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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7 
立法局教育內務會議-母語教學 (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 

 
主席，各位關心香港教育的朋友， 
 
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簡稱「家盟」的出現是因為零五年一份「中一派位機制

及中學教學語言」諮詢文件，觸動了沉默而被動的家長神經，當年我們搜集了超

過一萬一千張全港家長的願望咭(見附件)，向政府及教育當局提出了五項要求： 
 
 1/摒除令中中英中分化的標籤制度； 
 2/容許學校在教學語言有更多自主權，設立機制以保証教學質素； 
 3/投放更多資源於小學階段，做好兩文三語； 
 4/還家長教學語言選擇權； 
 5/最少有五年或以上的科學數據才可改動教育政策。 
 
很遺憾這些合理明智的訴求並未得教育當局的接納，當時的回覆是政策已定，容

不下這些建議。 

 

三年後的今日，「家盟」十分樂見社會大眾、教育局和教育界終於認同我們在當

年的訴求，並且獲得共識。 

 

「家盟」成員相信現在是朝着合理的方向發展，但是，執行的細節往往是決定政

策成功的關鍵，「家盟」願繼續和其他香港家長一起提供意見、協助和合作，現

提出以下四點意見和要求： 

 

1/儘早讓家長參與政策的討論和制定，作為孩子的父母、教育持份者，家長應在

更早階段和其他持份者求同存異，討論合作以達致共識。 

 

2/教學語言政策一直標榜目的是提昇學生學習成效。但「家盟」相信教學語言只

是其中一環，亦絕不是唯一靈丹妙藥。「家盟」認為政策的討論和方向應配合更

重要的元素，包括教學方法、教師團隊的士氣和動力，及學校間積極交流。 

 

3/學生在學校應從幼稚園小學階段，專注培訓兩文三語，而這些培訓應是「超然」

於教科書、考試範圍或評核內容之上。 

 

4/我們絕對贊成摒除中中、英中標籤制度，還學校更多自主權，制訂教學語言，

因材施教，分班分科教授不同能力和語文興趣的學生，是適合和合理的做法。但

「家盟」更願見學校能夠在制度上有足夠的彈性、鼓勵性和推動性，令校內分流

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那麽便可以各盡所長各取所需。 

立法會 CB(2)2615/07-08(01)號文件 



頁 2 / 3 
 

 
「家盟」 剛委託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在本月調查香港家長對過去十年「母語

教學」所帶來的成效 給一個評分，得分是令人震驚的: 家長給予的分數只是

38.3 !!  

 

我們相信這個令人遺撼的 38.3 分 並不是政策的推銷或包装的問題，而是十年

來，政策在家長一片反對聲音下，教育當局堅持“一刀切”標籤中中、英中，強

迫推行「母語教學」！！ 歷史告訴我們：這是徹頭徹尾的一次改革失敗。經驗

教訓我們，任何教育改革如不是在最早階段廣泛諮詢持份者的意見：那就是老師

＋家長＋學生，這樣成功機會微乎其微。 

最後,, 十年過去了，有多少莘莘學子是受到母語教學的政策影響而剝削了他們的

學習和選擇教學語言的權利？他們可以再讀一次小學，再讀一次中學嗎？  

子女是父母的心血！父母的希望！社會的希望！我們希望教育政策真正做到「因

材施教」、「各盡所長」、「各取所需」。「家盟」會繼續給予教育局意見，以

達致教學語言的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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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