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小班教學研究的進展」致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意見書 
 

不容拖延小班教學 從速制定時間表 減少每班學生人數至 25 人 
 
 
1.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下稱本會）與教育界、家長和社會人士合力爭取小班教學已愈十

年，小班教學更於 05 年獲立法會一致通過，成為社會最大的共識。本會重申一貫立場：

政府應從出生人口下降的趨勢出發，制定一個有具體規劃、有實踐時間表的小班教學政

策，由小一及中一開始，分區分級將每班學生人數調至 25 人，落實小班教學。本會指出，

當前的小班教學研究，充其量只是「分班分組」的教學研究，既局限在少數的小學，並只

在中英數三科試行，這與全面推行小班的效果完然不同，研究結果出現偏差，容易誤導公

眾，這非但對參與計劃的學校欠公允，也成為當局抹黑及施延小班教學的借口。本會嚴正

要求，當局認真落實小班教學，而不是以研究為名，實質拖延小班教學政策的落實。 
 
2. 小班教學研究的結果，關乎有關政策日後的路向，教育界深表關注，故對研究計劃的根本

理念和策略，曾提出不少批評和意見，惟當局未予正視。因此，小班教學成效存疑，責不

在小班，而是當局推行不夠全面，影響研究成果： 

2.1 小班研究只聚焦中英數三科，測試的果效與完整的小班教學難以相提並論，而分組合

班所做成的時間虛耗及混亂，更有可能會抵消小班教學的成效。 
2.2 小班教學著重多元的學習成就，學術成績不是量度小班成效的完整指標，其他如師生

互動、學生創意、情意教育、人際管理、德育輔導等，都是教學重要的範疇，可是小

班教學研究在這方面提供的觀察結果相當片面。究其實，小班教學研究只局限中英數

三科，已顯示當局疏忽學生德育及全人發展，漠視小班教學的優點，是可透過師生的

多元互動和接觸，加強人本教育，有效紓解學生情緒和行為偏差。 
2.3 中學的學制和課程改革要取得成效，小班教學是基本的配套措施。小班教學不應只局

限於小學，也應在中學開展。 
 
3. 當局推行小班教學研究，除了在理念及策略上出現問題，參與的學校在行政和資源方面，

也同樣遇到困難。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於 05 年 6 月曾召開會議，參與研究的學校就此提

出了具體意見。本會質疑，當局有否聽取參與學校的意見，並曾作出多少改善，令小班教

學研究，在足夠的支援下達致理想的效果。學校提出的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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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當局未有為增加的小班提供班級津貼，學校須利用原有的經常性津貼吸納新增的電費

及課室開支，使原有已不敷應用的學校及班級津貼更為緊絀。因此，如不減少學校收

生人數，應為增加的小組提供班級津貼。 
3.2 由於教統局為每一個額外的小班提供 29 萬津貼，學校可按比例用於聘請師及購買教器

材，由於津貼額較少，學校只可聘用教學經驗較淺的教師，對計劃支援並不足夠。 
3.3 教統局曾派員到學校為一至三年級進行評估，評估科目只限中英數，且只是進行紙筆

考核，並不全面。 
3.4 教統局參與小班教學研究的工作人員，由於人數不多，每次到校進行評估時，總是要

校方在上課時間作出遷就，影響學生的學習。 
3.5 教師培訓活動大多在學校上課天進行，學校難以安排較多教師參與培訓。 
3.6 觀課次數及被觀課的教師太少，難以反映校內教師的小班教學實況。 
3.7 評核內容完全保密，未知能否配合學校所推行的校本課程，以反映學生的真正能力。 
3.8 學校試驗小班教學以校本為主，教統局沒有實行試驗方案，支援僅是一些教學工作坊，

而工作坊的內容亦不是專為小班而設。 
 
4. 本會認為，小班教學是各地發展教育的大勢所趨，香港鄰近地區如台灣、澳門已推行小班

教學。上海的楊浦區，至 03 年已有八成以上的小學推動小班化教育，平均班額為 25 人，

並因效果良好，小班已在中學開展。上海的成功例子，為本港逐區逐級推展小班教學，提

供了最有力的實證。本港的一些直資學校、優質私校和國際學校，也藉著小班教學提升質

素，即使現時參與小班研究的學校，在有限資源下，也能認定小班教學對教育的正面果效，

並深受家長的認同和支持。可見，小班教學在香港已有不少行之有效的先例可援，只是官

立和資助學校，礙於政府的政策規限，學生無法同享小班教學的優勢，這是香港教育不公

平的地方。 
 
5. 本會要求，當局不要以研究之名阻延小班教學，也不要誇大小班教學的額外開支，或以教

師未有充足培訓等理由，誤導社會、阻嚇家長，拒絕小班，推卸政府對教育應有的承擔。

曾蔭權和梁家傑的特首競選政綱，就是推行小班教學，這與教協會的主張不謀而合，當局

應認定小班教學的方向，善用學生人數減少所節省的資源，當機立斷，具體承諾在小一及

中一開始，將每班人數減至 25 人，實踐小班教學，改善教育質素，為香港的長遠利益作

出承擔。 
 
 
2007 年 2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