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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政府在2004年推⾏行「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 i tory -wide Sys tem 

Assessments，簡稱TSA)，在⼩小學三年級、︑六年級及中學三年級的中、︑

英、︑數三科設置統⼀一測驗，以監控中⼩小學的教育成效。︒2011年及2013年，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會）先後發表兩份調查報告，發現TSA對

⼩小學⽣生造成巨⼤大的補課和操練壓⼒力，已經異化成「⾼高風險評估」。︒教育

局遂於2014年4⽉月宣佈實施優化措施，希望藉此消除異化的巨⼤大壓⼒力。︒  

2. 教協會今年再進⾏行同類調查，⽬目的是了解TSA在⼩小學推⾏行的最新情況，

特別是教育局於2014年推⾏行優化措施後的影響。︒ 

3. 調查共設兩份問卷，對象為⼩小學課程發展主任及⼩小學中⽂文／英⽂文／數學

科任⽼老師，分別收回問卷139份及1916份。︒ 

4. 調查集中探討四個焦點問題，分別為： 

 (i) TSA對⽇日常教學及測考的影響︔； 

      (ii) TSA補課及操練的情況︔； 

(iii) TSA引致的師⽣生壓⼒力︔； 

(iv) TSA應否繼續推⾏行。︒ 

5. 結果顯⽰示： 

(i) TSA對⽇日常教學及測考模式的影響仍然極⼤大，主導教學和測考模式

的情況仍然嚴重，學⽣生必須操練才能應付TSA試卷︔； 

(ii) TSA的補課和操練的情況仍然非常嚴重，優化措施的改善甚微︔； 

(iii)TSA引致的師⽣生壓⼒力多年來持續⾼高企，師⽣生叫苦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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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TSA已嚴重異化，背離政策原意，變成補課、︑操練和引致師⽣生壓⼒力

的元兇，業界傾向認為應廢除TSA。︒ 

6. 我們建議當局正視以上問題，盡快開展程序和採取以下措施，讓

⼩小學教育重回正軌： 

 

事實證明，政府去年推出的所謂「優化措施」根本未能紓解⼩小學

⽣生的巨⼤大學習壓⼒力。︒補課、︑補充練習繼續充斥，正常課堂的教學

和測考⽅方式繼續被嚴重扭曲，情況比過去的升中試、︑學能測驗年

代嚴重得多，可謂未⾒見其利，先⾒見其弊！與教統會2000年於《教

育改⾰革藍圖》倡議的「拆牆鬆綁」、︑「樂於學習…⋯…⋯敢於創新」

等⽬目標，完全背道⽽而馳！ 

 

教協會認為，今⽇日的TSA已異化為「反教改」的措施，如果政府無

法提出積極⽽而有⼒力的措施，改變現時TSA造成的惡果，便應該果斷

地廢除TSA，為⾹香港家長、︑教師和廣⼤大學⽣生除⼀一⼤大害。︒ 

 

教協會呼籲廣⼤大教師和家長，為了孩⼦子的福祉，攜⼿手向當局施壓，

讓⼩小學教育重回正常的教學⽣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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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教育局於2004年推出「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對象為⼩小三、︑⼩小六及中

三學⽣生，考核範圍是中、︑英、︑數三個基礎科⽬目，其⽬目的是「為政府及學校管理

層提供全港學校學習範疇⽔水準的資料，以便政府為有需要的學校提供⽀支援和監

察教育政策執⾏行的成效。︒」 當局在推出政策時曾強調：TSA屬「低風險」的評1

估⽅方案 ，數據只供學校⾃自我評估之⽤用，以把握整體學⽣生的學習狀況。︒由於成績2

不影響派位結果，個別學校的成績也不以排列名次的形式出現，所以TSA不會

增加學習壓⼒力，學⽣生只需以平常⼼心應考，學校也不⽤用擔⼼心和操練。︒但事實證明

並非如此。︒ 

教協會於2011年調查發現，TSA已經嚴重異化：學校為準備TSA補課的情況

相當普遍︔；操練甚至下移至⼩小⼀一，各年級均有購買TSA補充練習。︒其後，教育

局於2012年開始，將原本每年考核的⼩小六TSA，改為與「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

驗（Pre-S1）」隔年交替舉⾏行。︒教協會認為措施無法根除應試操練，尤其是⼩小三

TSA未有作出任何改善措施，因此，教協會於2013年再次就TSA進⾏行調查，發現

TSA的異化情況仍然持續，師⽣生壓⼒力仍然超標，操練及補課問題甚至有惡化的

趨勢，⽽而TSA的測考模式也主導課程設計和教學內容，本末倒置。︒ 

教育局於2014年推⾏行優化措施，包括取消向⼩小學發放達標率、︑把TSA從⼩小學

「表現評量」中剔除，及延續隔年舉⾏行⼩小六TSA的安排，避免⼩小學因校內和校

外惡性比較TSA成績⽽而過度操練。︒ 

為了解TSA對師⽣生影響的最新情況，同時了解2014年優化措施能否取得預期

效果，教協會在本年3⽉月至4⽉月舉⾏行第三次TSA調查。︒ 

 教育統籌委員會，《教育制度檢討改⾰革⽅方案諮詢⽂文件摘要》：2000年5⽉月，⼄乙A部。1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全港性系統評估便覽〉：2015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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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象 
 

是次調查共設兩份問卷，對象為： 

•･ ⼩小學課程發展主任 —— 
 
課程發展主任會就學校TSA補課、︑操練及購買補充練習的整體情況作答。︒

問卷樣本⼀一載於附件。︒ 

•･ ⼩小學中⽂文／英⽂文／數學科任⽼老師 — 
 
前線教師會就TSA對本科的教學、︑對學⽣生造成的影響、︑補課及操練情況、︑

對TSA的評價和意⾒見、︑以及優化措施效⽤用等情況作答。︒ 
問卷樣本⼆二載於附件。︒ 

•･ ⼤大部分回覆者任教於津貼或補助學校，分別教授中、︑英、︑數的⼈人數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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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份問卷有以下相同的問題，本報告將分別列出有關結果。︒ 

 

三、︑ ⽅方法 

供課程發展主任填寫之問卷以郵寄⽅方式發送，每校填寫⼀一份，有效問卷數

⽬目為139份。︒供中⽂文／英⽂文／數學科任⽼老師填寫之問卷，以郵寄及網上問卷形式

發送，每位教師填寫⼀一份，有效問卷數⽬目為1916份。︒ 

問卷於3⽉月24⽇日郵寄學校，受訪者須於4⽉月18⽇日或以前將回覆寄回教協會。︒ 

問題 問卷樣本⼀一 問卷樣本⼆二

有否因TSA⽽而為學⽣生補課︖？ 第2a題 第18題

每星期每科平均補課時間︖？ 第2b題 第19題

通常進⾏行TSA補課的時段︖？ 第2d題 第2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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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果 

（⼀一）TSA對⽇日常教學及測考的影響 

I. ⽇日常教學 

調查以教學的四項指標，包括：教學內容、︑測考模式、︑功課設計、︑

教學規劃，探討TSA對教學⽣生態的影響。︒結果顯⽰示：多達七成半教師認為，在

優化措施推⾏行後，學⽣生仍然需要熟習TSA題型︔；認為TSA題型仍然主導校內測考

的亦有約七成（表1）。︒ 

此外，有六成多教師認為，TSA仍然主導教學內容、︑功課設計以至教學規劃。︒

 
表1 TSA「優化措施」對教學⽣生態的影響  3

 樣本⼆二第13⾄至17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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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測考 

只有約兩成教師認為TSA試卷符合⼩小三和⼩小六學⽣生可應付的程度（表2）。︒

約七成教師認為⼩小三及⼩小六學⽣生必須經過操練，才能應付TSA考試（表3）。︒此

外，只有約三成教師同意⼩小三及⼩小六TSA試卷能真實地反映學⽣生的表現（表4）。︒

 
表2  TSA試卷的難度  4

表3  操練的必要性  5

表4  TSA試卷能否真實反映學⽣生表現  6

 樣本⼆二第2、第6題4

 樣本⼆二第3、第7題5

 樣本⼆二第1、第5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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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SA補課及操練的情況 

I. 補課情況 

問及TSA的補課情況，約七成科任⽼老師會因TSA⽽而為學⽣生補課（表

5）。︒補課遍及各個級別，以⼩小三及⼩小六的情況最為嚴重。︒值得留意的是，有津

助⼩小學的課程發展主任反映，該校⼩小⼀一的中、︑英、︑數三科均有因TSA⽽而補課。︒ 

此外，教師需要在上課前後、︑假期，甚至佔⽤用其他科⽬目上課時間進⾏行補課，

在這⼀一點上，課程發展主任和科任⽼老師的答案的百分比相若（表6）。︒ 

表5 因TSA⽽而為學⽣生補課  7

與2011及2013年的調查結果比較 ，⼩小三及⼩小六級別的補課頻率及時間雖稍8

有緩和，但情況仍然嚴峻。︒值得留意的是，調查結果顯⽰示教育局於2014學年推

⾏行優化措施後，TSA補課情況只有輕微改善。︒調查發現，⼀一名⼩小三學⽣生不論中

⽂文科、︑英⽂文科、︑數學科，⼀一星期平均要多花2⼩小時以上進⾏行TSA補課（表7）。︒ 

 樣本⼀一第2a題、樣本⼆二第18題7

 2011年調查（https://www.hkptu.org/8189）、2013年調查（http://www2.hkptu.org/image/8

press2014/20140107_TS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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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通常進⾏行TSA補課的時段  9

表7 ⼩小三及⼩小六每星期平均補課時間（分鐘）  10

II. 操練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各個級別操練TSA的情況仍然持續嚴峻，課程發展主任回

覆，有購買補充練習為學⽣生操練的學校多達97%。︒與2013學年比較，部份級別購

買補充練習的情況更有惡化的趨勢（表8）。︒ 

與2011及2013年的調查結果比較，在有購買補充練習的回覆當中，⼩小三及

⼩小六級別的本數稍微減少，但操練補充練習仍然擴展至其他級別（表9）。︒ 

 樣本⼀一第2d題、樣本⼆二第20題9

 樣本⼀一第2b題、樣本⼆二第19題10

�11



表8 購買補充練習的情況（按級別和科⽬目劃分）  11

表9 ⼩小三及⼩小六每學年平均購買的補充練習（本）  12

教育局於2014年推⾏行優化措施避免⼩小學之間比較TSA成績⽽而過度操練。︒但

調查發現，約六成教師表⽰示此舉無助減輕操練及補課，認為有幫助的不⾜足兩成。︒

問卷的開放問題中問及教師對TSA的其他意⾒見 ，有科任教師特別提到，雖13

然教育局取消向⼩小學發放達標率等數據，但學校及辦學團體仍然有不同⽅方法比

較TSA成績，以致操練情況仍然持續（表11）。︒ 

 樣本⼀一第1a題11

 樣本⼀一第1b題12

 樣本⼀一第3題、樣本⼆二第24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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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

中⽂文科 24%

英⽂文科 23%

數學科 30%

⼩小⼆二

中⽂文科 50%

英⽂文科 48%

數學科 47%

⼩小三

中⽂文科 83%

英⽂文科 78%

數學科 81%

⼩小四

中⽂文科 58%

英⽂文科 56%

數學科 56%

⼩小五

中⽂文科 55%

英⽂文科 53%

數學科 55%

⼩小六

中⽂文科 84%

英⽂文科 78%

數學科 78%



表10 優化措施對減少TSA操練和補課的幫助  14

表11 優化措施無助減少補課和操練的原因 

調查要求教師以0至10分評價TSA操練情況，0分代表沒有操練，10分代表

操練嚴重。︒結果發現，只有4%的教師認為，TSA操練的程度屬於輕微，⽽而認為

操練非常嚴重的有七成之多，平均分也有7.3分，反映在教師⼼心⽬目中，操練已達

非常嚴重的地步（表12）。︒ 

表12 整體操練情況的嚴重程度 (10分為最嚴重)  15

 樣本⼆二第9、10題14

 樣本⼆二第23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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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SA引致的師⽣生壓⼒力 

       調查要求科任⽼老師描述TSA為教師及學⽣生帶來的壓⼒力，

結果發現，有八成教師認為TSA構成的壓⼒力達7分或以上，平

均分也達7.6分︔；認為學⽣生壓⼒力達7分或以上的也有七成，平均

分為7.1分（表13）。︒ 

優化措施推出後，超過六成教師認為優化措施無助減輕師⽣生壓⼒力（表14）。︒

表13 TSA引致的師⽣生壓⼒力（10分為最嚴重）  16

表14 優化措施能否減輕師⽣生壓⼒力  17

 樣本⼆二第21、22題16

 樣本⼆二第11、12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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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SA應否繼續推⾏行 

      對於TSA是否應在⼩小學繼續推⾏行的問題，超過六成表⽰示不贊

成TSA繼續在⼩小三及⼩小六級別繼續推⾏行，⽽而贊成應該繼續推⾏行的

只佔⼀一成（表15）。︒  

         教師亦特別於開放問題中反映不贊成TSA繼續推⾏行的原因（表16）。︒ 

表15 是否同意TSA繼續推⾏行  18

表16 不贊成TSA繼續推⾏行的原因  19

 樣本⼆二第4、第8題18

 同註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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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議 

      當局推出TSA時曾指出，TSA的⽬目標是「為政府及學校管理層提供全

港學校學習範疇⽔水準的資料，以便政府為有需要的學校提供⽀支援和監察

教育政策執⾏行的成效。︒」  20

    但調查結果顯⽰示，真實的TSA並非當局所聲稱的只是要測試的基本能

⼒力，TSA的艱深程度逼使學⽣生額外操練應試技巧和內容，已經達到「不操

不識」的程度，故TSA已不能反映學⽣生的真實表現。︒ 

     TSA不但影響⽇日常教學，⽽而且侵佔學⽣生進⾏行課外活動的時間，犧牲教

師和學⽣生的作息空間。︒⼩小⼀一至⼩小六「全⽅方位操練」，補課和操練仍然滲

透各個年級！師⽣生壓⼒力持續超標，即使當局推⾏行優化措施，仍無助紓緩

師⽣生壓⼒力。︒ 

    事實證明，政府去年推出的所謂「優化措施」根本未能紓解⼩小學⽣生的

巨⼤大學習壓⼒力。︒補課、︑補充練習繼續充斥，正常課堂的教學和測考⽅方式

繼續被嚴重扭曲，情況比過去的升中試、︑學能測驗年代嚴重得多，可謂

未⾒見其利，先⾒見其弊！與教統會2000年於《教育改⾰革藍圖》倡議的「拆牆

鬆綁」、︑「樂於學習…⋯…⋯敢於創新」等⽬目標，完全背道⽽而馳！ 

     教協會認為，今⽇日的TSA已異化為「反教改」的措施，如果政府無法

提出積極的有⼒力措施，改變現時TSA所造成的惡果，便應該果斷地廢除

TSA，為⾹香港的家長、︑教師和廣⼤大的學⽣生除⼀一⼤大害！ 

     總括⽽而⾔言，TSA已嚴重異化，背離政策原意，變成補課、︑操練和引致

師⽣生壓⼒力的元兇，業界傾向應廢除TSA。︒教協會呼籲廣⼤大教師和家長，為

了孩⼦子的福祉，攜⼿手向當局施壓，讓⼩小學教育重回正常的教學⽣生態。︒ 

－　完　－ 

 同註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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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 
＊節錄⾃自問卷開放問題 

課程發展主任：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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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小學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問卷調查 

課程發展主任問卷 
各位小學課程發展主任： 

  教育局於 2014 年 4 月推出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優化措施」，包括：取消向個別小學發放學生中英

數的基本能力達標率、把 TSA 從小學「表現評量」中剔除，及延續隔年舉行小六 TSA 的安排。隨著新措

施的實施，為了解小學生的學習情況是否因而有所轉變，教協會誠邀 閣下填寫以下問卷，讓我們知悉學

校在購買 TSA 教材和補課的安排，有關數據將與本會 2013/14 年的同類調查作對比，分析結果後我們將向

教育局反映需要檢討和改善的措施。謝謝！     教協會教研部 謹啟（查詢：2780-7337） 
 

請按教育局實施「優化措施」（取消發放達標率及剔除『表現評量』）後的情況，回答以下各題。 

(1) (a) 貴校有沒有因 TSA 而購買補充練習？ □ 有  □ 沒有（請跳至第 2 題） 

(b) 貴校每學年每學科在各年級購買 TSA 補充練習的情況：（請填寫最接近的整數）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文科數量（本）       

英文科數量（本）       

數學科數量（本）       

(c) 教育局推出「優化措施」後，整體而言，貴校每學年購買各科 TSA 補充練習的數目： 

□ 不變  □ 有增加，約增加 ____ 本（請填整數） 
□ 有減少，約減少 ____ 本（請填整數） 

(2) (a) 貴校有沒有因 TSA 而為學生補課？ □有  □沒有 (請跳至第 3 題) 

(b) 每星期每科的平均補課時間？（請填寫最接近的整數）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文科（小時）       

英文科（小時）   

數學科（小時）   

(c) 教育局推出「優化措施」後，整體而言，學生平均每星期在中英數三科的平均補課時間： 

□ 不變  □ 有增加，約增加 _____ 小時（請填整數） 
□ 有減少，約減少 _____ 小時（請填整數） 

(d)  TSA 補課通常進行的時段（可選多項）：   

□ 課前  □ 小息  □ 午膳  □ 課後  □ 週六、日  □ 學校假期 

□ 佔用其他科目上課時間（＿＿小時） □ 其他（請註明）：＿＿＿＿＿＿＿＿＿＿＿＿ 
 

(3) 對 TSA 的其他意見（如空間不足可於背頁或另紙書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學校資助類別： □ 官立  □ 津貼或補助  □ 直資  □ 私立 
 

如 閣下願意參與本會的進一步研究，請填寫以下聯絡資料。（自由填寫） 

姓名：＿＿＿＿＿＿＿＿ 電話：＿＿＿＿＿＿＿＿ 電郵：＿＿＿＿＿＿＿＿＿＿＿＿＿＿＿＿＿＿＿＿ 

＊閣下提供的資料，只用作是次調查及會務之用，資料將予保密。＊ 

～完成後，請集齊校內同工的「中英數老師問卷」，使用附上之回郵信封一併寄回教協會。謝謝！～
［或傳真 2770-2209 / 電郵至 edresearch@hkptu.org］ 

問卷樣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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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轉後頁） 

  2015小學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問卷調查 
  （中英數老師問卷） 

各位中文各位中文各位中文各位中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數學科老師數學科老師數學科老師數學科老師：教育局於 2014 年 4 月推出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優化措施」，包括：

取消向個別小學發放學生中英數的基本能力達標率、把 TSA 從小學「表現評量」中剔除，及延續隔

年舉行小六 TSA 的安排。教協會希望了解小學老師對 TSA 及這項優化措施的意見，誠邀 閣下填寫

以下問卷（可自行影印），以便我們向教育局反映需要檢討和改善的措施。如有查詢請電郵

edresearch@hkptu.org 或致電 2780-7337 與教育研究部聯絡。謝謝。 

 

! 閣下任教的主科主科主科主科（必須填寫，請只""""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科目）： □ 中文 □ 英文 □ 數學    

! 任教主科年資：＿＿年 

! 任教主科的年級（可""""多項）： 
□ 小一  □ 小二  □ 小三  □ 小四  □ 小五  □ 小六 

! 學校資助類別： □ 官立  □ 津貼或補助  □ 直資  □ 私立  
 

請以您任教的主科評價請以您任教的主科評價請以您任教的主科評價請以您任教的主科評價 TSA 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請圈出數字）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小三 TSA 試卷能真實反映學生表現 5 4 3 2 1 

2. 小三 TSA 試卷的難度超越普遍小三學生可應付的程度 5 4 3 2 1 

3. 在沒有操練下，普遍小三學生能夠應付 TSA 試卷要求 5 4 3 2 1 

4. 整體而言，您認為小三 TSA 應繼續推行 5 4 3 2 1 

5. 小六 TSA 試卷能有效反映學生表現 5 4 3 2 1 

6. 小六 TSA 試卷的難度超越普遍小六學生可應付的程度 5 4 3 2 1 

7. 在沒有操練下，普遍小六學生能夠應付試卷要求 5 4 3 2 1 

8. 整體而言，您認為小六 TSA 應繼續推行 5 4 3 2 1 

 

請以你現時任教的班級請以你現時任教的班級請以你現時任教的班級請以你現時任教的班級，，，，按按按按「「「「取消發放達標率及剔除取消發放達標率及剔除取消發放達標率及剔除取消發放達標率及剔除『『『『表現評量表現評量表現評量表現評量』』』』後後後後」」」」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回答第回答第回答第回答第 9 至第至第至第至第 17 題題題題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9. TSA 操練減少 5 4 3 2 1 

10. TSA 補課減少 5 4 3 2 1 

11. 老師教學壓力減少 5 4 3 2 1 

12. 學生考試壓力減少 5 4 3 2 1 

13. 教學內容無須因應 TSA 而調整 5 4 3 2 1 

14. 教學規劃減少了 TSA 的內容 5 4 3 2 1 

15. 功課設計減少了 TSA 的模式 5 4 3 2 1 

16. 校內測考減少了運用 TSA 題型 5 4 3 2 1 

17. 學生無須熟習 TSA 題型 5 4 3 2 1 

問卷樣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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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閣下所提供的一切資料，只用作是次調查及本會會務之用，個人資料將予保密。＊＊ 

 
18. 有沒有因 TSA 而為學生補課？  

□有   □沒有（請跳至 22 題） 

19. 平均每星期每星期每星期每星期每科 TSA 補課時間，請以整數填寫（可填寫您本學年任教的所有科目及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文科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英文科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數學科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20. TSA 補課通常在甚麼時候進行？（可!!!!多項） 
  □ 課前  □ 小息  □ 午膳  □ 課後   □ 週六、日  □ 學校假期   
 □ 佔用其他科目上課時間（＿＿小時）   □其他（請註明）：＿＿＿＿＿＿＿   

21. 請評價 TSA 對您構成的壓力有多大？ 

（0 分代表沒有壓力，10 分代表壓力最大）：＿＿＿分 

22. 就您所知，您認為 TSA 對學生構成的壓力有多大？ 

（0 分代表沒有壓力，10 分代表壓力最大）：＿＿＿分 

23. 整體而言，請評價 TSA 的操練情況  

（0 分代表沒有操練，10 分代表操練非常嚴重）：＿＿＿分 

24. 對 TSA 的其他意見(如空間不足可另紙書寫)：＿＿＿＿＿＿＿＿＿＿＿＿＿＿＿＿＿＿＿ 

＿＿＿＿＿＿＿＿＿＿＿＿＿＿＿＿＿＿＿＿＿＿＿＿＿＿＿＿＿＿＿＿＿＿＿＿＿＿＿＿＿ 

＿＿＿＿＿＿＿＿＿＿＿＿＿＿＿＿＿＿＿＿＿＿＿＿＿＿＿＿＿＿＿＿＿＿＿＿＿＿＿＿＿ 

＿＿＿＿＿＿＿＿＿＿＿＿＿＿＿＿＿＿＿＿＿＿＿＿＿＿＿＿＿＿＿＿＿＿＿＿＿＿＿＿＿ 

＿＿＿＿＿＿＿＿＿＿＿＿＿＿＿＿＿＿＿＿＿＿＿＿＿＿＿＿＿＿＿＿＿＿＿＿＿＿＿＿＿ 

 

如 閣下願意參與本會的進一步研究，請填寫以下聯絡資料。（自由填寫） 

姓名：＿＿＿＿＿＿＿＿ 電話：＿＿＿＿＿＿＿ 電郵：＿＿＿＿＿＿＿＿＿＿＿＿＿ 
 

 
完成後，請集齊校內同工的問卷， 

使用附上之回郵信封使用附上之回郵信封使用附上之回郵信封使用附上之回郵信封一併寄回教協會。謝謝！ 
 

地址：九龍旺角山東 51 號中僑商業大廈 7 樓  查詢：2780-7337（教育研究部） 





 
 
 
 

歡迎就TSA議題提供意見 
 

教協會教育研究部  | tsanglokhim@hkptu.org  

立法會葉建源議員辦事處 | cheunghoyee@hkpt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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