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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微調初中教學語言的回應 

於 2008 年 7 月 17 日 提交教育事務委員會 
 

(一) 八二年國際教育顧問團的報告書，建議：「使學生可用心中的語言來完成他們最初

九年的教育。」這個初中教學語言政策方向一直受到香港各界和教育界的普遍贊許

和支持，但因受制於回歸前重英輕中的殖民教育政策，當時的教育署提出諸多的理

由和藉口，就是不肯落實以母語作為初中階段的教學語言，以致造成八九十年代的

中學生中英語言能力日漸下降的情況。回歸前夕，政府卻急急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政

策，它不單分化了中學，造成了標籤，更確立了好的小六學生應選英中的謬誤。這

個美其名重視母語的政策，實質把中文中學定為二流中學了，令質高的小六生望中

中而卻步。而令人稍為安慰的是，今天大部份教師和家長都認同沒有足夠英文能力

的中一生不應以英文作為學習其他學科的教學語言。 

 

(二) 在零五年《檢討中學教學語言諮詢文件》出爐之際，已有不少要求初中教學語言由

校本自決的聲音；惟校本自決只會帶來更多標籤和更劇烈的學校競爭。而未能升讀

英文班的初中學生，心理上可能受到學校、同學和自己父母的歧視。因此，檢討中

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工作小組在文件中清晰地反對以校內分流的理念去處理

初中教學語言；而提出強化現有機制，即容許在學生能力、教師能力以及支援措施

三方面符合既定條件的學校，初中以英語作為授課語言。因此，教聯會絕不接受推

翻這三個條件的微調政策。 

 

(三) 現行的微調方案事實上將早前有關小組的上落車機制取消，要求各校在符合師生能

力和學校環境的三條件下，在初中以分班模式進行中或英語教學；並在這政策的基

礎上，容許中中有較大的彈性，讓中中可為自願的學生以分科形式進行教學。這個

政策雖不符合教育專業的要求，但既可體現校本管理精神，又能滿足到大部份家長

的期望，可見政府是為政治的需要而作微調。然而這個微調政策的實施勢必令中學

教師的工作壓力增加，並迫使大部份非語文科教師須在職進修英語教學的技巧，以

保障自己有較大的轉職和就業的機會。故此，教聯會支持政策為有需要教師提供培

訓及專業支援。 

 

(四) 但不得不提的是，根據教育局向立法會提交的 05/06 學年小學人數資料作推算，本

年度小六升中一約有八萬人。而從 08 至 09 年度開始，新中一生將按年減少約五千

餘人，到 2010 至 2011 年度將減至五萬八千名中一學生。在中一學生人口急劇下降

的時期，讓中學按可入讀英文班學生人數作為分班教學，將加劇各中學的收生壓力

及無法不以中一英文班數作招生宣傳，使這個原意減少對學校監管的新方案，變相

成為弱勢的中文中學和教師的催命符。故此，教聯會懇切要求當局慎重考慮於 2012

年才落實這個微調方案，這亦可使全港非語言科中學教師有更長的進修空間。 

 

(五) 如教育局採納教聯會的建議，可於過渡期中再度凍結現時中中英中的狀況，這可避

免中學在推行新學制和面對學生人口減少的難題外，同時要面對選擇教學語言的新

增困難。另一選擇，就是教育局只在 2010 年實施一次上落車機制，容許準備就緒

的中中按原計劃上車，至於不願落車的英中，則設立一申訴機制；與此同時，教育

局亦宣佈將於 2012 年全面推行初中教學語言的微調方案，屆時各校可按其收生情

況，以分班或分科在初中階段落實校本中英並重的教學語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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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支持母語教學的最關鍵因素是，透過中文來學習的高能力中中生，在公開考試的成

績增值情況確實比部份英中學生為佳。正如本會於零五年的回應中指出：在零三年

的會考在中四、中五採用全中文授課的中文中學，取得 14 積點或以上的學生百分比

較零二年高出 2.9 個百分點；而零四年在轉為中文中學的二百多所學校中，約有八

十所學校的英文科合格率已超越零二年的水平。另一方面，現時政策雖容許各中學

在高中階段自決教學語言，但如大家翻查今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過半的考生是以

中文作答下列科目，包括：倫理及宗教科(100%)、通識教育科(95.8%)、視覺藝術科

(88.7%)、歷史(70.1%)、政府及公共事務(68.2%)、企業概論(61.1%)和地理(57.7%)；

可見不少在英中就讀的準大學生皆認為以中文應試會比英文為佳。 

 

(七) 要真正提高本港學生的英語能力，教聯會認為政策核心不應在初中的教學語言政

策，反而是要認真研究如何在英文科教學中提高中小學生的英語能力。事實上，全

港中小學生在英文科學習上花了不少課時，但學生在系統評估和會考英文科的表現

卻未如理想，原因何在呢﹖正如早在九七年教聯會對《中學教學語言強力指引》的

回應中已表明了當局應在確立英語為第一外語的前提下，推行英文科教學的改革；

並於高中階段，提供英語銜接課程，使到大部份學生都能中、英雙語並重，以便他

們升學及就業。本會再次要求教育局認真研究這個建議，努力推動全港中小學改善

英文教學，使中小學生在正常的英文科學習中也能學好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