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會議 

201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就「在考試及功課壓力下兒童的權利」的意見書 

 

本港學童學習壓力從幼兒期開始 

 

        本人認為要了解香港學童的學習壓力，該由香港學前教育入學制度開始。近

年不少學前教育工作者發現幼兒出現學習壓力，面對學習新事物及學習新挑戰時，

會哭、尿褲子，甚至出現肚痛、頭痛、嘔吐等身體不適情況，精神健康令人擔憂。

追踪下去，發現幼兒的學習壓力來源主要來自父母，而父母提早對年幼子女安排學

習計劃，其實源自幼稚園及小一的入學甄選制度。 

 

       不少高學歷水平或中產父母，明白到這個香港入學制度的遊戲規則，因此當子

女大約 12 至 18 個月大時，便安排上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以儘早培育和發展子女

的語言、智能、社交能力，目的是為了子女能夠被心儀的幼稚園取錄。而當幼兒入

讀幼稚園後，儘管幼稚園遵行教育局指引提供樂學環境，但面對升小一的關卡，幼

稚園在 K3 仍難免要提升幼兒的認知學習水平。父母方面亦會使用學券讓子女早上

上一間幼稚園，下午則自資子女去上另一間幼稚園，讓子女長時間進行學習。父母

亦會繼續安排子女上更多跟認知及智能有關的學習活動，例如手指小肌肉和骨骼還

未發展好便去學彈豎琴、母語還未流利時便去學兩三種外語等例子，不時在報章上

可見，父母的目的都在想豐富子女的「學習檔案」，以增加子女被心儀小學取錄的

勝算。 

 

       由此可見，香港幼兒由 12 個月至 6 歲期間，持續不斷地面對各種不必要的學

習的挑戰和篩選上的壓力，都跟幼稚園及小一入學甄選制度有關。幼兒期是人生重

要的潛能發掘、自我形象探索和建立、個人與社群的關係建立、學習動機和學習能

力的建立的年紀，而幼兒在 0-6 歲期間，語文、智能、數理、社交等能力上的發展

步伐，根本上每人各有差異，大約要到八、九歲各人才達致平均水平。在幼兒期時

候要面對各類型文藝武藝的競爭和比較，會對幼兒的自我形象、學習動機、自我能

力肯定等，造成長遠的負面影響， 這影響會因著年日而潛藏和逐漸被內化，形成

幼兒及其長大後對學習有陰影和壓力。本人認為本港學童的身心和精神健康問題，

並不止是減少小學及中學的功課時數、功課量、考試次數便可以解決。唯有當入學

制度不再讓父母感壓力時，父母也不會將壓力轉架給子女，導致子女在嬰幼兒開始

便承受著學習壓力。 

 

        因此，本人建議： 

1. 修改「小一入學自行分配學位」的計分制，為首生子女的面試壓力鬆綁之餘，

也尊重同一家庭中不同子女的個別學習模式，避免了因學習模式跟學校教學

方式不配合而造成學習壓力。 

立法會 CB(4)248/17-18(25)號文件 



2. 修改「2018/19 學年幼稚園收生安排指引 」中「「在『計劃』下，為維持幼

稚園業界的靈活性及多元性，以及讓家長自由選擇，幼稚園收生仍由校本處

理。 」的做法，至少在收生方式和評核內容上要有合乎幼兒能力和利益的

規範。 

3. 要求學校提高甄選形式的透明度，避免家長群對甄選形式和收生準則上的誤

傳和誤解，減低家長不切實際的危機感會有助減低他們對子女表現的施壓； 

4. 檢討在學券制下，幼兒每天被安排上兩間幼稚園的過度學習情況的制度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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