更多資源，以提升中中學生的英語能力。  
 
30.  周梁淑怡議員並建議，工作小組應檢討英中教師的語文能力

要求及 “六年一檢 ”的機制。她認為，英中教師應具備較高資歷，並應

彈性處理中中轉換教學語言的事宜。  
 
31.  張文光議員指出，對於諮詢文件提出有關教學語言的建議，

中中與英中意見分歧。很多中中關注到轉為英中須符合某些既定條

件，很多英中則對設立 “六年一檢 ”機制 (即每 6年為一周期，檢視個別學

校應否轉換教學語言 )的建議表示有所保留。梁耀忠議員認為，學生應

可選擇在英中或中中就讀。他並認為，假如使用英文課本而用母語教

授，學生亦可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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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作小組主席回應時表示，工作小組支持《指引》載述的教

學語言政策大方向。然而，工作小組認為，倘若在實施《指引》時能

夠輔以客觀的機制，《指引》將更易為學校接受。因此，工作小組在

諮詢文件中詳細闡述了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學校所須具備的 3項既

定條件。他並指出，有意見反對在初中以中、英文夾雜的方式教學。  
 
33.   張超雄議員表示，工作小組一方面認為母語教學可取，堅決

認為母語教學的成效最佳，但同時卻建議英中應繼續營辦，而只有學

業成績優異的學生才獲准以英語學習，這使他感到無所適從。他認為

在初中階段把學校作中中／英中分流屬於過早。  
 
34.  工作小組主席解釋，自 80年代初開始，學者一直倡議而研究

結果亦支持推行母語教學，但母語教學政策要到 1998至 99學年才開始

落實推行。在《指引》於 1998年實施之前，大部分中學均聲稱以英語

為授課語言。然而，實際上，大部分這些中學雖然採用英文課本，並

以英文進行評估，但卻以廣東話作為主要授課語言。結果，學生在學

習上遇到極大困難，但英語水平卻沒有提升。工作小組主席認為，隨

着母語教學的優點逐漸彰顯，整體社會將會逐漸接受所有中學採用母

語教學。  
 
對中中及其學生產生的標籤效應  
 
35.  張超雄議員關注到，把學校作中中／英中分流，會造成負面

的標籤效應。他並認為，學校須符合若干既定條件方可成為英中，更

令人覺得英中的學生及其教育質素皆高人一等。他詢問，工作小組的

建議會否令母語教學更為人所接受，長遠而言令家長願意讓子女入讀

中中。  
 
36.  工作小組主席回應時表示，一方面應推廣母語教學，因為學

生以母語學習的成效最佳；另一方面，只有符合若干既定條件的學校

才應獲准以英語作為授課語言。工作小組瞭解到，倘若所有中學都在

中一至中三階段採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便不會對中中及其學生產生

標籤效應。此外，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倘能以母語學習，便可騰出較

多時間提升英語水平。然而，工作小組曾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家長

的意願。工作小組在擬定有關教學語言的建議時須致力在各種因素之

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雖然對中中的標籤效應依然會存在，但工作小組

預期，長遠而言，落實諮詢文件的建議將會提升學習成效，證明母語

教學可取。  
 
37.  楊森議員認為，待中中學生的英語能力與英中學生的英語能

力看齊之後，有關教學語言政策的爭論自然會迎刃而解。他建議政府

撥出更多資源給中中，以提升教授和學習英語的質素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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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派位機制  
 
38.   對於事務委員會要求延長諮詢文件的諮詢期，工作小組的代

表指出，工作小組須在 2005年年底前敲定各項有關教學語言政策及中

一派位機制的建議，以便由 2007學年起實施新的中一派位機制。社會

人士普遍期望新的中一派位機制將於 2005年年中公布，因為在 2005至
06學年入讀小五的學生會成為首批受影響的學生。如要延長諮詢期，

當局便須考慮此舉對推行時間表可能造成的影響。工作小組主席亦指

出，政府當局須決定在 2007至 08學年採用新的中一派位機制，根據學

生的校內評估結果決定其派位組別。同時，就此所採用的學能測驗成

績是否仍然有效，長期以來備受質疑，而校內學生能力的差異，亦造

成不少教學問題。  
 
39.   張文光議員認為，有關制訂適當的中一派位調整機制的決定

不應押後，而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可能會互為影響。  
 
 
有關文件  
 
40.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該等文件的電子複本已上載於

立法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以供閱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1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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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I 

2005年 3月 14日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的摘錄  
 

X     X     X     X     X     X 
 
經辦人／部門  

 
工作小組的回應  
 
44.  應主席邀請，工作小組主席田北辰先生表示，
他欣悉代表團體雖對如何改善學生的英語能力有不同意
見，但並沒有代表團體反對在中學採用中文作為教學語
言。對於代表團體提出多項意見和建議，以改善以母語
授課中學 (下稱 “中中 ”)學生的英語能力、減低對中中及其
學生造成的負面標籤效應，以及解決以英語授課學校 (下
稱 “英中 ”)學生或中中學生在透過英語學習能力方面的錯
配問題等，他表示感謝。他表示，工作小組對這些問題
有以下意見／觀察所得  ⎯⎯  
 

(a) 優良的中、英語文能力有助學生終身學習及維
持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競爭力。  

 
(b) 在學校教育中， “提升英語水平 ”與 “以英語授

課 ”是兩項分開的問題。採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
並非提升學生英語水平的唯一或最佳途徑。對
於大部分學生而言，提升英語能力的關鍵，在
於如何學習英語，而不應單在於以英語為教學
語言。  

 
(c) 全面推行母語教學符合工作小組的教育理念。

然而，工作小組亦瞭解到，應該考慮母語教學
為公眾人士接受的程度及其對社會可能造成的
影響。  

(d) 工作小組瞭解到，部分家長期望，如學生有足
夠能力以英語學習，便應獲得以英語學習的機
會。因此，工作小組建議，若學校符合學生能
力 (能透過英語學習 )、教師能力 (教師以英語教
學，辭可達意 )及學校支援措施這 3方面的先決
條件，當局應容許有關學校以英語授課。由此
推論，英中數目的增減，應取決於符合有關先
決條件學校的數目。他亦明白家長關心其子女
的英語能力，並請與會者注意，工作小組的核
心建議是，無論學校採用何種教學語言，在繼
續落實母語教學政策的同時，亦應着重提升學
生的英語水平。  

 
(e) 語文教師的語文能力，對能否提升學校的語文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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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質素發揮關鍵作用。為此，語文教育及研
究常務委員會 (下稱 “語常會 ”)曾於 2002年就香
港的語文教育進行全面檢討。其後，語常會提
出一系列建議，當中包括設立語文教師專業發
展獎勵津貼計劃 (下稱 “津貼計劃 ”)，藉以鼓勵在
職語文教師 (特別是未持有相關語文科目學位
和並無接受相關語文科目師資培訓的教師 )提
升資歷，使他們的資歷與 2004至 05學年開始實
施的語文教師入職要求相符。當局繼而於 2004
年從語文基金撥款 2億 2,500萬元，作為設立津
貼計劃的初期撥款。每名透過該津貼計劃成功
申請資助的教師，在修畢核准課程後，可獲發
還一半學費，以 3萬元為上限。由於在職語文教
師反應踴躍，政府當局已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建議再注資 3億元予津貼計劃。建議已獲財務委
員會批准。此外，當局現時設有專業隊伍，協
助中、小學校及其教師改良其教學法及進行課
程發展工作。因此，在未來數年，教師隊伍與
學校教育的質素將會持續改善。  

 
(f) 社會人士對採用校內分流的安排意見紛紜，而

一旦採用校內分流安排，即學校可在預設或不
預設條件的情況下，在初中階段採用不同的教
學語言教授不同的班級／科目。  

 
(g) 政府應繼續為中中提供額外資源，以便這些學

校在校園內營造豐富的英語環境，協助學生學
習英語。中中會獲准在不影響正常學科學習的
情況下，在英文科以外，在中一至中三調撥不
多於總課時的 15%，以英語進行延展性教學活
動，例如戲劇及辯論等活動。  

 
(h) 現時高中階段教學語言的彈性安排應予繼續。

中中若在學生能力、教師能力及支援措施方面
皆符合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既定要求，便可在
高中某些班級的部分科目轉用英語授課。  

 
(i) 就英中提出的上述 3項先決條件不會對打算以

英語為教學語言的一條龍學校構成不利影響，
因為這些學校透過其中學部及小學部的專業協
作，其實可有更長時間確保其學生達到有能力
以英語學習的水準。  

 
(j) 不少人關注，很多原本有能力以英語學習的學

生會被分配到中中就讀。這些關注反映出，由
於社會普遍傾向英語教學，才會對中中造成標
籤效應。由學者進行的研究和學生的反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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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了 “母語教學成效最佳 ”的理論。事實上，
自 1998年推行母語教學以來，中中學生在掌握
學科知識及高層次思維方面，整體上的表現已
有進步；他們不但在學習上更有信心，而且有
更強的學習動機。  

 
(k) 據工作小組所知，現時還沒有任何客觀而有效

的機制，可以全面評估學生的學術及非學術表

現，並可以此作為落實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

學語言的成績調整工具。因此，工作小組建議

以學生在小學的校內成績 (五年級下學期及六
年級上、下學期 )作為基礎，並利用 “中一入學
前香港學科測驗 ”的成績作為調整工具。代表團
體如能在評估學生全人發展方面提出客觀、可

靠及可行的方法，工作小組對此表示歡迎。  
 
(l) 如將學生在小五及小六的英文科成績作為評定

學生能否透過英語學習的唯一基礎，各小學可

能只會集中進行英文科的教學工作，以致扭曲

了小學教育，更與教學語言政策的理念背道而

馳。教學語言政策建基於研究結果之上，而根

據相關研究結果，母語教學成效最佳，並能幫

助學生掌握高層次思維。  
 
(m) 倘若採用校內分流安排或校本安排，以決定中

學所採用的教學語言，便可能會重蹈 1998年之
前 “名英實中 ”的覆轍，即大部分中學繼續一方
面聲稱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但實際上卻在課堂

上以中文作為主要教學語言。  
 
(n) 規定學校須符合學生能力、教師能力及支援措

施 3方面的先決條件，才可採用英語為教學語
言，目的是確保學生可在英中有效學習，並確

保英語教學的質素。當局雖然瞭解部分學校對

於由英中轉為中中感到憂慮，但有一點必須注

意，相對於入讀一所符合各項先決條件的英中

而言，倘若有能力透過英語學習的學生被分配

到一所未能符合其他先決條件的英中，則教與

學兩方面的成效均不會理想。  
 
(o) 政府當局如能從歷史角度向社會闡述教學語言

政策在香港的發展情況，並以此作為背景資

料，或對諮詢工作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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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對於上文 (o)點的內容，工作小組成員李榮安教
授向與會者概述，多份教育報告 (最早的一份報告可追溯
至 1935年 )都不約而同，一再指出母語教學的可取之處。
一如諮詢文件附件二及附件三所述，較近期發表的教育

統籌委員會報告書，例如該會於 1984年發表的第一號報
告書及其於 1986年發表的第二號報告書，亦建議中學採
用中文為教學語言。他特別指出，過去數十年來，香港

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曾發表眾多學術著作，主張中學應

以母語教學。李教授指出，《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就是

在這背景下制訂而成。他強調，香港的教育政策文件素

來都主張香港的學校採用中文作為主要的教學語言，因

此，他不同意有評論指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反覆不一。

他補充，工作小組預期，中中在中一至中三調撥總課時

的 15%，以英語進行延展性教學活動，有助縮窄中中學生
與英中學生在接觸英語機會方面的差異。  
 
 

X     X     X     X     X     X 
 



立法會 CB(2)1214/04-05(01)號文件 

二零零五年四月六日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  

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工作小組主席  

田北辰先生發言稿  

 

在上次的會議，我們聽了二十多個代表團提

出的意見，總體來說，工作小組認為其中兩點是很

重要的：（一）大家沒有懷疑母語教學的好處，但

關注到學生的英語水平；（二）不少人關注中中 /英

中分流所帶來的標籤效應。  

 

關於第（一）點，問題源於部分社會人士對

英語能力和英語教學的誤解，以為英語教學就能自

然地提升學生的英語能力。正如我在上次的會議談

及，香港大學徐碧美教授最近的研究、最近兩年的

中學會考成績、及一些中中的成功經驗，都顯示「母

語教學」與「學好英文」兩者可以兼得。母語教學

能幫助學生啟廸思維，提高學習興趣、動機、自信

心和成功感，加上他們可以學得更快，可騰出更多

時間學好英文，他們又怎會不能學好英語呢？  所

以，我們未來的路向，應該是「母語教學，學好英

語」。  

 

有人提出，既然有 40%的中一學生可透過英語

學習，就應該確保這些學生可以入讀以英語授課的

學校或班級。這其實是一個「心結」，以為要這些

學生用母語學習，是「委屈」他們。  

 

首先，我想指出一點，我們曾經分析家長選

校的情況，見到不少成績好的學生家長，都不是盲

目地選擇英中，在他們的首三個志願當中，有英中

的、亦有中中，也不是所有家長都把英中放在第一

志願。況且，當家長選校時，他們已清楚知道所選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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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是用母語還是英語教學。在這幾年的中一派

位，都有 80%的學生獲派首三個志願的學校。至於
入讀中中而又屬成績好的學生，當中也是大部分將

獲派的中中列入首三個志願。可見家長的選擇是得

到尊重的。  
 

我想重申，母語教學的好處有明確的、科學

化的證據。有能力以英語學習的學生，不會因用母

語學習而有所「損失」，因為他們更能掌握學科知

識、發展高層次思維、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在將來

的升學和就業上，都會有優勢。所謂「委屈」，跟

本不存在。  
 

至於解決中中 /英中的標籤問題，除非所有中

學採用母語教學，或無條件地由學校完全自決，但

我在上次的會議上，已詳細分析，兩者都難以接

受。要確保英語教學的成效，我們必須設定客觀的

條件，有條件就自然有人符合條件，有人不符合，

這樣，標籤便自然出現。換句話說，要有條件但同

時完全沒有標籤，是不可能的，我們只能將標籤的

不良影響減至最低。  
 

直覺上，人們以為分班採用不同的教學語言

可以消除中中 /英中的明顯界線。但經深入探討，發
現這反而會加深標籤的負面影響。我談過多次的

「七重標籤」，對學校、學生和教師都沒有好處。

相對而言，中中 /英中分流的標籤效應明顯較少。關
於這些論點，我在上次的會議上已作詳細的介紹，

為了多留時間討論，我不在此重覆，請大家參閱夾

附會議紀錄的講稿。  
 

我們亦知道有人提出，除小部分英中外，應

讓其他中學用較大百分比的課時（例如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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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語教學，這意味應讓學校分科採用英語教學，

以解決標籤的問題。換言之，這是否意味在這方案

下，毋須設定學生能力的條件呢？如果我們不管學

生是否有能力以英語學習，分科採用英語教學，是

否不再理會有些學科的學習效能？   

 

更有趣的現實是，若分科以英語教學，很多

學校都傾向在數學及理科採用英語授課，原因是這

些科目語文成分較輕，相信學生和教師較易應付。

但是，在初中階段，學生在學科和語文的能力上，

仍在發展階段，未有穩固的基礎，若只在語文成分

較輕的科目用英語授課，是否能達到我們所期望，

透過英語教學讓學生多接觸和多使用英語的目的

呢？況且，有些理科教師表示，數學和科學的概念

較抽象，認為用中文教授，更為有效。 

 

教統局曾委託學者，進行一項關於教學語言的

研究，證明學生用英語學習數理科，其實要面對「雙

重的語言障礙」。為甚麼呢？因為數理科本身有它

的一套符號，構成了第一種語言障礙，如果用英文

學習，英語就成為第二重的語言障礙。這研究亦顯

示，若學生的能力相近，學生用母語學習數理科，

比透過英語學習，成績高出 20 個百分值。  
 

當然，能力較好的學生可以克服這種「雙重

語言障礙」，但始終是少數，如果很多學校都選擇

在數理科以英語教學，那些未能克服這些障礙的學

生也要用英文學習這些科目，結果既不能學好學

科，亦不能多接觸英文，豈不是造成「雙輸」？一

直以來，香港學生的優勢是在數理科，在不同的國

際比賽中，名列前茅。以最近兩次的 PISA(學生能力
國際評估計劃 )為例，香港都在數學排名第一、科學
則第三。如果勉強學生用英文學這些科目，長遠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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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我們可能要在我們的強項 ---數理人才上，付出
代價，是否值得呢？由此看來，分科用不同的教學

語言所涉及的問題，並不比分班的做法簡單，我們

需要深思。  
 

綜合以上的論點，我想強調，觀念上，社會

必須認清學好英文和以英語學習其他學科是兩回

事。工作小組認同，在落實母語教學的同時，必須

幫助學生學好英語。在教學語言的安排上，很多人

批評小組提出的學校分流方案，但其他方案卻帶來

更複雜、更難解決的問題。  

 

今天，我希望能多聽取各位議員的意見，現

將以下的時間交給主席。  
 



 

  

附錄 III 
 

有關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的文件  
 
 
會議日期  

 
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文件  文件編號  
 

會 議 紀 要 及 代 表 團 體

就 諮 詢 文 件 提 出 的 意

見摘要  
 

CB(2)1324/04-05 

關於 “檢討中學教學語

言 及 中 一 派 位 機 制 的

公眾諮詢 ”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EMB(EC)101/55/1/C 

14.3.05 教育事務委

員會  
 

《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

中 一 派 位 機 制 諮 詢 文

件》  
 

EMB(EC)101/55/1/C
號文件的附件A 
 

16.3.05 立法會會議  馬力議員就 “升中派位

機 制 ” 提 出 的 書 面 質

詢。  
 

立法會議事錄  

會議紀要  
 

CB(2)1431/04-05 6.4.05 教育事務委

員會  
 由 教 育 統 籌 局 或 前 教

育 署 參 與 或 委 託 其 他

機 構 進 行 關 於 教 學 語

言 的 11 項 研 究 的 行 政

撮 要 ／ 研 究 結 果 撮

要 。 該 11 項 研 究 載 於

《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

中 一 派 位 機 制 諮 詢 文

件 》 附 件 二 ， 以 作 參

考。  
 

CB(2)1441/04-05(01)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12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