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離島區校長會 

離島區的學額供應－南大嶼 

 

1. 離島區 NT9 包括南丫島、蒲台、長洲、貝澳、大澳、東涌及坪洲。

南大嶼包括坪洲、梅窩及貝澳。 

2. NT9 網中有中學 7 所參與派位，小學 17 所。 

3. 現時在長洲有 2 所中學，大嶼山大澳 1 所直資中學，東涌 7 所中

學，其中 1 所是直資中學，另 1 所是高中中學 。愉景灣內 1 所小

學屬另一校網，南大嶼內沒有中學，但有 3 所小學。 

4. 離島區地域大，人口分佈不均，人口最多是東涌，其餘較集中在

長洲。部分地區沒有直接交通的連接，南丫島及蒲台只有渡輪服

務去香港，而長洲梅窩與坪洲之間亦有渡輪服務，但班次較疏。

南大嶼的小六生要到東涌，大澳，長洲或跨區就讀中學。 

5. 學額分配：「以區為本，就近入學」的原則，盡量安排小學生選擇

校網內升讀中學，以減少不必要的跨網上學。 

6. 學童人口全港都在下降中，據知東涌未來 5 年內有新屋邨發展，

所以人口可能會有降有升。 

7. 新高中學制已展開，我們希望學校有一個穩定的發展讓教改成

功。新高中學生應考的中學文憑課程約等同舊制的中六，而舊制

高中每班的人數是 30 人。新高中課程要求發展學生九種共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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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此在教學法上鼓勵小組討論，互相協作以讓學生有更多的

學習機會，為達到上述目標，中學行 20-25 的小班教學是理想的。

政府亦曾承諾不減在教育的投資，人口改變正好是實施小班最好

的時機，上限是每班 30 人。若人口上升，學校與老師已完全掌握

教改，校學亦會願意稍為增加每班的人數。 

8. 離島區的人口有出亦有入，其中非華語的學生現看來在增長中，

他們較多居住在南丫島、梅窩及南大嶼。非華語學童在學科測驗

會較不公平，他們亦難適應一般的中學，而現行對非華語學生的

支援未能到位。 

9. 考慮到離島區特殊的地理環境，交通現實和社區的特色，校長會

認為在離島區的學位分配上應更具彈性，讓區內的中小學能提供

適切的教育給區內所有適齡學童，同學在社區學習，進行服務，

才能提昇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培養能令地區持續發展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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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生學校的問題，本會支持學校改善設施以提供更好的環境讓學生

學習，至於選址的問題，應該留給政府解決。 

 
 

05/07 NT9 小六學生參與中學學位分配 1388 

07/09 NT9 小六學生參與中學學位分配 1279 

         其中 百分之 4.38 分配到直接資助學校 

NT9 本年度估計小六人數有 130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