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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學前教育包括兩個部份，一是零至三歲，二是三至六歲，中國更有六至八

歲的說法。中國人俗語說三歲八十，即指三歲幼兒已初見各方面的可培育特

質。因此，要發展三歲至六歲的潛質，實不能脫離零至三歲的準備期。集中

培育三至六歲是經費上的考慮，光重視幼苗培育而不重視種子發芽的過程，

是先天不足而想靠後天補養，是以行政主導教育，不是真正的育才教育。 

 

2. 中國地少人多，城鎮發展一日千里，家長生活百上加斤，老齡社會日益迫近

等因表制約了真正的愛心教育。香港現時貧富差距大，住居及城市設施嚴重

不足，出生率低等都構成發展理想幼教的先天不足障礙，不能像外國一樣可

以讓幼兒自然在足夠的空間中自由成長。因此，要發展香港本土的幼教學前

體系，必須因地制宜設計出適合本港的配套教育，善用社會資源。 

 

3. 因經濟發展，功利主義抬頭，以人為本，自然為法的順性教育已難以實行。

代之而起的是揠苗助長式的攀比教學。拼早育，拼證書，拼出位等。其實真

正的幼兒教學目標是讓幼兒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寓學習於遊戲，以遊戲為生

活，自然保留及發展天生的好奇及進取心便足夠。過早將日後謀生的技能以

天才課程為包裝強加給幼兒是剥奪了幼兒的健康成長權利！ 

 

4. 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傳承模式，主張言傳外還要有身教。中國俗語說小時了

了，大未必佳是因為大器通常晚成，是宣揚成功須積累苦幹，沒有夬車道。

因此如香港能建設兒童博物館，館內收藏香港各界成功人士的小時物事，如

讀的書，玩具，遊戲，生活等，可讓萬千家長回復童心，知道一樣米養出百

樣人，祇有快樂的兒童才會在日後有心有力讓其它人也快樂幸福。 

 

5. 城市人的頭頂後難看到天空，可是人也是動物，動物是離不大自然的，尤其

是剛出生時許多天性都要靠大自然來喚醒！我去冰山的北極麃很可憐，怛失

去了和大自然接觸機會的幼兒同樣悲，因為沒有機會感愛天人合一之美，可

能畢生要在人工環境中渡過，成為一模一樣的人。如果將全港的郊野公園變

成幼兒的外展學習場地，提供家長定時和幼兒共享天倫的安全環境，那樣由

天籟和自然美景孕育的兒童更會有藝術才華。 

 

6. 全球專家研究幼兒都得出相約的結論，就是大腦發展影響兒童的未來各方面

的發展。 近有許多專家推出不同的大腦課程，希望幫助兒童掌握運用大腦

的技巧，這實在是小題大做。因為兒童的認知重視事實，祇要你告知事實便

照單全收，所以大人千萬不要騙兒童，否則會誤其一生！兒童會記住快樂的

一切事，所以快樂是兒童有效學習的動力所在，勉強不到的。如果香港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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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研究兒童遊戲的機構，將各式遊戲列為兒童的必修科，則香港不必考語

言試，改以煮飯仔示範代替便可；不必考體育試，改以跳飛機踢毽子便可；

不必考技能試，改以變魔術玩手工便可。凡此種種，實不必深究效果，祇要

開心入腦，自然精益求精，免得要家長老師越俎代疱為兒童做作業！ 

 

7. 中國傳統養兒防老，自小向幼兒灌輸家國觀念，但時移世易，今天很難要求

幼兒能夠感恩反哺了，有些父母祇要兒女不是啃老族已很慶幸。面對這世道

人心都已改變的不良社會環境，一般父母無法保護兒女不受惡劣的社會氣所

污染，實在需要有心人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網。香港如能組織一個愛心家教

組織，將愛心家長用社交網圈起來，將一些好的教材教法及親子遊戲等資源

等互通有無，可以支援家長做一個負責任的家長。如果有退休及領綜援的人

士加入做義工輔助教養工作的話，那更能有效保障兒童不被孤立成長。 

 

8. 香港的下一代應充份了解香港掌故及奮進精神。全港有十八區，區區曾有特

色，可是在自由行的催促下，財團為賺錢而扼殺了本港各區的特色，現時各

區的街道景況，民生各業的往蹟等都難以重見，可見的是異地一律名店，打

斷香港人的根！如果家長能有閒帶同子女到香港各區參觀訪勝，留下不同時

期的家庭照片集，重塑小家庭在大城市中的地位的話，香港的一代將能發揚

中國人的愛家受港和自然而生的愛國精神。 

 

9. 香港的教育開支一向是開支，因為沒有利用有心人的才智總結出經驗，再將

經驗整理成可供商品開發的資源，更沒有設計出一套足以輸出的教育產品。

如果港府有機制支持發展教育產業，可以將行之有效而受歡迎的教育玩具遊

戲等予以統合，由不牟利慈善團體領導營運一個香港品牌，將這些產品內銷

回中國或遠銷世界，趁全球中文熱而大做兩文三語的優質教育生意，那不但

能提振本港經濟，更可制定標準之餘，為香港教育謀更大之發展空間！ 

 

10. 香港在深圳的兒童已有十七萬，未來的不知還有多少。目前中國限制非本土

學童入讀公立學校，正好是香港人到內地發展幼教學前事業的好時機！中國

內地的幼稚園正面臨全國整頓的威脅，一些營運欠佳的幼稚園將難免被兼併

或淘汰的命運，如果香港幼教工作者乘時而起，可以利用香港這次推展十五

年費教育的良機，結集有心人有系統地發展出一套營運模式，將來可以利用

國內年達二千多萬新生兒的大市場來發展出國際品牌。這橏，財政司長便可

教育以大手筆為發展未來的經濟支柱產業投放足夠的資源，使香港的幼教學

前教育真正由零歲開始，而且化支出為投資，未來能為香港的經濟多找一條

有潛質的出路。 少，香港未來二十年有了這些獲得全面照顧的下一代，在

他們成長之後服務各行各業，都會懂得為整體香港人的快樂福祉為目標，而

不祇是成為獨善其身或損人利己的功利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