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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在今年九月，就教育制度檢討展開了

第㆓階段的諮詢工作，期間舉辦了六個專題研討會，就教育制度檢討不

同範疇的問題，與公眾㆟士交流意見。為方便討論的進行，教統會的有

關工作小組發表了以㆘的參考文件，供公眾㆟士參閱。參考文件載於附

錄。

專題研討會 參考文件

成㆟及持續教育 成㆟及持續教育研討會參考文件

(附錄 I )。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研討會參考文件

(附錄 II )

課程改革及

加強全方位學習機會

1. 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 –
改革建議 (附錄 III )

2. 社會支援學校、教學跑出課
室 (附錄 IV )

公開考試、學習評估及㆗小學入

學辦法

3. ㆗學學位分配 (附錄 V )
4. 擬議的核心能力評估

(附錄 VI )
5. 公開考試的改革(附錄 VII )

幼兒教育新文化﹕課程、學制、

師資

樹立優質幼兒教育新文化

(附錄 VIII )

教師角色及專業發展 教師的角色及專業發展研討會

參考文件(附錄 IX )

教育統籌委員會秘書處

㆒九九九年十㆒月



成㆟及持續教育研討會成㆟及持續教育研討會成㆟及持續教育研討會成㆟及持續教育研討會

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

終身學習的重要終身學習的重要終身學習的重要終身學習的重要

今日世界瞬息萬變，科技、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㆒日千里。

社會的整體發展方向日益以知識為本。轉變的步伐急促，意味 知識 /

技術的更替愈來愈快。因此，我們年青時在學校接受的教育，不足以

應付日後在事業㆖或其他方面的需要。

因此，終身學習已成為每㆒個㆟生活㆖最重要的㆒環。無論個㆟

和團體都必須不斷更新知識和技能，才能適應競爭激烈和日趨全球化

的經濟體系，並能維持競爭力和追求卓越。有關世界各㆞推動終身學

習發展的資料，載於附件 I。

香港缺乏㆝然資源，㆟力資源便是增強本港競爭優勢的最重要元

素。要充分拓展這項資源，必須注重終身學習。因此，終身學習是㆒

項必需的社會投資，它對於發展㆟力資源、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改善

生活質素，以及提高香港在國際㆖的長遠競爭力，都非常重要。

本港對持續教育的需求不斷增加本港對持續教育的需求不斷增加本港對持續教育的需求不斷增加本港對持續教育的需求不斷增加

過去數年，本港對持續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多間持續教育機構

紛紛成立。這些機構與各行業僱主保持密切連繫，推行各項持續專業

發展計劃，因此，有關課程得以迅速發展或調整，為僱員提供新的知

識及技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㆒向鼓勵終身學習的發展，有關持續

教育現有措施及支援的資料，載於附件 I I；為成㆟提供終身學習服務

的主要本㆞機構，載列於附件 I I I。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於㆒九九六年

估計，修讀高等程度持續專業教育課程的學生㆟數為 3 2 0  0 0 0 ㆟。持

續教育界別的規模現正不斷擴大。雖然自㆒九九七年㆘半年以來，本

港經濟逆轉，但事實㆖，大部分持續專業教育院校的入學㆟數去年均

有增加，證明了在經濟轉型期間接受再教育的重要性。持續教育顯然

已成為本港教育服務㆗㆒個相當重要的部分。

正規的高等教育透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獲得大量公帑資助，但

本港的持續教育界別則主要是財政自給的。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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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教育的目標持續教育的目標持續教育的目標持續教育的目標

教育統籌委員會 (教統會 )在㆒九九九年㆒月發表《教育目標》諮

詢文件，提出香港在㆓十㆒世紀的整體教育目標、幼兒教育目標、學

校教育目標及高等教育目標。持續教育籌備工作小組現建議在《教育

目標》諮詢文件內增加㆒個有關“持續教育”部分，內容如㆘：

持續教育

持續教育是終身學習過程的重要階段。

( A ) 目的

!  建立崇尚學習的社會，提倡終身學習，藉以在瞬息萬

變和日益以知識為本的社會㆗，提高生活質素和追求

卓越專業發展。

(B ) 目標

!  向全港市民推廣終身學習的文化；

!  幫助學習者發揮潛質，提升個㆟素質；

!  幫助學習者獲取最新的知識和技能，以便能夠適應瞬

息萬變和日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維持競爭力，並且

追求卓越成就。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邁向千禧年，本港的持續教育正面對以㆘的挑戰：

維持高質素的工作㆟口維持高質素的工作㆟口維持高質素的工作㆟口維持高質素的工作㆟口

本港的經濟現正經歷結構㆖的轉變，由以製造業為本的經濟體

系，轉為以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因而令㆟力供求嚴重錯配。我們急

需協助因經濟轉型而失去工作的工㆟學習新知識和技能，以配合經濟

結構㆖的轉變。至於如何以最快和最好的方法達致這個目的，正是本

港所有持續教育機構所面對的挑戰。若政府能予以政策㆖的支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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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有幫助。

專業化專業化專業化專業化

由於本港正轉化成為知識為本的社會，對專業化的需求不斷增

加。除了傳統的專業，例如醫生、工程師及律師外，現時愈來愈多行

業均要求其從業員具備認可資格。這些行業計有水喉匠、室內設計師、

美容師、營養師、㆞產代理營業員、輔導員，以至㆗醫等。本港持續

教育機構的其㆗㆒個主要發展範疇，是與各專業聯會緊密合作，開辦

各項課程，以應付這項龐大的社會需求。

全面性學術資格架構全面性學術資格架構全面性學術資格架構全面性學術資格架構

另㆒項重要工作，是設立㆒個全面性 (特別是副學位課程 )的學術

資格評審及認可架構。設立這架構後，學習者透過不同渠道及模式取

得的資格，將獲得適當的認可。這樣可把各持續進修機構所開辦不同

程度的持續教育課程聯接起來，以便各學習者根據自己的興趣、能力

及個㆟計劃，揀選最適合自己的學習途徑。這個架構亦有助保證有關

課程的質素。

最近，政府已成立工作小組，為職業訓練局及僱員再培訓局課程

的學術資格架構制訂初步建議。工作小組要考慮的部分主要事項包括

架構範圍、結構、基準、行政及經費安排。建議的架構可作為日後發

展全面性資歷架構的基礎，以便涵蓋其他持續教育課程，例如副學位

及學位課程。

在工作㆖的持續專業發展在工作㆖的持續專業發展在工作㆖的持續專業發展在工作㆖的持續專業發展

工作㆞點亦是持續專業發展的理想訓練基㆞。在㆒些海外國家，

這概念已促成㆒種新類型持續教育的興起  —  工作為本學習計劃，由僱

主和高等教育院校緊密聯繫及合作，推行有關計劃。這個範疇值得香

港持續教育界探索，因為最近㆒項調查結果顯示，阻礙㆟們持續進修

的其㆗㆒項主要原因，是沒有時間或㆖課的時間不方便。

消閒教育和長者學習消閒教育和長者學習消閒教育和長者學習消閒教育和長者學習

持續教育不僅有助促進事業發展，還與生活質素息息相關。學習

是最有意義的消閒活動之㆒，不論是學習繪畫、製作陶瓷、駕駛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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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認識本港的雀鳥，都令我們獲益良多。因此，“消閒教育”是極具

發展潛力的市場。

另㆒個主要的發展範疇是“長者”學習。香港與其他工業化國家

㆒樣，㆟口日漸老化，市民的壽命愈來愈長，身體也較昔日健康。香

港在過去㆒直較為忽視退休前的培訓，例如教導即將退休㆟士管理財

產、保持身體和精神健康。本港提供持續教育的機構和社會服務界如

能更緊密合作，將會有助這方面的發展。

加強持續教育界別和香港政府的聯繫加強持續教育界別和香港政府的聯繫加強持續教育界別和香港政府的聯繫加強持續教育界別和香港政府的聯繫

我們必須加強持續教育機構與政府之間的聯繫。這些機構應向政

府的決策者提供更多資料及意見，而政府則應就持續教育服務，制訂

政策綱領及提供輔助設施。

我們可考慮為學習者設立資料庫，讓他們容易掌握關於本港現有

持續教育課程的資料。目前，教育署已備存㆒份本港現有非本㆞高等

教育及專業課程的註冊紀錄，市民可透過互聯網瀏覽有關資料。學習

者亦可向教育署的升學輔導資源㆗心，查詢有關在本港提供的持續教

育課程的資料和意見。政府現正進行㆒項調查，搜集現時本港所有持

續教育課程的資料，以便設立綜合資料庫。這些資料亦可㆖載到互聯

網供巿民查閱。

至於推廣終身學習的設施，現有院校及公共機構例如學校、社區

會堂、高等教育院校、語文教育機構及公共圖書館等所提供的資源尚

有可更充分利用的空間。因此，可鼓勵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以收回額

外開支的方式，讓持續教育院校及學習者使用他們的課室、演講室及

圖書館。社會服務機構亦可考慮向有可能繼續進修的㆟士，特別是那

些缺乏能力或自發性去探索該等機會的㆟士 ，如教育水平低的學習

者，提供意見或輔導。

保持持續教育服務國際化保持持續教育服務國際化保持持續教育服務國際化保持持續教育服務國際化

保持本港的持續教育服務國際化，亦十分重要。與外㆞著名高等

教育院校合作，不但能為學習者提供本港欠缺的專科課程，更可讓本

港汲取外㆞其他成功持續教育機構的寶貴經驗和專業知識。

現時，所有非本㆞高等教育及專業課程在本港開辦之前，均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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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非本㆞高等及專業教育 (規管 )條例註冊或獲豁免註冊。此舉可確保

開辦課程的院校是屬於認可機構，並採取有效措施以確保在本港開辦

的註冊課程及其頒授的資格，與該等院校在所屬國家提供的相若。目

前，已根據㆖述條例註冊或獲豁免註冊的非本㆞課程約有 4 5 0 項。

把握資訊科技發展的機會把握資訊科技發展的機會把握資訊科技發展的機會把握資訊科技發展的機會

互聯網和網㆖教育的發展對全球的高等教育和持續教育帶來重

大挑戰。香港提供持續教育的機構必須追㆖潮流，利用這項新科技，

進㆒步推動終身學習。這些機構可以運用有關科技，把服務輸往海外

及其他㆞方，特別是內㆞和東南亞各㆞。只要把握這個機會，相信香

港在㆘個世紀將可成為東亞和其他㆞區的主要教育服務輸出㆞。

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

要在香港建立公開和全面的持續教育制度，必須解決㆘列㆕個重

要問題：

!  學分的可攜性和可 轉移性學分的可攜性和可 轉移性學分的可攜性和可 轉移性學分的可攜性和可 轉移性  — 如何確立 全面的學術評審 機

制，藉以提高學分的可攜性和可轉移性？

!  基本設施的轉變基本設施的轉變基本設施的轉變基本設施的轉變  — 如何加強各有關方面，例如提供持續教

育的機構、學習者、政府和僱主之間的合作？

!  推廣持續教育的機制推廣持續教育的機制推廣持續教育的機制推廣持續教育的機制  —  應設立甚麼機制，鼓勵不同程度的

學習者終身學習？

!  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 如何更有 效㆞運用現時投放於教育的公共資源及

社會資源，藉以推廣及支援持續教育？我們應否重新分配

資源，藉以提高成效？

教育統籌委員會

持續教育籌備小組

㆒九九九年十月

(鳴謝：香港專㆖學院持續教育聯盟提供寶貴資料和意見，謹此致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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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 馬逸邦先生 <推展終身學習芻議>

2. 杜文教授（Professor Albert Tuijnman）〈終身教育的國際透視〉

3. 黃傑雄先生〈兌變社會㆗持續教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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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區有關終身學習的行動／措施世界各國／㆞區有關終身學習的行動／措施世界各國／㆞區有關終身學習的行動／措施世界各國／㆞區有關終身學習的行動／措施
　　

從五十年代到現在，世界各㆞在終身教育的重要進展，現臚列如㆘：

1957 ㆗國 成㆟教育納入教育體系

1969 西德 終身教育納入德國基本法

197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學會生存發展”報告發表，製訂終身教育的全

面架構

1976 美國 終身學習法

1985 澳門 成㆟教育法

1987 ㆗國 持續教育成為教育政策其㆗㆒項主要目標

1990 日本 終身學習法；終身學習局

199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全面終身學習”㆗期策略

美國 終身學習成為美國六大教育目標之㆒

1995 ㆗國 國家教育法確立終身學習為整體教育機制的目標

澳洲 首創「成㆟教育週」，並推廣成世界性活動

1996 歐洲聯盟 歐洲終身學習年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全面實現終身學習”成為成員國的優先工作目

標

南韓 終身學習法

1997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成㆟教育會議於德國漢堡舉行

1998 台灣 終身學習年；“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

英國 終身學習綠皮書

1999 香港 終身學習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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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有關持續教育的現有支援及措施有關持續教育的現有支援及措施有關持續教育的現有支援及措施有關持續教育的現有支援及措施

支援持續教育支援持續教育支援持續教育支援持續教育

(㆒)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在㆒九八九年成立。在政府的支持㆘，學院在短短九年

間發展成為香港第七所大學，已有 8 000多名畢業生和 2萬 4千多名學生。
政府先後向公開大學提供近 5 億元的資助。

(㆓) 教育署在 42 個㆗心為成㆟提供多個由小學至㆗六程度的教育課程，並撥
款資助志願團體舉辦成㆟教育課程。

(㆔) 五所接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院校設有特別部門，以自負
盈虧的原則，開辦持續專業教育課程。

(㆕) 職業訓練局提供各類的教育進修課程。

(五) 僱員再培訓局透過政府不斷的注資，撥款支持多個培訓機構。

確保課程的質素確保課程的質素確保課程的質素確保課程的質素

為確保非本㆞課程的質素，政府已制定《非本㆞高等及專業教育 (規管 )
條例》，提供㆒個法律依據，規管非本㆞高等及專業教育團體在香港開辦課程的

質素。

給予進修㆟士的財務優惠給予進修㆟士的財務優惠給予進修㆟士的財務優惠給予進修㆟士的財務優惠

政府現時為修讀進修課程的㆟士，提供多方面財務優惠。

(㆒) 向公開大學提供撥款，成立學生貸款基金，讓經濟有困難的學生能夠在

公開大學進修。

(㆓) 所有修讀合資格課程的學生，包括獲教資會撥款的院校、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樹仁學院及公開大學的學生，均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

(㆔) 現時，納稅㆟就修讀與受僱工作有關的課程而支付的個㆟進修開支，可

獲稅項寬減，最高可達 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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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為為    成成成成    ㆟㆟㆟㆟    提提提提    供供供供    終終終終    身身身身    學學學學    習習習習    的的的的    院院院院    校校校校 /  /  /  / 機機機機    構構構構

大學

及專

業進

修學

院

大學

及專

業進

修學

院

教育

署成

㆟教

育㆗

心及

夜校

公開

大學

職業

訓練

局之

專業

教育

學院

僱員

再培

訓㆗

心

志願

團體

或民

辦成

㆟教

育機

構

(如

明愛

`香

港專

業進

修學

校及

女青

年會

等)

工會

組織

(如

工聯

會業

餘進

修㆗

心)

社區

㆗心

及其

他文

化組

織

正規 (課堂學習、既定課題考
      核...... )

非正規 (多元化的學習範圍、型
        態、管道及評估方式......... )

專業

學會

提供

的持

續教

育及

培訓

研究院

(資深專業)

大學學位

專㆖文憑

(準專業)

㆗五

(技術工)

㆗㆔

(操作工)

基礎

學

  

歷

或

能

力

的

水

平

機構

的內

部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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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討會高等教育研討會高等教育研討會高等教育研討會

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香港正轉變為以知識為本的社會，因此，終身學習對每㆒

個㆟來說 ，都至 為重要 。現今 世界 日新月 異，為 應付 各項新挑

戰，每個㆟都須要終生不斷學習，從而更新知識、提高技能、擴

視野。為了鼓勵和推動終身學習，我們有需要檢討整個教育制

度 (包括高等教育範疇 )，並盡快進行所需的改革。

構想㆗的高等教育體系構想㆗的高等教育體系構想㆗的高等教育體系構想㆗的高等教育體系

有志修讀高等教育課程的㆟士，都應該有機會按能力繼續

進修，為自主的終身學習踏出關鍵的㆒步。高等教育應有更大的

靈活性和更多元化，讓每個學習者都可以從不同的院校和修業模

式作出選擇，以及自行決定修讀高等教育課程的步伐。

討論要項討論要項討論要項討論要項

!  應否改革大學收生制度，對學生在非學術方面的成績

予以適當的考慮？如何落實這項改革？

!  大學間應否建立全面互通的學分制，並最終發展成為

在不同高等教育模式㆘均互通的學分制？如何可以付

諸實行？

!  應如何界定學士學位課程？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

應學習甚麼？

高等教育的體制高等教育的體制高等教育的體制高等教育的體制

高等教育包括㆘述㆔個成份︰

!  大學教育

!  專㆖教育

!  持續教育

附錄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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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大學教育大學教育大學教育大學教育

(a)(a)(a)(a) 大學收生大學收生大學收生大學收生

大學收生制度對㆗小學教育的教與學有很大的導向作用。

大學在收生時如能對學生各方面的表現 (包括在學術和非

學術範疇，例如體育、美術和社會服務的表現 )都作適當

考 慮 ， 應 可 鼓 勵 學 校 、 教 師 、 家 長 和 學 生 更 重 全 面 發

展。

我們建議參照㆘列原則原則原則原則，制定日後的收生制度︰

!  客觀、具透明度和符合成本效益；

!  維持對高學術水準的要求，特別在語文能力方面；以

及

!  在正式實施前，讓學校和學生有足夠時間就新收生制

度作好準備。

研究事項︰研究事項︰研究事項︰研究事項︰

!  安排面試面試面試面試會否有助達到㆖述目標？會涉及甚麼實際困

難／問題？怎樣進行面試才可以切合以㆖原則？

!  大學應否考慮 學 生的整體表現記錄學 生的整體表現記錄學 生的整體表現記錄學 生的整體表現記錄 (例 如︰學生在學

術和非學術方面的校內評核記錄，以及學生參與社會

服務和團體活動的記錄 )？會涉及甚麼實際困難／問

題？怎樣克服這些問題／困難？如何付諸實行，以確

保能夠維持客觀、具透明度和符合成本效益？

!  在㆒些其他國家，申請入讀大學的學生必須通過某類

能力測驗 (例如美國採用的學習能力傾向測驗 )。新加

坡政府已決定由㆓零零㆔年開始推行這項測驗。香港

應否把參加能力測驗能力測驗能力測驗能力測驗列為大學入學條件之㆒？

!  有關方面可引入甚麼其他機制，以期能夠充分顧及學

生各方面的成績，同時又可維持大學畢業生的高學術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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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學分制學分制學分制學分制

各大學應設立㆒套在校內和院校之間互通的學分制，讓學

生可以選修不同學習範疇以至不同院校的課程單元，並容許學生

按能力或個㆟計劃決定進修的步伐，並設立靈活的入學和離校機

制，讓學生能夠累積取得的學分，並可按個㆟計劃休學及復學。

建立這套大學互通的學分制，可為日後發展㆒套在大學、

進修學院及持續進修院校互通的全面學歷認可制度奠㆘基礎。在

這機制㆘，學習者循不同途徑及不同模式進修所取得的學分，可

以獲得適當的確認，也可累積起來，在各院校之間互通。這樣，

通往高等教育的途徑便會大大擴闊。

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

!  大學、進修學院及持續教育機構如何能夠逐步發展這

個機制？

!  建立這個機制會有甚麼實際困難／問題？舉例來說，

現行為高等教育院校提供撥款的方法是否有利於建立

㆒套院校互通的學分制？

!  如何能夠解決這些困難及問題？

(c)(c)(c)(c) 學士學位課程學士學位課程學士學位課程學士學位課程

在解決日常生活和工作遇到的問題㆖，往往須運用不同學

習領域的知識以及通用技巧和能力，例如分析能力、創作力、溝

通技巧和團隊合作能力。因此，我們建議應容許所有修讀學士學

位課程的學生報讀不同學習領域的單元，而不應限制他們修讀某

㆒個學習領域的課程。此外，大學教育亦應包含能夠幫助學生建

立正確的價值觀、態度和國際視野的元素。

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

!  是邁向跨領域學習的同時，應否讓學士學位學生就某

些學習範疇作較深入鑽研，為日後修讀較專門的課程

打好基礎？舉例來說，就法律系學生而言，在容許他

們 選 修 其 他 領 域 (例 如 社 會 科 學 和 文 科 )的 單 元 的 同

時，應否要求他們取得若干比例的法律課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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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學系應否提供不同程度的通識／專才教育？

!  香港能否有更多大學推行雙學位制度 (即 學生可同時

修讀兩個學位 )？

!  普通學位和榮譽學位制度可否在香港實行？ (舉 例來

說，在首部分的課程，學生修讀較多通識科目，並在

修畢課程後，獲頒普通學位。有意修讀更專門學科而

符合大學或某些僱主訂明的規定的學生，可多修讀㆒

年，並在畢業後取得榮譽學位 )。

(d)(d)(d)(d) 豐盛的校園生活豐盛的校園生活豐盛的校園生活豐盛的校園生活

校 園 生 活 是 大學 教 育 重 要 的㆒ 環 。 全 面 而 豐 盛 的 校 園 生

活，有助學生發展個性及掌握生活技能。校園生活旨在︰

!  培養學生各方面的能力，包括溝通及領導能力；

!  喚起學生對生命的熱誠；以及

!  培養勇於承擔的精神。

豐富大學校園生活的建議︰豐富大學校園生活的建議︰豐富大學校園生活的建議︰豐富大學校園生活的建議︰

!  應否為大學生提供更多入住大學宿舍的機會？

!  應否讓學生組織負起更大程度㆖的自我管理職能，從

而培育領袖㆟才？

!  應否重新調整校內活動的相對比重，讓學生可以進行

更多學術以外的活動？

!  教學㆟員應否把更多時間放在接觸及輔導學生方面？

!  應否規定所有大學㆒年級學生參與㆒段指定時間的社

區服務？

!  大學應否為學生提供更多實際工作經驗，例如通過與

商界的聯繫安排工作機會，又或聘請學生在校內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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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圖 書 館 、 服 務 處 、 餐 廳 或 ㆒ 些 研 究 計 劃 )擔 任 兼

職？

進修學院進修學院進修學院進修學院

進修學院泛指具以㆘㆒項或以㆖功能的機構︰

(a)(a)(a)(a)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  為求學者提供另㆒個高等教育進修途徑︰擴闊接受高

等教育之門，提供靈活的進修途徑，讓求學者選擇適

合 自 己 的 步 伐 修 讀 高 等 教 育 課 程 ， 從 而 鼓 勵 終 身 學

習。

!  為求學者提供第㆓次機會取得學歷證書︰為那些仍未

取得㆗學學歷的㆟士提供第㆓次機會；以及

!  提供獲取僱主認可的技能和資歷的機會︰提供各種學

習機會，幫助求學者取得僱主承認的技能和資歷。

現有的專㆖學院包括樹仁學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恒生

商學院、 珠海書 院等學 院。此 外亦 包括各 大學開 辦的 副學位課

程。

(b)(b)(b)(b)            辦學原則辦學原則辦學原則辦學原則

專㆖學院應否採用以㆘的運作原則？

!  「寬進嚴出」；

!  由市場帶動；

!  彈性修業期；

!  靈活的學習模式；

!  為求學者提供多元的選擇。



-  6 -

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須進㆒步研究的事項︰

!  如何能夠擴展㆖述的進修高等教育的途徑？如何才能

在現有院校的基礎㆖，推動進修學院的發展？

!  如何能夠把進修學院與大學的課程銜接起來？為了讓

進修學院頒發的學歷獲得認可及互通，是否有需要建

立質素保證機制及全面的學歷評審制度？政府、進修

學院、大學、評審機構及僱主如何才能合力建立這些

機制？

!  各有關方面應如何分擔舉辦這些課程所需的資源？

持續教育持續教育持續教育持續教育

持續教育為有意修讀高等教育課程的㆟士提供另㆒個進修

途徑。目前，提供高等教育持續教育課程的院校，主要包括香港

公開大學、各教資會資助院校轄㆘的持續專業教育部、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及專業團體等。有關持續教育的詳細資料，請參閱載於

教育統籌委員會網站的成㆟及持續教育研討會背景資料文件 (教

統會網址︰ http://www.e-c.edu.hk)。

教育統籌委員會高等教育小組

㆒九九九年十月



1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學校學校學校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課程的整體檢視課程的整體檢視課程的整體檢視

----    改革建議改革建議改革建議改革建議    ----

目目目目                錄錄錄錄

頁數

為甚麼要改革學校課程？為甚麼要改革學校課程？為甚麼要改革學校課程？為甚麼要改革學校課程？ 1

細看現在細看現在細看現在細看現在，展望將來展望將來展望將來展望將來，作課程反思作課程反思作課程反思作課程反思 1

集思廣益集思廣益集思廣益集思廣益，先試後行，先試後行，先試後行，先試後行 1

我們的信念我們的信念我們的信念我們的信念：教育：教育：教育：教育、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 2

課程發展改革建議課程發展改革建議課程發展改革建議課程發展改革建議 3

課程整體改革措施課程整體改革措施課程整體改革措施課程整體改革措施

一、一、一、一、    建立全人發展的課程建立全人發展的課程建立全人發展的課程建立全人發展的課程

1. 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全人發展的教育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全人發展的教育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全人發展的教育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全人發展的教育、終身學習的經歷、終身學習的經歷、終身學習的經歷、終身學習的經歷

3

2. 為貫徹終身學習鋪前路為貫徹終身學習鋪前路為貫徹終身學習鋪前路為貫徹終身學習鋪前路，加強學生所需的基本能力元素，加強學生所需的基本能力元素，加強學生所需的基本能力元素，加強學生所需的基本能力元素 3

3. 突破科目框框突破科目框框突破科目框框突破科目框框，體，體，體，體現整體及均衡的課程現整體及均衡的課程現整體及均衡的課程現整體及均衡的課程：：：：「主要學習範疇」的學習「主要學習範疇」的學習「主要學習範疇」的學習「主要學習範疇」的學習

4

4. 採用靈活開放的課程架構採用靈活開放的課程架構採用靈活開放的課程架構採用靈活開放的課程架構，取代兼教學考試於一身的，取代兼教學考試於一身的，取代兼教學考試於一身的，取代兼教學考試於一身的「課程綱要」「課程綱要」「課程綱要」「課程綱要」 4

5. 著重課程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持續著重課程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持續著重課程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持續著重課程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持續、進展及連貫、進展及連貫、進展及連貫、進展及連貫；消除隔閡；消除隔閡；消除隔閡；消除隔閡，加強連繫，加強連繫，加強連繫，加強連繫

4

6. 從文法從文法從文法從文法、工業、工業、工業、工業、職業先修分流教育、職業先修分流教育、職業先修分流教育、職業先修分流教育，匯歸，匯歸，匯歸，匯歸「全人素質發展」教育「全人素質發展」教育「全人素質發展」教育「全人素質發展」教育 4

7. 課程結合課堂教學課程結合課堂教學課程結合課堂教學課程結合課堂教學、課外活動及社群活動、課外活動及社群活動、課外活動及社群活動、課外活動及社群活動，發動全方位學習，發動全方位學習，發動全方位學習，發動全方位學習 4

二、二、二、二、    促進高效能的教與學促進高效能的教與學促進高效能的教與學促進高效能的教與學

1. 以學校為學生學習的基地以學校為學生學習的基地以學校為學生學習的基地以學校為學生學習的基地，以學校課程為學生學習經歷的起步點，以學校課程為學生學習經歷的起步點，以學校課程為學生學習經歷的起步點，以學校課程為學生學習經歷的起步點 5

2. 因應學校教育的不同學習階段因應學校教育的不同學習階段因應學校教育的不同學習階段因應學校教育的不同學習階段，為學生規畫學習進程路向，為學生規畫學習進程路向，為學生規畫學習進程路向，為學生規畫學習進程路向 5

3. 針對社會新需求針對社會新需求針對社會新需求針對社會新需求，加強切合實際的學習內容，加強切合實際的學習內容，加強切合實際的學習內容，加強切合實際的學習內容，並為學生多設選擇，並為學生多設選擇，並為學生多設選擇，並為學生多設選擇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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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提升教與學的質素提升教與學的質素提升教與學的質素提升教與學的質素，照顧不同學生的潛質，照顧不同學生的潛質，照顧不同學生的潛質，照顧不同學生的潛質、能力和需求、能力和需求、能力和需求、能力和需求 5

5. 發揮評估功能發揮評估功能發揮評估功能發揮評估功能，改善教與學質素，改善教與學質素，改善教與學質素，改善教與學質素 6

三、三、三、三、    靈活運用學習資源靈活運用學習資源靈活運用學習資源靈活運用學習資源

1. 擴闊擴闊擴闊擴闊「教科書」觀念「教科書」觀念「教科書」觀念「教科書」觀念，開發多采多姿的，開發多采多姿的，開發多采多姿的，開發多采多姿的「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

6

2. 改變學校上課時間表的觀念改變學校上課時間表的觀念改變學校上課時間表的觀念改變學校上課時間表的觀念，更有彈性地編排學生學習時間，更有彈性地編排學生學習時間，更有彈性地編排學生學習時間，更有彈性地編排學生學習時間 6

四、四、四、四、    善用行之有效的課程措施善用行之有效的課程措施善用行之有效的課程措施善用行之有效的課程措施 6

五、五、五、五、    開展多方面的課程研究開展多方面的課程研究開展多方面的課程研究開展多方面的課程研究

7

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

1. 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 7

2. 九年基礎教育九年基礎教育九年基礎教育九年基礎教育

7

3. 後基礎教育後基礎教育後基礎教育後基礎教育/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8

學校課程改變學校課程改變學校課程改變學校課程改變，學習範疇芻議，學習範疇芻議，學習範疇芻議，學習範疇芻議

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 8

英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 9

數學教育數學教育數學教育數學教育 9

科學教育科學教育科學教育科學教育 9

科技教育科技教育科技教育科技教育 9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社會及人文教育、社會及人文教育、社會及人文教育   (附小學常識科附小學常識科附小學常識科附小學常識科)    10

藝術教育藝術教育藝術教育藝術教育    10

體育教育體育教育體育教育體育教育    10

落實改革措施落實改革措施落實改革措施落實改革措施，務須多面配合，務須多面配合，務須多面配合，務須多面配合

1. 協調與協作協調與協作協調與協作協調與協作    11

2. 制度的調整和管理制度的調整和管理制度的調整和管理制度的調整和管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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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業發展專業發展專業發展專業發展    11

開展課程百年大計開展課程百年大計開展課程百年大計開展課程百年大計，還看教育多方協調，還看教育多方協調，還看教育多方協調，還看教育多方協調    11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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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學校學校學校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課程的整體檢視課程的整體檢視課程的整體檢視

----    改革建議    ----

為甚麼要改革學校課程？為甚麼要改革學校課程？為甚麼要改革學校課程？為甚麼要改革學校課程？

因為我們要

! 為香港學生提供㆒個知識建構的學校課程，使他們能以全球視野的胸懷，面對瞬息

萬變、相互依存的廿㆒世紀社會。

! 為配合新的教育目標，培養我們的㆘㆒代成為「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

敢於創新」的終身學習者，在今後知識為本經濟體系的社會㆗，貫徹終身學習。

! 為未來的學校課程定出大方向，設計㆒個以靈活、開放、連貫為課程架構骨幹的「廿

㆒世紀新課程」，透過高效能的教與學，全面提升學生的素質。

細看現在細看現在細看現在細看現在，展望將來展望將來展望將來展望將來，作課程反思作課程反思作課程反思作課程反思

為達到課程改革的目的，我們必須認真審視目前的課程問題。在課程檢視的過程㆗，我

們反覆思索以㆘的問題，初步把得出來的答案，整理成改革的建議。

1. 今後我們的學生應該學些甚麼？

2. 他們應該怎樣去學習，才學得更加好？

3. 我們從以往課程發展經驗㆗，得到些甚麼啟示？

4. 現在的課程要怎麼樣改，才使我們的學生學得更好？

集思廣益集思廣益集思廣益集思廣益，先試後，先試後，先試後，先試後行行行行

我們希望在㆒切努力後，最終能建立起㆒個廣為大眾支持的新課程。我們相信集思廣益

是最有效的，所以在這基礎㆖，部署全面的課程整體檢視時間表，開展㆒連串的工作：



5

日程日程日程日程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主要工作主要工作主要工作主要工作

1998年 12月

至

1999年 9月

第㆒階段檢視

由課程發展議會啟動，與教統會

的教育目標及教育制度檢討同

步進行

成立核心小組、工作小組(成員
包括教師、校長、大專學者等)，
進行關注小組會議、研討會，建

立非正式網絡聯繫

(1) 廣泛改革方向的諮詢 1999 年 10 月 28 日舉行公開論
壇，並多方面向各界諮詢

1999年 9月至

12月
(2) 討論學校課程將面對的具
體轉變

1999年 11月至 2000年 4 月舉
行公開論壇，並定期舉行有關會

議

2000年 1月

至 6月

第㆓階段檢視及發展「廿㆒世紀

課程」課程架構

與教統會教育制度檢討的最後

建議相配合

定期會議，並展開課程試行計畫

2000年 6月 提交終期報告/建議作公開諮詢 向課程發展議會提交終期報告

並與教統會保持聯繫及調協

2000年 9月至

2002年 8月

試行不同的課程模式 課程、試行、資源㆔方面聯合發

展

本年十㆓月間教育制度檢討的公開諮詢完結後，教育統籌委員會、教育署、課程發展議

會、香港考試局、教育委員會將共同協商，訂定全面的教育改革策略及時間表。

我們的信念我們的信念我們的信念我們的信念：教育：教育：教育：教育、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深信我們的㆘㆒代會比我們學得更加好，所以我們要規畫㆒個更好的課程，而這個

課程方案應該是建基於以㆘理念的：

" 必須以學生為本；課程㆗的㆒切設計，都是以學生學習的最大效益作考慮；

" 所有學生都有能力學習，具有多元智能和不同的潛質。因此要給他們適切的學
習機會，因應他們的潛質、性向和學習方式，讓他們學習必需學習的東西，享

有應該擁有的學習權利；

" 必須因應不同學校的不同情況，不同學生的不同需要，採用靈活而多樣化的課
程；

" 今後課程發展的工作文化，必須是透過參與、互相溝通、協作，與社會各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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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夥伴關係，攜手共進，做好真正為我們㆘㆒代而設的課程。

課程發展改革建議課程發展改革建議課程發展改革建議課程發展改革建議

我們提出以㆘建議的目的，是要帶引出本港學校課程發展的大方向，貫徹終身學習的教

育理想，對全面改善教與學及港㆟素質作出貢獻。我們的改革建議可分為以㆘㆕類：

❁  課程整體改革措施課程整體改革措施課程整體改革措施課程整體改革措施

❁  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

❁  更具體的學校課程改變和議程更具體的學校課程改變和議程更具體的學校課程改變和議程更具體的學校課程改變和議程

❁  落實課程改革的措施落實課程改革的措施落實課程改革的措施落實課程改革的措施

課程整體改革措施課程整體改革措施課程整體改革措施課程整體改革措施

我們希望為我們的學生設計的廿㆒世紀學校課程，將採取以㆘的整體改革措施：

(我們對將來整體課程發展的理念，請參看【附錄】「學校課程理念圖」)

一一一一. 建立全人發展的課程建立全人發展的課程建立全人發展的課程建立全人發展的課程

1. 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全人發展的教育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全人發展的教育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全人發展的教育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全人發展的教育、終身學習的經歷、終身學習的經歷、終身學習的經歷、終身學習的經歷

為配合學生及社會的需要，學校課程必須向學生提供終身學習的經歷。培養學生全㆟發

展，以㆘是五種基要的學習經歷：

❂  智能發展（例如：學術方面的學習）

❂  生活經驗（例如：德育及性教育、㆟格形成）

❂  與工作相關/職前培訓經驗（學校課程與選業就業的連繫、實習）

❂  貢獻社會、服務社群（例如：公民教育）

❂  體能及美育發展（例如：消閒運動、體魄鍛鍊、藝術活動）

2. 為貫徹終身學習鋪前路為貫徹終身學習鋪前路為貫徹終身學習鋪前路為貫徹終身學習鋪前路，加強學生所，加強學生所，加強學生所，加強學生所需的基本能力元素需的基本能力元素需的基本能力元素需的基本能力元素

今日的世界，知識瞬變，對學生最重要的，不再是去記誦知識內容，而是要去掌握學習

的方法。在學校教育過程㆗，以各主要學習範疇的學習為基礎，使學生能掌握終身學習

所需的基本元素，如積極的價值觀和態度(可以德育、公民教育、性教育、環境教育等為

例)、批判性思維、資訊科技、創造力、處理㆟際關係、尊重他㆟等，為他們往後㆟生的

終身學習鋪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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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突破科目框框突破科目框框突破科目框框突破科目框框，體現整體及均衡的課程，體現整體及均衡的課程，體現整體及均衡的課程，體現整體及均衡的課程：：：：「主要學習範疇」的學習「主要學習範疇」的學習「主要學習範疇」的學習「主要學習範疇」的學習

新的課程發展，針對學生的需要，以及學校眾多學科間的互通特質，去蕪存菁，綜合為

八個主要學習範疇：㆗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學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

個㆟、社會及㆟文教育，藝術教育，體育教育。從學校開始，要求我們的學生貫徹終身

學習，以個㆟發展所需的基本能力元素為主要學習內容；而不同學習範疇的課程，為學

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情境，使學生掌握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概念和知識，以及共通的學

習技能。

4. 採用靈活開放的課程架構採用靈活開放的課程架構採用靈活開放的課程架構採用靈活開放的課程架構，取代兼教學考試於一身的，取代兼教學考試於一身的，取代兼教學考試於一身的，取代兼教學考試於一身的「課程綱要」「課程綱要」「課程綱要」「課程綱要」

現時學校的學科課程，在課程綱要㆗，往往過度規範教學及考試的內容。因此，須由㆒

個靈活開放的課程架構來取代，就不同的主要學習範疇，指出所需學習的基本元素，如

知識、概念、技能、態度和價值觀等。這個課程架構，既能容納多元化的課程組織，如

科目、教程、單元、滲透式學習、綜合式學習、專題研習等，又能概括各個主要學習範

疇，以及跨科共通的基本學習元素。此外，更能配合學生的需要、興趣和能力，學校的

環境，課程考核的需要，推展學習活動，並因應時代和社會的需求，適時作課程內容的

靈活調配或更替，發揮高效能的教與學。

5. 著重課程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持續著重課程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持續著重課程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持續著重課程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持續、進展及連貫、進展及連貫、進展及連貫、進展及連貫；消除隔閡；消除隔閡；消除隔閡；消除隔閡，加強連繫，加強連繫，加強連繫，加強連繫

新的課程架構，縱向方面，如幼稚園和小學、小學和㆗學，以及初㆗和高㆗之間，須打

破各學習階段課程和學習㆖的隔閡。橫向方面，須連貫八個主要學習範疇在不同學習階

段的發展，並推廣多角度考慮問題的學習方式、高效能的教與學，加強態度/價值觀、概

念/知識與技能間的連繫。

6. 從文法從文法從文法從文法、工業、工業、工業、工業、職業先修分流教育、職業先修分流教育、職業先修分流教育、職業先修分流教育，匯歸，匯歸，匯歸，匯歸「全人素質發展」教育「全人素質發展」教育「全人素質發展」教育「全人素質發展」教育

現時過早的文法、工業、職業先修㆗學分流的課程學習將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㆒個在

所有教育階段推行的全㆟發展、寬廣而均衡的課程。而在高㆗階段，將會另設㆒些專門

的學習（如職訓、科學、科技、㆟文、藝術等），以照顧不同學生的興趣及潛能。

7. 課程結合課堂教學課程結合課堂教學課程結合課堂教學課程結合課堂教學、課外活動及社群活動、課外活動及社群活動、課外活動及社群活動、課外活動及社群活動，發動全方位學習，發動全方位學習，發動全方位學習，發動全方位學習

學習經驗可從課堂內外的學習累積，亦可透過在社會工作的實際環境㆗獲得。在不同環

境所得到的學習經歷可以互相補足。因此，在新的課程架構㆘，必須突破傳統正規課程、

非正式課程與非正規課程的界限。學校的課堂教學和課外活動，要和學校以外如社會機

構所舉辦的活動結合，成為學生完整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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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促進高效能的教與學促進高效能的教與學促進高效能的教與學促進高效能的教與學

1. 以學校為學生學習的基地以學校為學生學習的基地以學校為學生學習的基地以學校為學生學習的基地，以學校課程為學生學習經歷的起步點，以學校課程為學生學習經歷的起步點，以學校課程為學生學習經歷的起步點，以學校課程為學生學習經歷的起步點

學校將會繼續成為學生學習的㆗心㆞點，學校生活向學生提供所需的各種學習情境。課

程將課堂教學、課外活動及社群活動連結起來，學生的學習貫通校內校外，從教室開始，

走入社會，體會終身學習。

2. 因應學校教育的不同學習階段因應學校教育的不同學習階段因應學校教育的不同學習階段因應學校教育的不同學習階段，為學生規畫學習進程路向，為學生規畫學習進程路向，為學生規畫學習進程路向，為學生規畫學習進程路向

要達到長遠的終身學習目標，各個學習階段的課程發展可相應作出以㆘轉變：

✧  讓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有更多機會經歷不同的真實學習情境，透過多角度探究和
構思，掌握貫通不同學習範疇的學習基本能力元素。在高㆗階段，讓他們有更多機

會應用所學，學習較抽象的知識，逐漸建立清晰的概念。

✧  為學生提供機會，體驗課堂以外的生活，讓學生參加由學校或外間機構舉辦的活
動，學習獨立處理生活㆖的問題，培養他們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使成為有責任感

的公民。

✧  讓學生有機會在各教育階段為社會服務，並確認他們對社會所作的貢獻，建立他們
的自信、公民意識和創造力。

✧  讓學生有機會接觸社會㆖的職業，使他們認識職業的㆒般特質和要求，以便將來投
身社會工作，並培養他們積極的工作態度和投身行業的興趣。

✧  提供機會，讓學生認識美感和鍛鍊體魄，培養他們的審美觀和對體育活動的取向，
以享受健康而有質素的生活。

3. 針對社會新需求針對社會新需求針對社會新需求針對社會新需求，加強切合實際的學習內容，加強切合實際的學習內容，加強切合實際的學習內容，加強切合實際的學習內容，並為學生多設選擇，並為學生多設選擇，並為學生多設選擇，並為學生多設選擇

新的課程，將跨越現行課程的科目界限，加入跨課程的學習要素和與社會及經濟相關的

元素(如資訊科技、科學與科技、個㆟及社會教育、思考方法、創意思維)。在開放而靈

活的課程架構㆗，把學習元素組織成為學習內容，實施時要配合生活、社會及經濟的新

需求，同時須減少對學校的干預，讓學校按自己的步伐發展課程。

4. 提升教與學的質素提升教與學的質素提升教與學的質素提升教與學的質素，並照顧不同學生的潛質，並照顧不同學生的潛質，並照顧不同學生的潛質，並照顧不同學生的潛質、能力和需求、能力和需求、能力和需求、能力和需求

新的課程設計，把焦點放在學習者身㆖，透過有效的教與學，提升教學質素。就學習者

本身情況、教與學的過程、教與學的互動關係、學習的機會和限制，以及學習成果各方

面作改善。以㆘是我們的㆒些建議：

✧  須因應不同的教學目的和學習者的需要，採用有針對性的不同教與學方式、策略、
情境及教材。

✧  在所有學生(包括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均能學習的信念㆘，我們要透過主要學習範
疇㆗的不同課程模式、教學法、教材、校本支援，提供可行的方法，以照顧學生



9

不同的學習潛質、能力和需要。

✧  現時在家庭、學校和社會都重視學習的文化，我們會珍視和加強這種文化，並有
效㆞用以提升教與學的素質。

5. 發揮評估功能發揮評估功能發揮評估功能發揮評估功能，改善教與學質素，改善教與學質素，改善教與學質素，改善教與學質素

評估是學校課程的㆒個重要部分，評估㆗得到的回饋，須應用在改善教師的教學、學生

的學習之㆖。要讓學校清楚明白，不同目的及形式的評估（測驗、專題研究、功課樣本

匣）應明確區分，使這些評估可以和不同的課程目標、教與學過程和內容配合起來。

三三三三. 靈活運用學習資源靈活運用學習資源靈活運用學習資源靈活運用學習資源

1. 擴闊擴闊擴闊擴闊「教科書」觀念「教科書」觀念「教科書」觀念「教科書」觀念，開發多采多姿的，開發多采多姿的，開發多采多姿的，開發多采多姿的「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

 以往大多數學校過分依賴教科書，並視之為學習的唯㆒教材/學習材料。我們須扭轉這種

學校文化，進而採用更多樣化的學習材料，才能為學生提供更適切的學習情境，更豐富

多采的學習內容，以配合社會不斷轉變的知識和需求，從而真正掌握終身學習的技能。

 

2. 改變學校上課時間表的觀念改變學校上課時間表的觀念改變學校上課時間表的觀念改變學校上課時間表的觀念，更有彈性地編排學生學習時間，更有彈性地編排學生學習時間，更有彈性地編排學生學習時間，更有彈性地編排學生學習時間

學習時間是學校學習活動的主要資源，必須改變傳統以每周/循環周的教節數目，釐定和

分配各科的㆖課節數的做法。在我們建議㆗，將就新課程的設計，訂定在各主要學習範

疇的的教學時間，同時容許學校騰出時間的空間，編排適合學校情況及學生需要的活動，

並確保能適當㆞分配和善用教學時間或學習時間。

四四四四. 善用行之有效的課程措施善用行之有效的課程措施善用行之有效的課程措施善用行之有效的課程措施

我們會把以往行之有效的課程措施，與其他改革措施㆒併考慮，納入不同的課程建構㆗，

例如：

✧  目標為本課程的學習目標

✧  利用課程統整，為開放及富彈性的課程架構發展多樣化的學習模式

✧  學生為本精神的教與學原則，如用於活動教學法、通達學習等

✧  善用學習情境的教與學方式，如目標為本課程的課業學習

✧  單元課程作為組織課程的形式之㆒

✧  資訊科技作為學習的工具及資源

✧  目標為本評估㆗的標準參照和進展性評估，提供教學回饋，改善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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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開展多方面的課程研究開展多方面的課程研究開展多方面的課程研究開展多方面的課程研究

理論指導實踐，實踐驗證理論；開展課程研究，是著重兩者的平行發展。研究策略各有

重點，其㆗應以有關教與學方法的研究為先，包括透過資訊科技提升學習成效、學生如

何改善學習、照顧學習者差異等，以幫助教育工作者，提升教與學質素。此外，也應在

學校推廣行動研究的風氣，好讓校長、教師及其他教育工作者都能成為改進教與學的夥

伴。另㆒方面，將來應就課程改革作有系統的評鑑研究，因為這種研究可提供與新課程

有關的課程改革（包括教與學）進程、可能性及限制，以及提供與新課程目標相關的各

層面的分析資料（系統、學校、部門、教師、學生、課堂、其他學習環境）。

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學生應享有的學習機會

學生在學校教育㆗的不同學習階段，都應該享有各種學習機會，以達到整體的教育目標。

這相當於㆒種社會締約，社會各界都應積極發揮貢獻，共同實現香港的教育理想。透過

不同的學習設計，學生在不同的學習階段，應該享有：

1. 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

✧  傳意、認知、體格、情緒、品德、交往及審美方面的均衡發展；

✧  安全及健康的環境；

✧  潛能發展；

✧  良好學習及生活習慣的培養；

✧  發展成為有愛心、盡責、具合作及自律精神的公民。

2. 九年基礎教育九年基礎教育九年基礎教育九年基礎教育

✧  ㆒個寬廣而均衡的學校課程，由不同的學習經歷和主要學習範疇所組成；

✧  ㆗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學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個㆟、社會
及㆟文教育，藝術教育，體育教育等學習範疇內基本能力的發展；與工作有關

㆟際關係的發展，作為初㆗生的基本水平要求，使他們掌握終身學習的技能；

✧  從多角度去思考問題的機會（例如透過綜合活動、專題設計）；

✧  利用社區環境學習的機會，以體驗生活經歷、社會服務，發展體能和培養美感；

✧  認識與各主要學習範疇相關的工作及就業情況；

✧  各主要學習範疇提供的㆒系列包容面廣的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學習策略及評
估方式，以照顧學生不同的潛質、能力和需要；

✧  多元化的學習方法及方式，以切合不同學習目的及學生不同的潛質、能力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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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適量和有效益的鞏固學習安排，尤其要避免無效益、機械式操練的家課。

✧  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及資源，以切合不同的學習目的和情況。

3. 後基礎教育後基礎教育後基礎教育後基礎教育/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  ㆒個寬廣而均衡的高㆗課程，包括所有基本的學習經歷及主要學習範疇；㆒個
培養高㆗生基本水平的核心課程，並讓學生掌握終身學習的技能（包括學習方

法）；另外為㆒些專門學習提供多樣化的選擇；

✧  更獨立、主動參與社會服務，作出個㆟貢獻的機會；

✧  接觸和職業有關活動的機會，培養他們對工作的積極態度，並探索個㆟對職業
的期望；

✧  進行課餘體藝活動的機會，締造優美的㆟生；

✧  多元化的學習方法及形式，以切合不同的學習目的及學生不同的潛質、能力和
需要；

✧  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及資源，適切於不同的學習目的和情境。

學校課程改變學校課程改變學校課程改變學校課程改變，學習範疇芻議，學習範疇芻議，學習範疇芻議，學習範疇芻議

以㆘各主要學習範疇改革的初步建議，以及有關這方面的更多寶貴意見，將會在今後㆒

連串公開論壇和不同的諮詢場合㆗具體探討，集思廣益，以建設新課程。

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教育

在小學、㆗學、㆗六各階段的未來㆗國語文課程㆗：

短期考慮：

✧  豐富學生均衡完整的語文學習經歷，包括聆聽、說話、閱讀、寫作㆕方面的技能；

✧  加強㆗國文學元素，以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

✧  加強品德與情意的教育，以提高學生的道德素質；加強㆗國文化的學習，以培養
學生的文化認同；

✧  通過不同語境㆗的㆗國語文學習，加強批判性思考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長遠考慮：

✧  在整體的㆗國語文課程㆗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文」為遠
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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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

✧  除知識及技能外，加入語言發展策略及態度的學習元素，以培養學生自主自學及
終身學習的能力。技能方面，亦包括運用資訊科技來學習語文。

✧  提升學生在運用英語來回應他㆟及表達自己真實經驗或想像的知識和技能，使他
們在認知(知識範疇)及溝通(㆟際範疇)外，更在經驗範疇㆗，達致個㆟的全面發
展。

✧  更注重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能力及創意。

✧  培養學生對不同的文化、價值觀與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的理解，並持開明態度。

數學教育數學教育數學教育數學教育

✧  加強資訊科技的運用，從而令數學的教與學更加有效。

✧  增強解決問題、推理、傳意、探究及構思等高層次思維能力。

✧  為九年基礎教育提供㆒個有連貫性的數學課程。

✧  重整高㆗及㆗六數學課程，以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科學教育科學教育科學教育科學教育

✧  加強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及鞏固他們的探究和解難能力。

✧  在小學課程㆗加強科學與科技的教學，以培養學生的求知欲和探究精神。

✧  在初㆗階段加強科學及科技基本課程的聯繫，以提升科學與科技素養。

✧  為高㆗學生打好科學與科技方面的基礎，使他們能夠在科技化的社會㆗，應付不
斷變化的環境，同時掌握及運用所得資料作出判斷。

✧  提供各種科學分科課程給高㆗學生選修，為他們日後升學、進修及就業作準備。

科技教育科技教育科技教育科技教育

✧  提供真實、適切及目的明確的學習經歷，以提升學生對科技的理解及能力，讓他
們能應付快速轉變的科技社會及未來生活的挑戰。

✧  在基礎教育階段，以整合或單元的形式提供學習經驗，使相關的學習範疇(如語
文、㆟文學科、數學及科學等)互相聯繫。

✧  為突顯科技元素，將合適的學科(如基本商業、基本設計、圖象傳意、汽車科技
及普通電腦科等)整合或單元化，設立基本科技課程。

✧  在高㆗階段，增強本學習範疇特有的職業教育元素，擴闊及提供多元化的課程選
擇，使能快速配合轉變㆗的經濟需求。

✧  在有需要時，發展選修課程，為學生進入高等教育作準備。

✧  加強培養關注健康生活、關心他㆟、關心環境等態度的課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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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個別科目〔例如：設計與科技、普通電腦科等〕及跨課程的學習活動，加強
資訊科技成分，以面對數碼世界。

✧  增強企業教育、理財能力、消費者教育及管理等課程元素，作為個㆟技能。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社會及人文教育、社會及人文教育、社會及人文教育

✧  製訂個㆟及社會教育的整體課程架構，以強化學生在個㆟及群育方面的成長。

✧  透過不同的課程模式，使學生從小學開始便能增強思維能力、解決難題的能力和
創造力，並能關心社會、認識文化及發展世界觀。

✧  檢討各級㆟文學科的數目、內容及連貫性，減少課程重複及臃腫的問題。

✧  探討可行及能配合㆗學學校環境的課程組織，以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如設計以
議題探索為本的初㆗社會教育課程，及引入高㆗綜合㆟文學科基礎課程。

✧  突破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課程的規限，提供更廣闊的課程空間，以增強職業技
能及讓學習更能切近日常生活。例如在適當的課程內加入工作實習或社會服務的

環節。

✧  加強學科之間的聯繫，使學生透過專題設計，能從多角度審視問題及自行建構知
識。

附附附附：小學常識科：小學常識科：小學常識科：小學常識科

精簡現行常識科課程的資料性內容，並加入科學及科技教育的學習元素。

# 加強發展學生的自學能力、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 提供機會讓學生從多角度探究問題及解決問題。

# 透過公民教育、德育、性教育、環境教育、消費者教育及其他跨學科課程，培養學生

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

# 加入更多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學習元素。

藝術教育藝術教育藝術教育藝術教育

✧  為九年基礎教育提供㆒個基礎廣闊，涵蓋不同藝術形式的藝術課程。

✧  強調均衡藝術教育的獨特貢獻，以發展學生的創作力、想像力及美感認知。

✧  善用跨科聯繫以推廣美感的實踐，例如利用音樂活動學習語文、藉話劇創作體驗
㆟生經歷。

體育教育體育教育體育教育體育教育

✧  發展㆒個寬廣而均衡的體育課程，擴闊學生體育方面的情意、動作技能和認知經
驗。

✧  運用單元課程設計，提升更新體育課程的速度。

✧  為經常參與體育活動訂立明確目標，並協助學生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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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改革措施落實改革措施落實改革措施落實改革措施，務須多面配合，務須多面配合，務須多面配合，務須多面配合

我們在推行新課程改革時，必須依賴多方面的力量和集體智慧，透過以㆘的可行措施，

以求成功：

1. 協調與協作協調與協作協調與協作協調與協作

✧  與家長、僱主、學校、師資培訓機構等建立夥伴關係；

✧  善用本港及國際的社區及工作環境；

✧  以學生的最佳利益為依歸，使㆗央課程與由㆘而㆖的新方案結合(如獲優質教育基
金撥款發展的計畫)；

✧  確保現行改變的課程，配合新的教育遠景（如新的科技課程）；

✧  建立「發展、實踐、資源」㆔者間的夥伴關係；

✧  提供到校的校本支援服務，以協助教師及校長；

✧  推廣互相分享課程經驗的文化（例如：觀課交流、網址、電郵、非正式的網絡）。

2. 制度的調整和管理制度的調整和管理制度的調整和管理制度的調整和管理

✧  採用互動、不斷革新和回饋的方式重整體制；

✧  提供推行新措施的過渡期及其他可供選擇的辦法；

✧  配合其他教育新措施：校本管理、質素保證、校舍設計；

✧  學校領導；

✧  資源包括資訊科技及其他學校設施；

✧  有實有據的發展、研究的優先次序及重訂重點。

3. 專業發展專業發展專業發展專業發展

✧  對職前和在職教師培訓/持續教師培訓服務作出周詳的研究和推行改革；

✧  透過參與發展校本課程及持續課程發展的過程，培訓教師；

✧  參與行動研究及應用研究以產生新知識，並在研究㆗運用這些知識；

✧  推廣良好的實踐經驗（例如：網址、非正式的網絡、參與會議）。

開展課程百年大計開展課程百年大計開展課程百年大計開展課程百年大計，還看教育多方協調，還看教育多方協調，還看教育多方協調，還看教育多方協調

這㆒次的課程改革，最終的發展方向，除考慮各界提供的意見外，還得取決於以㆘關鍵

性的發展：

" 基礎教育㆗評估考試的取向；

" 現行公開考試制度的檢討；

" 大學入學資格的要求，包括是否在新擬的錄取準則內考慮學生的廣泛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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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委員會現正就教育制度檢討公開諮詢各界意見。本年十㆓月間的公開諮詢完結

後，教育統籌委員會、教育署、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局、教育委員會將共同協商，

訂定全面的教育改革策略及時間表。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現誠邀各界㆟士對我們的建議提出寶貴意見，任何意見，除了代表您對課程和教育的關

懷外，更重要的是，您成為我們共商廿㆒世紀樹㆟大計的㆒分子，為我們的㆘㆒代共謀

福祉。請把您的意見，郵寄、傳真或電郵至課程發展議會祕書處。

㆞址㆞址㆞址㆞址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號號號號

胡忠大廈胡忠大廈胡忠大廈胡忠大廈 1329室室室室

課程發展議會祕書處課程發展議會祕書處課程發展議會祕書處課程發展議會祕書處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 2573 5299 / 2575 4318

電郵㆞址電郵㆞址電郵㆞址電郵㆞址: cdchk@glink.net.hk

書面意見，請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前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前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前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前，郵寄、傳真或電郵至課程發展議會祕書處。

課程發展議會

1999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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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

課程改革及加強全方位學習機會研討會課程改革及加強全方位學習機會研討會課程改革及加強全方位學習機會研討會課程改革及加強全方位學習機會研討會

社會支援學校社會支援學校社會支援學校社會支援學校、教學跑出課室、教學跑出課室、教學跑出課室、教學跑出課室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協調正規、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方面，提出㆒些

具體建議，並徵詢公眾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今年初舉行的教育目標諮詢㆗，巿民提出㆒項重要意見，是

學校課程太學術化，和過份受考試制度影響，因而未能包括㆒些有助

學生全面發展的學習範疇。這些學習大多只能透過非正式和非正規課

程的形式出現，以補足學校課程在學生質素方面的培育。

3. 小組認為學生要有㆒個全面而均衡的發展，以面對廿㆒世紀的

新挑戰。因此學校課程應包括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重視學生德、智、

體、群、美五育的發展，為社會培養具多方面知識和能力、有積極態

度和使命感的㆟才。

正規正規正規正規、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的定義和特點、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的定義和特點、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的定義和特點、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的定義和特點

4. 對於教育的定義，可分為㆔大類 1﹕

正規教育

(formal

education)

：循序漸進的等級教育制度，由小學漸進

至大專學府

附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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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教育

(informal

education)

：㆒個成長歷程；從日常生活的體驗（如家

庭、朋友、傳媒或週遭環境的影響），建

立自己的看法和價值觀，及培養技能和建

構知識

非正規教育

(non-formal

education)

：在正規教育以外的有系統的教育活動，基

於特定的學習目標，服務有特定學習需要

的㆟士（例如制服團體活動）

5. 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的特點包括：

!  配合青少年成長發展

!  課程設計有彈性，照顧到參加者的能力、動機和興趣

!  以小組形式進行，著重朋輩間之互相溝通和影響

!  重視青少年的親身參與，從經驗㆗學習和成長

!  重視學校的參與和認同

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在達致教育目標㆗的角色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在達致教育目標㆗的角色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在達致教育目標㆗的角色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在達致教育目標㆗的角色

6. ㆒直以來，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均被理解為課外活動。小組認

為這是低估了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的重要性。事實㆖，小組亦瞭解到

現時不少學校和文化、藝術、體育、社會團體，正共同合作，為校內

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經歷。小組認為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可在㆘列五

方面，幫助實踐整體教育目標﹕

!  協助建立個㆟自尊和自信

!  促進全面發展潛能

!  培育對社區的關懷及責任感，積極參與社區建設

!  協助確定自己在社會㆖的角色，及增進對自己國家的認同

!  幫助擴闊視野和培養創意，掌握現代資訊科技的能力

因此，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不應只是補足正規教育；乃是與正規教育

互相協調，使學生得到更全面的發展。

7. 正規、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㆔方面互相協調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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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全面和均衡的學習經驗，是從正規、非正式和非正規

教育㆗累積而來的；和

!  確認不同的社會服務單位在推廣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方面

所發揮的作用和價值

具體建議具體建議具體建議具體建議

(A)學校與社區青年服務的配合和㆞區聯繫機制

8. 近年來，很多社會和教育組織都發表不同的報告，要求重視非

正式和非正規教育，和增強社區對支援教育所能發揮的作用。例如由

德田明愛兒童及青少年㆗心在 1999 年 7 月所做的有關「家長對子女參

與課外活動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學校和社區㆗心是受訪者子女參與

課外活動最受歡迎的㆞點。此外，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與教育評議會合

作，在 1999 年 4 月進行㆒項問卷調查，指出學校和青少年服務單位可

經過洽商，因應學生需要，訂出「度身訂造」的服務。調查又指出㆗

學及小學均希望與青少年服務團體合作，推廣「生活教育」。並建議青

少年服務單位可多關注學校的需要，提供適切的服務。

9. 學校和青少年服務單位可考慮採用㆘列的聯繫方式，加強合

作﹕

!  學校與青少年服務單位配對制度

學校可主動聯絡各有關機構，商議合作的方法。而有關機

構亦可主動與學校聯絡，了解學校的需要，從而訂定該機

構的服務方向，為學校提供支援。同時，學校及有關機構

可分別將本身的需求或服務內容刊登在網㆖，方便雙方查

閱及聯絡。此外，教育署可就學生的教育需要，與有關機

構商議合作及活動的模式，然後向學校提供有關的消息；

並在有需要時，給予適度的支援。

!  ㆞區青少年服務聯絡㆟制度

!  ㆞區青少年服務與學校㆞區會議

!  ㆞區青少年服務聯合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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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正規、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與社會服務單位互相配合的流程圖

(課程重整)

聯課活動

10. 小組認為需要設立㆒個機制，使學校和社會服務單位能建立夥

伴關係，互相合作，以學校為本的原則，為學生提供各種有助個㆟發

展的服務，這些服務的內容可包括﹕

!  個㆟成長訓練

!  領袖培訓

!  性教育、公民教育、環境教育

!  文化、藝術、體育、朗誦

!  其他

（㆖述服務，亦可透過傳統的課外活動形式出現）

有關機構在提供㆖述服務時，不能取代學校教師的功能；教師仍會負

責主要的統籌工作，以配合個別學校的環境和學生需要。同時，教育

署須要透過重整課程，使學校在課程設計及時間編排方面更有彈性，

更能吸納社會服務單位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務。

11. 在另㆒方面，現時有很多全港和㆞方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和設

施，可以配合學校課程，作教學㆖的支援。這些機構包括

!  各博物館

社區服務

－ 成長訓練
－ 領袖培訓
－ 性教育、公民教育、

 環境教育等
－ 文化、藝術、體育、

 朗誦
－ 其他

全港性、㆞區教育資源

－ 博物館、(㆞區)大會堂、

   圖書館、藝術館

－ 工商機構

－ 部份政府部門

幼兒教育課程

小學教育課程

㆗學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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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大會堂及文娛㆗心

!  圖書館

!  藝術館/藝術㆗心

!  工商機構

!  部份政府部門（如漁農處、消防處等）

（㆖述活動，可透過傳統的課外活動形式進行。）

12. 然而，現時很多學校未能充份掌握這些支援教學的資訊；而提

供服務的機構也未能得知學校或其他服務對象的需要。因此，小組認

為須要設立㆒個機制／組織，負責統籌有關的政府部門、社會服務單

位(如藝術館、藝術團體、博物館、圖書館)和商營機構，以擴大教學

支援網絡。

13. 這機制/組織的成立目的可包括㆘列㆔點﹕

!  結合分散在社會㆖的有關文化、藝術、康體教育的資源

! 透過互通消息，使各方更清楚現有資源的分佈情況，互相補足

! 提供溝通渠道，加強各單位的了解，促進合作

14. 要達到以㆖的目的，這機制／組織需要-

!  成立資料㆗心，建立網址、資料庫和成員指南

!  策劃有關文化藝術康體教育的研究，匯報研究結果；翻譯外國

著作和分析外國經驗，成為參考資料

!  向政策制訂當局提供意見

!  成立支援小組，提供資源協助和諮詢服務

!  協助編寫教學資料和製作教材

!  組織研討會，培訓計劃，培育文化藝術康體教育專業㆟員

!  鼓勵商界直接參與和提供資源

15. 除了成立㆒個聯繫機制／組織之外，有關方面還需要考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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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

!  除核心課程外，可考慮將音樂、美術、舞蹈、體育等科目列為

選修科目

!  容許學生參與課程設計和籌辦有關的活動，使他們認識學習背

後的理念

!  讓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時間內，參與有關文化藝術康體的活動，

如參觀博物館、圖書館、歷史博物館及美術館等

!  鼓勵學校讓文化藝術教育工作者借用場㆞和設施，舉行活動，

使學生和教師有更多機會接觸文化藝術活動

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的評估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的評估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的評估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的評估

16. 小組認為須要評估學生從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的得益。然而，

小組注意到非正式和非正規教育強調學生的自由選擇及個㆟成長。因

此，評估應以學生本身的參與和進步為基礎。換言之，不同年級的同

學，可因著個別的進度，在特定時限內，完成有關活動項目的要求。

17. 可考慮讓學校、家長及老師，共同商討評估學生表現的標準，

而評估的範圍可以包括學生在學校課程之外，所參與有助促進全㆟發

展的活動。

非正式及非正規教育的推行非正式及非正規教育的推行非正式及非正規教育的推行非正式及非正規教育的推行

18. 小組提出㆖述各項建議的目的，是希望鼓勵和協助學校推動非

正式及非正規教育，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教育署不須以行政方法，

強迫學校為學生提供非正式和非正規課程。最重要的是要透過各種的

渠道，讓學校認識到課程發展的方向，是協調正規、非正式和非正規

教育，成為㆒個整體的課程內容，以便能更有效㆞裝備學生，以迎接

廿㆒世紀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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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9. 歡迎公眾對㆖述建議提出寶貴意見。書面意見，請於㆒九九九

年十㆓月十五日前，郵寄或傳真(號碼﹕2537 4591)至香港㆗環㆘亞厘

畢道政府合署㆗座七樓七㆒㆕室教育統籌委員會秘書處或電郵至

div3@emb.gcn.gov.hk。

教育統籌委員會

非正式及非正規教育目標小組

㆒九九九年十月

備註：

1 Coombs, Philip H.;Prosser, Roy C.; Ahmed, Manzoor. New paths to
learning form rural children and you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1973, p.9-13.



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

公開考試公開考試公開考試公開考試、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

㆗學學位分配㆗學學位分配㆗學學位分配㆗學學位分配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學學位分配應達致的理想、實現這個理想的

先決條件、須採取什麼措施逐步落實，以及須採用哪些過渡措

施，減輕現行制度的不良影響。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學學位分配辦法在㆒九七八年推行，以取代㆗學入學試

(升㆗試 )。升㆗試㆒直被批評為單憑㆒次考試決定學生的命運、

扭曲小學課程，以及把最優秀的學生分派到少數精英學校。

3 . ㆗學學位分配辦法針對升㆗試的缺點，以學生在小五期終

試、小六㆗期試和期終試的總成績，經學能測驗調整後，作為分

配㆗㆒學位的準則。學能測驗分兩部分，即文字推理和數字推

理，兩者都沒有特定的課程，目的是使學生毋須為應付學能測驗

而操練，而且也可避免用㆒次考試來決定學生的成績。

現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缺點現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缺點現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缺點現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缺點

4 . ㆗學學位分配辦法多年來行之有效。直至近年，情況才有

所改變，學校過份要求學生操練試題，應付學能測驗。㆗學學位

分 配 檢 討 小 組 (該 小 組 )明 白 這 種 操 練 對 學 生 所 產 生 的 不 良 影

響，以及㆗學學位分配辦法相連的成績組別所帶來負面的標籤效

應。

遠景遠景遠景遠景

5 . 經詳細研究後，該小組同意㆗學學位分配應達到以㆘的遠

景：

附錄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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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九 年 或 十 ㆒ 年 基 礎 教 育 成 為 ㆒ 個 持 續 的 階 段 (大 直

路 )，學生不須在這階段參加任何高風險的公開考試。

( b ) 不設成 績組別 ，以 消 除對學 校及學 生的不 良標籤 效

應。

( c ) 不會以任何公開評核來作為分配㆗學學位的根據，因

為凡 有這 種高 風 險 的 考試 ，學 生 必定 會大 量操 練 試

題。

達致遠景的先決條件達致遠景的先決條件達致遠景的先決條件達致遠景的先決條件

6 . 為達到遠景，取得良好的教育成果，小組認為有㆘列六項

先決條件：

( a ) 有些㆟批評在實行“大直路”後，家長便會千方百計

讓子女入讀名校，因而把學位爭奪的壓力提前至小㆒

入學階段。但倘若所有學校的水平都能適當㆞拉近，

爭入名校的激烈情況將會減輕。

( b ) 拉近學校水平的㆒個有效方法，是同時為學校及學生

制訂質素保證機制。

( c ) 大部分家長的最終目標，都是讓子女接受大學教育。

倘若能在高等教育的層面提供充足學額，讓學生能透

過不同途徑接受高等教育，家長便無需爭相把子女送

入名校。

( d ) 應有適當的拔尖補底措施，確保優秀學生可全面發展

潛能，而成績差的學生則獲得所需的協助，以達到最

基本的要求。

( e ) 由於同校學生之間的能力差距會較大，故應訓練教師

處理不同能力的學生及不放棄任何㆒個學生。

( f ) 調節小㆒入學統籌辦法，為不同背境的學生提供較公

平的 分配 學位 機會 ，及 適當 ㆞修 訂初 ㆗成 績評 核 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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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述轉變，教育署可以考慮分配同區新建成的小學和㆗學

給辦學團體時，引進小㆒至初㆗“大直路”的構思。此外，該署

亦已透過直接資助計劃建立了㆒些“私家路”，讓家長在資助學

校以外有更多選擇。

長遠的解決方法長遠的解決方法長遠的解決方法長遠的解決方法

7 . 小組建議兩個互補模式，作為㆗學學位分配的長遠解決方

法，以實現第 5 段所列的教育理想。

類似小一入學辦法的方法類似小一入學辦法的方法類似小一入學辦法的方法類似小一入學辦法的方法

8 . ㆗學學位分配可採取類似小㆒入學的辦法。分配方法分兩

個階段進行。在第㆒階段，各㆗學首先甄選小六學生填補學校的

自行分配學額。這個自行分配學額是按照該校㆗㆒學額總數的某

個百分率計算，舉例如百分之五十的㆗㆒學額總數。在第㆒階段

實施的方法，不會應用於設有直屬制度的㆗學。原則㆖這些㆗學

應收取所有在其直屬小學就讀，並選取該㆗學為第㆒選擇的學

生。每名小六學生只可申請㆒所㆗學的自行分配學額。在第㆓階

段，由教育署按照學校網和家長意願，統㆒分派餘㆘未滿的自行

分配㆗學學額。

9 . 這個方法能符合㆖文第 5 段所描繪的長遠理想。㆒方面可

不必為分配學額而進行各種形式的公開考試，因而不會讓學生受

到因過份操練和成績組別而帶來的不良影響。雖然各校仍有很大

機會藉著自行分配的學額，收取到優秀的學生，但學校仍要將㆒

半的㆗㆒學位，交予教育署作統㆒分配之用。同樣，這方法可減

少按學生的不同能力，而將他們分隔的情況出現。這方法的缺點

在於教師需要在班㆗教導能力差距較大的學生，而學校也需要自

行處理收取㆗㆒學生的程序。在這情況㆘，是有需要為學校制訂

㆒系列公平和公正的指引，以確保學校不會自行設立㆒個新的篩

選制度，而令到學生要操練試題。

‘一條龍一條龍一條龍一條龍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1 0 . 這方法用以達致 ‘㆒條龍 ’的構思。其基本原則是讓學生有㆒

個持續的九年或十㆒年基礎教育階段，而在這段期間，他們毋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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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任何高風險的測試。在這個方法㆘，㆒間小學和㆒間㆗學

‘連繫 ’起來，小學的學生不用參加高風險的考試，便可以直接升

讀連繫㆗學。假若學生是選擇入讀連繫的㆗學，而㆗學的學位數

目是足夠的情況㆘，該㆗學需要接收連繫小學的全部小六畢業

生。

11 . 這個方法是可以有很多變通的方式。例如㆒間或多間小學

和㆗學 ‘連繫 ’起來，形式㆒個學校團。根據㆒系列的協議規條，

小學的學生可以分配到所屬學校團內的㆗學。這方法既可以符合

第 5 段所載列理想，同時可以使教與學的過程有著更好的連貫，

並可以在由小學升讀到㆗學的過渡期間，為學生提供支援。

1 2 . 小組認為類似小㆒入學辦法和 ‘㆒條龍 ’方法是可以互相並

存的。因為即使在長遠而言，小學和㆗學未必能全部配對起來。

雖然可以連繫起來的㆗、小學數目會日漸增加，但仍然會有些學

校選擇轉為私立學校，或參與直接資助計劃，而其餘的學校將會

採用類似小㆒入學辦法的機制來收取學生。

中期措施中期措施中期措施中期措施

1 3 . 由於最少在未來的十年間，㆖文第 6 段所列出的達致遠景

的先決條件未能完全具備，因此有必要制訂㆒些㆗期措施，以便

能最終達致理想㆗的長遠目標。小組認為在制訂這些㆗期措施

時，應以對現行制度產生最小變動為原則。㆘文 1 5 至 1 9 段將列

出與㆗學學位相關的兩項㆗期措施。

1 4 . 現時，㆒些小學和㆗學已連結起來，成為 ‘㆒條龍 ’模式，讓

學生能在㆒個連貫的階段，完成九年或十㆒年的基礎教育。由於

小組預期在未來幾年將有更多學校自行組成連繫，在過渡期㆗，

‘㆒條龍 ’  模式將會和以㆘其㆗㆒個方案同時存在。

‘微調微調微調微調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1 5 . 小學學生在校內成績，會根據在過去幾年間，例如五年，

該校小六學生在學能測驗的表現而調整。根據資料顯示，在㆒段

期間內，學校的調整曲線大致㆖是穩定的。為了確保調整曲線在

調整現正就讀小六的學生的學業成績的可靠程度，可在每年選取

百分之㆓十的小六學生參加㆒個調整測試，以便決定是否需要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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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節調整曲線。只有在學生的表現與過去的紀錄出現很大分歧

的時間，才需要作出調整。另㆒個選擇是要求所有小六學生在㆒

段時間之內，如㆔至五年，參加㆒個調整測試，並在有需要時，

對調整曲線作出輕微調節。根據調節後的校內成績，將小六學生

分為兩至㆔個組別，然後統㆒㆞分配㆗㆒學位。

1 6 . 每間㆗學仍可保留㆒定百分比 (如百分之十 )的㆗㆒學額來

自行分配。學生可向㆒所㆗學申請這些自行分配的學額。若學生

已被㆒所㆗學收取入讀，他將不會在統㆒分配學位制度㆗獲得學

位。

1 7 . 這方法的好處在於能減輕學生為公開考試操練的壓力。由

於調整測試只是在有需要時，對學校的調整曲線作出輕微的調

節，而不是直接調整學生的校內成績，因此預期調整測試對學生

所帶來的操練壓力將會很小。而將學生組別由五個減為㆔個，將

有助減輕負面的標籤效應。在㆒定程度㆖，這方法會增加㆗學所

收取學生的能力幅度，但這情況可藉著校網數目的減少而得以紓

緩。

1 8 . 然而，在另㆒方面，這方法會對被選取參加調整測試的學

生，造成更大的壓力。雖然，與現行的制度比較，調整測試對有

關學生只有間接的影響，但是㆒些學校和家長仍會將之視為高風

險的測試，因而繼續操練學生。而與分配學位相連的學生組別仍

然會在㆒個較輕的程度㆘出現。

類似小一入學辦法的方法類似小一入學辦法的方法類似小一入學辦法的方法類似小一入學辦法的方法

1 9 . 小組建議略為修改在第 8 段㆗所勾劃的長遠方案，然後盡

快實行。作為㆒個過渡措施，應根據學生的校內成績，將在第㆒

階段未能得到學位的學生分為兩至㆔個組別，讓學校和教師有更

多時間，學習處理能力幅度差異很大的學生。教育署會依照現行

小㆒入學統籌辦法的方式，根據學生的組別、學校網和家長的選

擇，統㆒分配其餘和未填滿的自行收生學額。經過㆒段時間，如

五年，學生組別便會被取消。屆時教育署便會在第㆓階段按照學

校網和家長意願，統㆒分配學位。

2 0 . 在制訂㆒套公開和公平的自行分配學位的指引後，這個方

法可以達致廢除用公開評核測試來分配㆗學學位。同時，對於任



Education Commission \342C01-5.DOC

- 6 -

何新制定的制度，都需要防止它們被濫用的情況出現。

平等機會的考慮平等機會的考慮平等機會的考慮平等機會的考慮

2 1 . 在設計新的㆗學學位分配制度時，要留意平等機會委員會

對現行制度所提出的意見。即是若將男生和女生的學業表現分開

㆞調節時，便會令學業表現比男生較佳的女生，處於㆒個不利的

位置。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按考試成績的優劣，來維護㆒個公平

的原則；與讓男生和女生有著同等機會取得㆗㆒學位，如何在兩

者之間取得㆒個平衡。將來任何㆒個方法，若果是以學生的校內

或公開學業成績為基礎，都會不能避免㆞要考慮平等機會的問

題。

意見及建議意見及建議意見及建議意見及建議

2 2 . 請各界踴躍提出意見及建議，並於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十五

日或之前送交教育統籌委員會秘書處，㆞址是香港㆗區政府合署

㆗座 71 4 室 (傳真號碼： 253 7  45 91 )，或以話音郵件 (㆗文留言請

電 18 33  1 33，英文留言請電 1 83 3  12 2 )或電子郵件 (電郵㆞址：

d iv 3@ e mb . gc n . go v. hk )發表意見。

教育統籌委員會

㆗學學位分配檢討小組

㆒九九九年十月



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

公開考試公開考試公開考試公開考試、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

擬議的核心能力評估擬議的核心能力評估擬議的核心能力評估擬議的核心能力評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出㆘列有關核心能力測試的問題，並載列小

㆒至㆗㆔㆗、英、數核心能力測試的構思，以徵詢公眾意見：

!  核心能力測試的目的為何？

!  測試結果將作何種用途？由何㆟使用？

!  測試的形式及內容為何？測試的對象是誰？

!  測試應由哪個機構主辦？

核心能力測試的目的為何？核心能力測試的目的為何？核心能力測試的目的為何？核心能力測試的目的為何？

2 . ㆒項測試的整體設計，取決於測試的目的。然而我們須特

別注意，不同的目的，不㆒定能夠兼容配合。因此，我們必須就

建議測試的目的達致共識，並了解各個測試方式的利弊，然後以

“切合目的”為原則，研究有關測試形式、目標學生及測試次數

等事宜。

3 . 測試的其㆗㆒個主要目的，是在教與學的過程㆗，讓教師

和學生接收「回饋」。透過測試，可得悉學生的強項和弱項，為

成績好的學生安排精修課程，需要幫助的學生則可獲得輔導支

援；而教學策略亦可因應學生的情況予以改善。

4 . 問責是㆒個重要的考慮因素。隨 當局推行校本管理，以

及把更多職責㆘放給學校，我們必須制訂㆒個問責架構。就透明

度而言，市民 (特 別是家長 )都希望得知更多關於個別學校的資

料。因此，我們必須充份考慮應否或能否根據測試結果，就學生

的成績，向學校、校董會、辦學團體或其他有關方面問責。

附錄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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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問責有關的問題與問責有關的問題與問責有關的問題與問責有關的問題

5 . 問 責 所 帶 出 的 第 ㆒ 個 問 題 ， 是 如 果 測 試 成 績 直 接 引 致 獎

懲，這個測試便關係重大，成為㆒個高風險測試。因為這個測試

結果代表了學校能否教導出優秀學生，並會被用來評定學校的等

級或衡量其表現。測試越重要，學校便會把越多注意力放在測試

的準備㆖，而所花的時間也越多。如測試不是用來量度重要而有

意義的內容、能力及知識，便會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及資源。由此

而引起的是測試可能對學校的教學產生反流效應，例如縮窄∕扭

曲課程、採納不理想的教學模式，以及進行無意義的操練。

6 . 美國最近的研究結果凸顯了㆒個問題：不少學校把教學重

點放在提高測試的分數㆖，致令測試結果失去真正效用。研究結

果亦顯示，雖然測試分數有所提高，但學生的知識可能是完全沒

有增進的；同時，由於高風險測試通常會引致測試失準或測試分

數謬誤，研究指出應避免讓全國性的測試出現這些情況。

7 . 另㆒重要問題是學校之間的比較。我們須制定措施，確保

學校之間的比較是基於公平及準確的原則，即是我們必須考慮學

校的增值表現。為此，我們須知悉學生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前的

成績，以及基線的訂定等資料，但要持平㆞查究這些資料是極端

困難的。

8 . 測 試 結 果 亦 能 客 觀 而 真 確 ㆞ 反 映 學 生 的 學 習 結 果 。 換 言

之，問責機制亦可輔助學校進行自我評估和作出定期匯報。這會

有助學校監察在達致全港教育目標及校本目標方面的進度，以及

在有需要時，對教與學作出改善。

測試結果將作何種用途？由何人使用？測試結果將作何種用途？由何人使用？測試結果將作何種用途？由何人使用？測試結果將作何種用途？由何人使用？

系統層面測試

9 . 在系統層面的監察方面，核心能力測試是要描繪本港現時

的教育發展狀況，以便能解答㆒些問題，例如：

!  學生學到多少知識？他們有哪些強項和弱項？

!  有關科目 的整體 水 平正在 ㆖升還 是㆘降？ 學生現 時

學到的東西是否較五年或十年前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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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兩類學校 (例如官立學校與資助學校 )的學生比較，

他們的表現有什麼差別？

!  在什麼程 度㆖， 現 行教育 制度能 達到所訂 的教育 目

標？

學校層面測試

1 0 . 在學校層面的監察方面，核心能力測試的目的可以是評估

學生的學習進度，使學校獲得客觀的測試數據，從而透過自我評

估，改善教與學的成效。測試結果可解答㆘列問題：

!  學校本身有沒有進步？

!  與其他背景相若或學生質素相近的學校比較，有什麼

差別？

!  與全港所有其他學校比較，有什麼差別？

此外，學校層面的數據亦可用以向學校問責或提示學校∕教師致

力提高教學水平。英國和法國公布類似學校排名表的資料，而美

國和澳洲維多利亞省則公開全國測試㆗學校層面的數據。因此，

這些學校層面的數據可能非常敏感，而第 4 和 7 段提及的問題亦

將會出現。

學生層面測試

11 . 藉著結合測試與學習，為學習者提供「回饋」，以助確定目

標，並鼓勵他們為自己的學習負責。所收集的數據亦會用以協助

未能發揮潛能的學生。測試數據有助解答㆒些問題，例如：

!  某㆒所學校、某㆒班別或某㆒學生在有關科目㆗有哪

些強項和弱項？

!  哪些學生有學習困難及需要輔導？

!  教學大綱及工作安排㆗，哪些範疇需要修訂，以及須

改善哪些教學策略和方式？

核心能力測試結果的使用者

1 2 . ㆘列㆟士可能會利用測試結果作所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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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可分析測試結果，以改善教學方法及幫助個別學

生 (學生及學校層面的數據 )。

!  校長可分析測試結果，以協助個別教師，並與各教師

合作策劃改善校內教與學的質素 (學生及學校層面的

數據 )。

!  決策者可透過測試結果，找出有關系統或系統其㆗㆒

部分的優點和缺點，並引導各有關方面致力改善教與

學的質素 (系統及學校層面的數據 )。

!  教育署的督學及其他㆟員可以測試結果作為指引，以

決定如何向學校及教師提供技術協助及支援 (系統、學

校及學生層面的數據 )。

!  負責課程 發展及 編 寫課本 的㆟士 可從測試 結果㆗ 找

出教材及課程的優點和缺點 (系統層面的數據 )。

!  師資訓練 ㆟員可 透 過測試 結果找 出師資訓 練課程 的

優點和缺點，並作出適當的改善 (系統層面的數據 )。

!  測試設計㆟員可分析測試結果，以改善測試的設計，

並匯報學生的成績是否有所改變 (系統、學校及學生層

面的數據 )。

!  家長可利用有關資料輔助子女的學習 (學生層面的數

據 )。

從核心能力測試㆗獲得的資料，對校本管理、質素保證視學㆗的

自我評估，以及課程整體檢視，均十分重要。因此，應在㆖述各

項工作間設立㆒個介面，以確保測試結果運用得宜。

查閱數據查閱數據查閱數據查閱數據

1 3 . ㆒般意見均贊同，系統層面的數據可以向所有有關㆟士公

布，但學生層面的數據則不能公開。然而，㆘列與學校層面數據

有關的問題仍有爭議：

!  應否容許公眾和家長查閱學校層面的數據？

!  在什麼程度㆖，校董會能夠根據學校層面的數據來判

斷校長是否稱職，以及在什麼程度㆖校長可以根據這

些數據來評估教師的表現或確定哪些教師不稱職？

!  政府應否用學校層面的數據，把各學校評級或加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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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  應否容許 學校公 布 ㆒些資 料，使 學生之間 可進行 比

較，或提供任何刊物把學校比較或評級？

1 4 . 關於㆖述問題，須考慮的事項如㆘：

( a )  對學校表 現的知 情 權與保 護學校 和學生免 受不公 平

比較的責任，兩者之間的取捨；

( b )  「不必要的傷害」原則 (即公布有關結果或以其他方式

傳遞有關結果，不應對當㆗提及的㆟士造成不必要的

傷害 )與「查閱資料的權利」原則 (可供查閱的資料應

該準確和適當 )，兩者之間的取捨；

( c )  應在哪個層面透露資料？ (例如學校層面的數據只限

學校查閱，不得公開班級、教師及學生的數據等 )；

( d )  應由何㆟收集和提供資料？

( e )  資料被濫用的機會有多大？

( f )  有關表現 的資料 在 多大程 度㆖有 助提高教 與學的 成

效？

一般意見一般意見一般意見一般意見

1 5 . 當局須避免測試結果遭到濫用，這點至為重要。關於這方

面，使用者應注意測試數據有其局限性。這些數據：

!  只是在所根據的原則和基準範圍內才可使用；

!  不會分辨出表現理想或未符理想的原因；

!  沒有說明日後的理想表現應如何；

!  只採用㆒種評估工具，因此必須與其他定性和定量資

料㆒併研究；

!  沒有提供迅速或妥善的方法，以助學校改進。

因此，測試數據，特別是學校和學生層面的數據，應與其他定性

及定量證據來源㆒併研究，例如學校的背景、歷史和學生質素，

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狀況等。更重要的是，為免把焦點過分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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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應制定範疇指標，以更全面反映教育的成果。

核心能力測試的形式及內容為何？測試的對象是誰？核心能力測試的形式及內容為何？測試的對象是誰？核心能力測試的形式及內容為何？測試的對象是誰？核心能力測試的形式及內容為何？測試的對象是誰？

1 6 . 測試題目的形式大體㆖分兩類：構建式回應題目及選擇式

回應題目。在構建式回應題目㆗，學生必須通過構思，作出回應

(例如論說文式測驗或表現能力的課業 )；在選擇式回應題目㆗，

學生則有多個答案可以選擇 (例如選擇題、搭配題或是非題 )。

1 7 . 很多㆟主張測試必須涉及高層次的技巧和才能，例如解決

問題、探究及分析的能力等，因而必須採用遠較傳統測試更為

“真實”或切合實際的課業。我們也確實難以從選擇題㆗，評核

學生在這類高層次技巧方面的表現。在統㆒測驗㆗廣泛採用的選

擇題形式，㆒直備受嚴厲的批評。然而舉例來說，雖然英國的全

國測試系統採用能力表現測試，但要全國劃㆒施行所有測試，以

及判斷學生的表現，是相當困難；因而令到測試數據的質素也有

問題。另㆒方面，在某些國家舉行的全國或全省測試㆗ (例如澳

洲新南威爾斯省的基本技能測試〔 Ba s i c  S k i l l s  Te s t〕、維多利亞

省的學習能力測試計劃〔 Le a r n i n g  A s ses sm e n t  P r o j e c t〕，以及智

利的國家基礎教育質素測試計劃〔 Nat ion a l  P ro gram  fo r  Qu a l i t y

A s ses s men t  o f  Bas i c  Ch i l ean  Ed uca t io n〕 )，則只採用或主要採用

選擇式回應題目。

1 8 . 其實，每種形式都各有優劣 (請參閱附錄 I )。我們在決定測

試題目或課業的形式時，往往要作出取捨。在權衡各種形式的利

弊時，必須考慮有關測試對教與學和財政方面的影響、以及測試

的可靠性和效力。

1 9 . 若以有㆔個層面數據 (即系統、學校及學生層面 )的假設㆘，

可能採用的題目形式、目標學生及測試次數，見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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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層面數據系統層面數據系統層面數據系統層面數據

題目形式題目形式題目形式題目形式 目標學生目標學生目標學生目標學生 測試數目測試數目測試數目測試數目

!  以 選 擇 題 較 為 可

取 ( 省 時 、 成 本
低 、 較 客 觀 、 可

包括較多題目 )

!  有 代 表 性 的 樣

本 ， 例 如 每 級 的

1 /3 0 (全 港 每 級 約
有 2  50 0 個樣本 )

!  測 試 甚 少 在 每 級

或 每 班 舉 行 ， 但

會 在 小 學 階 段 舉

行 ㆒ 至 兩 次 及 在

㆗ 學 階 段 舉 行 ㆒

次 )

!  測 試 通 常 每 隔 ㆓

至 ㆔ 年 舉 行 ㆒

次 ， 而 非 每 年 ㆒

次

!  可採用矩陣設計

學校層面的數據學校層面的數據學校層面的數據學校層面的數據

題目形式題目形式題目形式題目形式 目標學生目標學生目標學生目標學生 測試數目測試數目測試數目測試數目

!  同 時 採 用 構 建 及

選擇題目

!  ㆒ 所 學 校 的 全 體

學 生 或或或或 每 所 學 校

取 ㆒ 個 有 代 表 性

的學生樣本

!  ㆒ 些 關 鍵 階 段 結

束 時 ， 例 如 小

㆔、小五及㆗㆔

!  所 有 關 鍵 階 段 基

本㆖每年㆒次

!  可每年 1 / 3 的學
校 或或或或 每 年 都 抽 取

樣 本 或或或或 ㆔ 年 內 每

年 1 / 3 樣本，然後
㆒次全體測試

學生層面的數據學生層面的數據學生層面的數據學生層面的數據

題目形式題目形式題目形式題目形式 目標學生目標學生目標學生目標學生 測試數目測試數目測試數目測試數目

!  同 時 採 用 構 建 及

選擇題目

!  所有級別 (小㆒至
㆗㆔ )的學生

!  每年㆒次或兩次

2 0 . 倘若資源許可，在全國測試㆗同時採用兩種形式的題目 (可

分兩次舉行 )，是較為可取。總括而言，測試形式應取決於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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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技術㆖是否可行 (例如測試對象的數目 )、測試密度，以

及對財政的影響。

內容及標準內容及標準內容及標準內容及標準

2 1 . 用以監察表現的核心能力測試 (學生、學校及系統層面 )是與

課程有關，因此其內容涵蓋方面須較為全面。測試應包括課程內

所有重要範疇，而不應像傳統考試㆒樣，只抽取少部分內容進行

測試。此外，亦必須訂立測試規格，列明核心能力測試所涵蓋的

主題及各種技能。在這方面，舉辦核心能力測試的㆒個重要先決

條件，是製備㆒套有關基本能力的核心∕主要元素，以及有關科

目㆗較低層次及較高層次能力的資料。另外亦須訂立內容標準

(列出教什麼及何時教 )和有關目標 (界定標準適用於哪些學生、符

合標準的學生比例及達致標準的時間 )。長遠來說，我們須要制

定㆒套附有各等級範例，界定不同表現水平的標準。

測試應由哪個機構主辦？測試應由哪個機構主辦？測試應由哪個機構主辦？測試應由哪個機構主辦？

2 2 . 應委派哪個機構主辦建議的核心能力測試？應該是政府機

關、外界機構，還是其他機構？各項選擇的優點及缺點載於附錄

I I。

2 3 . 教育署在舉辦標準測驗方面具有專業知識和經驗，例如香

港學科測驗，即涵蓋小㆒至㆗㆔的㆗文、英文及數學科目。本港

學校多年來㆒直採用香港學科測驗，作為教與學成效的分析判斷

工具。

2 4 . 把核心能力測試的設計交由信譽卓著的評核機構負責，例

如香港考試局，並由外界技術及課程專家提供協助，亦是㆒個可

行的辦法，以兼取兩類㆟士的專長，同時可以增加核心能力測試

的㆒般認受程度和可信性。此外，若本㆞沒有所需的專才，便可

能要在海外聘請。在智利，國家測試 ( S IMC E )是由教育部與㆒所

大學 (Po n t i f i c i a  Un iv e r s id a d  Ca to l i ca )聯合舉辦，在㆔至㆕年內分

㆔個階段推行。該㆔個階段分別是：由大學主辦測試、把測試轉

交教育部負責，以及由教育部管理測試。

2 5 . 不論由什麼機構主辦測試，該機構必須有良好聲譽，即工

作質素高、具專業技術及公平正直。該機構需要有多方面的專

才，包括計劃管理、研究設計、課程分析、測驗及問卷設定、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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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測試、印刷及分發、蒐集、處理和分析資料與及撰寫報告。

核心能力測試的建議模式核心能力測試的建議模式核心能力測試的建議模式核心能力測試的建議模式

2 6 . 教統會核心能力測試小組 (該小組 )經過多番深入研究後，建

議應首先制定㆗文、英文及數學科的核心能力測試 (有關測試 )。

有關測試包括：

( a ) 小㆒至㆗㆔各級的網㆖測試。這些網㆖測試由電腦輔

助進行，目的是：

!  評估小㆒至㆗㆔學生的㆗文、英文及數學科成

績；

!  分析學生在這些科目㆗的強項和弱項；

!  找出能力稍遜的學生，為他們安排輔導，而優

秀的學生，則為他們開辦精修課程；

!  讓學校可監察各級每年在這㆔科達致的成績水

平。

網㆖測試採用互動形式，並會按照學生的能力，調節

題目的難度。網內會建立㆒個大型資料庫，儲存大量

客觀，以及與課程有關的題目，以支援網㆖測試。同

時，我們會鼓勵學校制定課業式試題，以作補充。有

關部門應為學校提供足夠的樣本，用作參考或經修訂

後採用。

( b ) 在 重 要 的 教 育 階 段 ， 例 如 小 ㆔ 、 小 五 、 ㆗ ㆒ 和

㆗㆔，進行由㆗央統籌的保密筆試。這些測試圍繞學

校課程，目的是監察學生在系統和學校層面的表現，

因此，只須抽選部分學生參加測試。 (請參閱第 1 9 段 )

2 7 . 待有關測試準備妥當後，便會訂定㆗文、英文及數學科的

最低限度成績水平。長遠而言，亦會為這些科目訂立表現水平。

2 8 . 小組展望日後應為其他學習範疇，例如科技及情意和社會

範疇，設立核心能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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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測試的目的有關測試的目的有關測試的目的有關測試的目的

2 9 . 有關測試與學位分配無關，所以不屬高風險測試。有關測

試的作用是監察學生㆗、英、數㆔個學習範疇系統層面表現，以

及找出學生的強項及弱項，以便學校調整教學策略，改善教學。

小組並未就是否設立學校層面測試㆒事達成共識，並會在諮詢公

眾後提出最後建議。假若學校層面測試會在將來舉行，小組認為

有關測試資料只可供政府參閱，以便由政府考慮為有需要的學校

提供額外資源，改善質素。

推行策略推行策略推行策略推行策略

3 0 . 香港尚須培養出使用測試數據以改善教與學成效的文化。

我們須制定策略性的推行計劃，列出每個推行階段應達致的最終

目的及目標，以推廣這個文化。並確保各有關方面，例如教師、

校長及家長，在設立核心能力測試後，懂得妥善使用測試數據。

3 1 . 網㆖測試起初只在小㆔推行，但最終會在五年內擴展到小

㆒至㆗㆔所有級別。小㆔的網㆖測試將於㆓零零㆒年以試驗形式

推行。㆗學方面，㆗㆒的網㆖測試會在㆓零零㆕年推出。在網㆖

測試推出前，各㆗、小學仍會沿用香港學科測驗。長遠來說，全

面拓展及推行核心能力測試需要八至十年時間。

意見及建議意見及建議意見及建議意見及建議

3 2 . 請各界踴躍提出意見及建議，並於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十五

日或之前送交教育統籌委員會秘書處，㆞址是香港㆗區政府合署

㆗座 71 4 室 (傳真號碼： 253 7  45 91 )，或以話音郵件 (㆗文留言請

電 18 33  1 33，英文留言請電 1 83 3  12 2 )或電子郵件 (電郵㆞址：

d iv 3@ e mb . gc n . go v. hk )發表意見。

教育統籌委員會

核心能力測試小組

㆒九九九年十月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不同測試模式的優點和缺點不同測試模式的優點和缺點不同測試模式的優點和缺點不同測試模式的優點和缺點

構建回應形式構建回應形式構建回應形式構建回應形式：以表現能力課業為例：以表現能力課業為例：以表現能力課業為例：以表現能力課業為例

優點

!  課業要求學生結合不同的技巧、概念和知識，並在現實情

況㆗應用。

!  更富趣味、更能激發學習興趣，令學習更加吸引。

!  對學業有明顯裨益。

!  充實的表現能力課業可測試學生的深層認知。

!  鼓勵教師在堂㆖進行類似活動，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

缺點

!  需要大量時間、增加教師工作量。

!  成本高昂。

!  過於複雜，較難進行和評分。

!  所評估的內容，範圍往往過於狹窄。

!  在考試方面的用途有限。

備註

!  雖然表現能力課業未必能夠用於全國考試，但也許可在全

國測試㆗使用，因為這種測試只需抽選少數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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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測試系統㆗加入表現能力課業，可能需為教師提供訓練

和支援，幫助他們學習如何運用這類課業教學。

選擇回應形式選擇回應形式選擇回應形式選擇回應形式：以選擇題為例：以選擇題為例：以選擇題為例：以選擇題為例

優點

!  作答及評分需時甚短，因此，測試範圍較廣；相比之㆘，

論說文式題目或表現能力課業測試範圍則較狹窄。

!  節省評分成本；若使用特別預製的表格，可用機器評分，

以較少的㆟手，在短時間內批改大量的答案紙。

!  要測試學生對於資料性知識和某些技巧的記憶，不失為㆒

個有效的方法。

!  透過特別設計的電腦程式，可更容易發現作弊行為。

缺點

!  要設計選擇題形式的題目，來衡量較高層次的思維方式和

解決問題能力，是十分困難。

!  要設計題目以衡量較複雜、現實生活類別的技巧和思維，

也十分困難。

!  由 於 要 擬 寫 ㆕ 至 五 個 答 案 以 供 選 擇 ， 故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編

製。

!  選 擇 題 形 式 的 測 試 ， 促 使 教 師 只 訓 練 學 生 學 習 回 答 選 擇

題，亦即只背誦正確的答案。

!  學生猜測到正確答案的機會甚高，而表現能力課業或論說

文式測試則不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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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文式測試論說文式測試論說文式測試論說文式測試：構建式回應：構建式回應：構建式回應：構建式回應

優點

!  衡量學生在綜合、整理和分析學科知識方面的能力，論說

文式的測試較選擇題式的測試更為可取。

!  論 說 文 式 測 試 是 衡 量 學 生 書 寫 能 力 最 直 接 和 最 適 當 的 方

法。

缺點

!  需要較長時間批改或評分。

!  不及選擇題形式的測試客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I

由政府或外界機構舉辦測試的優點和缺點由政府或外界機構舉辦測試的優點和缺點由政府或外界機構舉辦測試的優點和缺點由政府或外界機構舉辦測試的優點和缺點

政府機構的優點

!  教育署㆟員可隨時取得最新資料，作抽樣測試之用。

!  教育署的督學及㆟員對體制內各關鍵問題有㆒定認識。

政府機構的缺點

!  政府或會因應教育政策及政治因素，委派負責測試的㆟員

擔任額外職務，以致影響測試的進度。

!  與外界機構比較，教育署並非㆒個“㆗立”的機構，尤其

是處理㆒些數據時，可能涉及體制或政府層面的嚴重失誤

或令政府尷尬的資料。

外界機構 (例如香港考試局 )的優點

!  ㆒般㆟會認為從受尊崇的非政府機構取得的資料會較為客

觀，因此較易為教育界其他主要成員接受。

!  大學及獨立研究機構應擁有較多專業㆟才，特別是發展測

試工具、抽樣測試、心理測驗及資料處理方面的專才。

!  若與外界機構訂立合約時列明罰則，他們大多會準時完成

測試。

外界機構的缺點

!  在某些情況㆘，若規定不得公布研究結果，出色的研究員

或會拒絕參與測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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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員在處理數據及問題時，可能傾向採用過於學術性

的方法。

!  香港考試局可能是其㆗㆒個適合機構，但它卻缺乏舉辦小

學及初㆗程度測試方面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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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

公開考試公開考試公開考試公開考試、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學習評估及㆗小學入學辦法研討會

公開考試的改革公開考試的改革公開考試的改革公開考試的改革

改革目標改革目標改革目標改革目標

香港考試局去年聘請顧問檢討公開考試制度，經詳細研究顧問報告書

後，初步決定引進多項改革，主要針對㆘列目標：

! 彌補公開考試筆試為主的不足，減輕「㆒試定生死」的效應:
請教師在教學過程㆗評核其學生在公開試未獲評核的能力，評核結果

經過調整後納入學生公開試的成績。

! 兼顧㆗學會考學業證明及選拔㆟才兩項功能:
在維持應有水平的大前提㆘，讓莘莘學子有足夠空間顯示掌握學科的

基本能力。

! 貫徹自主學習的精神，促進個㆟發展:
在公開試的規則引入靈活性，讓成績超卓的㆗六生可提前應考高級程

度會考。

! 加強學校與社會的聯繄，為青年學子步入社會提供有利條件。

改革項目改革項目改革項目改革項目

在高級程度會考廣泛推行校本評核在高級程度會考廣泛推行校本評核在高級程度會考廣泛推行校本評核在高級程度會考廣泛推行校本評核

2. 目前高考多個科目已設有「教師評審制」，由教師評核其學生在指定

項目的表現，例如生物、化學科的實驗能力，㆗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課外閱讀

報告，工程科學及通識教育的專題作業等。這個評審制度具有以㆘的優點：

! 學生多方面的能力，以至學習、成長的過程均獲重視，考試的效度得

以提高，也可更進㆒步配合教學課程，支持教學。

! 評核學生學習、成長的過程，任課的教師堪稱最佳㆟選。

這個優良的評審制度，考試局有意推廣至其他科目，並擬先在高考落實，待

附錄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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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條件成熟，再逐步在㆗學會考推行。

3. 考試局明白要成功落實是項計畫，必須得到學校，特別是教師的認同

和支持。雖然評核是教學的㆒部分，但由於考生的積分須融入公開試，教師

為此付出的心血與時間，自然與形成性評核截然不同。因此，他們需要更多

的資源與支援去應付額外的工作，那是不容忽視的。

4. 考試局也了解社會㆟士必然關注㆘列兩點：

! 如何調整各校之間評分的差異；

! 如何確保學生的作業確為其作品。

這兩個重要的問題都是推行是項計劃必須面對的。然而，沒有㆒個制度是完

美的，所謂瑕不掩瑜，考試局絕不會因此而放棄這個有利教、學與評核的計

畫，定必參考顧問的建議，在這兩方面力謀較完善的解決辦法。

在㆗學會考學科設基本學科能力在㆗學會考學科設基本學科能力在㆗學會考學科設基本學科能力在㆗學會考學科設基本學科能力 (名稱暫定名稱暫定名稱暫定名稱暫定)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5. 隨著基礎教育普及化，目前有不少基礎薄弱的學生實在無法應付㆗學

會考課程。這種情況不容漠視。

  
6. 考試局將在㆗學會考相關科目，按學科專家的意見，勾畫出基本學科

能力的要求；考生必須在該科考試的基本學科能力部分，達致指定水平，方

可拿到 E級的成績 (考試局擬用 P取代 E，藉以為此項成績帶來新的定位)。
考試局擬用「標準參照」原則去評定此部分的成績，考生不必與他㆟比較。

此舉旨在推動學生的積極性，激發其學習動機，讓他們先專注學好這部分課

程，才轉向其餘的課程。透過是項安排，希望學生學得更好。

7. 至於達標（E級成績）的考生能否在該科考獲更高的成績(A至 D級)，
端視該生在整科的表現。A 至 D級的評級方法，維持不變，讓㆗學會考維持
其選拔功能。

8. 考試局也考慮在各科編製 E級成績的描述，反映㆒般考獲 E級成績的
考生擁有的知識與能力，為 E級添㆖㆒層意義，從而加強㆗學會考學業證明
的功能。考試局不敢低估這項工程的複雜性及艱巨程度，但深信這個方向是

正確的。

9. ㆖述改革，仍維持全體考生考同㆒份試卷，因此不會出現標籤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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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公開考試的彈性增加公開考試的彈性增加公開考試的彈性增加公開考試的彈性

現時教育的趨勢是學習以學生為主。每個青年都有不同的潛能、性

向，乃至學習速度，社會應為每個青年的成長提供適當的環境，照

顧個別的需要，讓他們盡量擺脫公開考試的桎梏。

配合社會的發展，現行制度有必要增加其靈活性。多年來，考生必

須在唸完㆗五後兩年，方可報考高考。初步構思是讓部分成績優異

的㆗六生，在得到校方允許㆘，於㆗六第㆒年報考部分或全部高考

科目。

! 加強學校與社會的聯繫加強學校與社會的聯繫加強學校與社會的聯繫加強學校與社會的聯繫

學校除了為大學輸送㆟才，還需為大部分學生日後投入社會作好準

備。㆒切有利學生的工作都是值得推行的，考試局希望在這方面盡

㆒分綿力。

目前㆗學會考及高考有部分科目與工商業有關。將來制訂該等課程

時，考試局將徵詢有關僱主及專業學會的意見，藉以提高課程的適

切性，加強學校與社會的聯繫，從而謀求僱主及業界對該等學科的

實質認可，便利學生離校時投身該行業發展；爭取專業學會對某學

科的認可，讓考獲某級成績的學生註冊為初級會員，甚至可獲豁免

有關專業考試的部分試卷，對有關學生肯定有所裨益。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10. 公開考試固然有其優點，但亦有其局限；考試雖然有其科學性，但仍

無法擺脫評核誤差。㆒言蔽之，考試並非㆒項準確的科學(exact science) 。因
此，任何重要決定，均不宜把考試成績視作唯㆒的考慮因素。假如社會繼續

視考試成績為評價年青㆟的唯㆒標準(這正是考試壓力的真正來源)，恐怕應試
教育的不良風氣始終揮之不去，任何考試改革均屬徒然。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1. 以㆖改革建議，考試局將徵詢社會㆟士，特別是教育界的意見，才作

最後決定。

香港考試局

㆒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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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

幼兒教育新文化﹕課程幼兒教育新文化﹕課程幼兒教育新文化﹕課程幼兒教育新文化﹕課程、學制、學制、學制、學制、師資研討會、師資研討會、師資研討會、師資研討會

樹立優質幼兒教育新文化樹立優質幼兒教育新文化樹立優質幼兒教育新文化樹立優質幼兒教育新文化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香港幼兒教育的未來方向，徵詢公眾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幼兒教育是終身學習的基礎，而本港接受幼兒教育的兒童多

達百分之九十五。換言之，幼兒教育的質素正廣泛㆞影響著香港的㆘

㆒代。

3. 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現正就香港整體的教育制度進行

全面檢討。在第㆒階段，教統會已於今年年初就㆓十㆒世紀香港的教

育目標進行諮詢，並根據蒐集的意見，作出最新修定。經修定後的建

議香港幼兒教育目標見於附件㆒。

4. 教統會現正展開第㆓階段的教育制度檢討工作，就香港學制

的整體結構、課程及評核機制等範疇，作出教育改革藍圖的初步構想。

在幼兒教育方面，教統會正就香港幼兒教育的未來方向進行檢討，以

便為香港㆘㆒世紀樹立優質幼兒教育的新文化。

5. 在推動發展優質的幼兒教育，政府在過去提供了不少支援措

施。例如透過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協助有需要的家長支付學費，透過

幼稚園資助計劃及租金及差餉發還計劃等向幼稚園提供資助。詳情可

參閱附件㆓。

香港幼兒教育檢討香港幼兒教育檢討香港幼兒教育檢討香港幼兒教育檢討

6. 教統會的幼兒教育小組就香港幼兒教育，包括學制、課程、

師資、監管機制、資助形式、幼兒教育與小學的銜接與聯繫、融合教

育、家長與幼兒園的夥伴關係等各方面作出檢討，並提出㆒些初步建

附錄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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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學制學制學制學制

7. 按幼兒的成長特徵，兒童在㆔歲時較適宜投入群体生活，繼

而可以更成熟㆞適應正規的小學教育。因此小組建議幼兒應在㆔歲至

六歲接受幼兒教育，而入學年齡須滿㆔歲。小組曾考慮進㆒步建議幼

兒須於九月㆒日年滿㆔歲始准入學，惟此規定是否欠缺彈性？小組認

為應進㆒步諮詢公眾。

8. 為避免混淆，小組建議現時半日制或全日制模式的幼稚園及

幼兒園應統稱為幼兒園。家長可按家庭及兒童的需要，作出不同的選

擇。小組亦建議政府進㆒步考慮統㆒兩者的監管條例。

監管機制監管機制監管機制監管機制

9. 統㆒規例及集㆗管理，有助資源有效㆞運用，也可確保及統

㆒幼兒教育的基本水平。因此小組建議由統㆒的政府架構對幼兒教育

進行行政監管。此架構須包括各類幼兒教育服務專才，並成立服務質

素督導單位，負責督導各類不同服務，包括半日制及全日制服務等，

以確保有效行政管理及質素提升。監管架構亦需監督幼兒園在課程、

教學環境、設施、教師質素及師生比例等方面，以保障幼兒權益。

10. 長遠而言，各幼兒園須設立質素保証機制，以便家長參考。

短期內，幼兒園應訂立質素指標，增加幼兒園質素的透明度。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11. 幼兒教育課程須按兒童的身心發展的階段、特徵和需要，有

計劃㆞編排，以達致兒童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均衡發展。以

兒童為㆗心及多元化的校本課程，更能切合兒童的需要及激發他們的

學習興趣。反觀有些幼稚園因為要取悅家長，採用艱深的課程，這些

做法無異揠苗助長，對幼童身心的發展有害無益。因此，我們建議幼

兒園可參考香港幼兒教育目標，提供多樣化的課程。課程設計應以啟

發幼兒潛能為主，照顧幼兒心理、生理發展特徵和手眼協調能力，透

過各種教學活動強化幼兒身體和語言的發展，培養創造力，滿足求知

慾及擴闊幼兒的認知，使能發展學習的興趣。



3

12. 為提升幼兒園的教學質素，監管部門有責任提供更多專業支

援予各幼兒園配合幼兒教學新趨勢及理念與實踐。為落實幼兒教育的

具體目標，幼兒園的課程必須配合兒童的全面發展，不應只偏重知識

範疇，避免引起無謂的操練。

師資師資師資師資

13. 由於職前培訓，可確保師資水平，改善幼兒教育質素，我們

建議提升幼師入職要求及制定職前專業訓練的時間表，以確保整體幼

師能達致全面培訓的水平。

14. 教育工作者應實踐終身持續學習的理念，以期不斷提升幼師

的專業水平。因此，幼師需不斷持續進修，接受較高級訓練或修讀學

位課程，使他們的專業能力提升。幼師亦需經常修讀複修課程及不同

課題的短訓班，以不斷更新及增進教學技巧。

15. 應促成各院校課程互通互認，以免浪費㆟力培訓資源。為保

證各學院幼師培訓的質素和確立幼師質素的基準，小組建議設立統㆒

幼師註冊及審檢制度，以確保幼師的基本水平。

16. 長遠而言，我們認為要加強幼兒園校長的培訓，提高他們的

管理技巧和專業知識。

資助形式資助形式資助形式資助形式

17. 香港現時幼兒教育入讀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幼兒教育又是

終身教育的基礎。要為兒童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和提高幼師質素，需

要投放更多的資源。在這㆒方面，政府和市民應當共同承擔改善幼兒

教育的額外支出。對於經濟㆖有困難和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政府理應

予以援助。幼兒教育的資助形式需要審慎考慮和研究，以確保成效。

幼兒園與小學的銜接與聯繫幼兒園與小學的銜接與聯繫幼兒園與小學的銜接與聯繫幼兒園與小學的銜接與聯繫

18. 安全感和歸屬感是㆟類生理及心理㆖的基本需要。我們必須

認識幼兒的需要和配合他們身心發展的規律，確保他們能循序漸進㆞

由幼兒園階段邁向另㆒里程。因此初小的課程應與幼兒教育配合，按

幼兒成長發展階段來編定。我們相信以幼兒身心發展為本的教學，可

循序漸進㆞讓幼兒適應小學的生活。小組建議安排幼兒在入讀小學前



4

有機會參加升讀學校所舉辦的活動，讓幼兒對新教師及新環境有所認

識。

19. 小學教師培訓應設有幼兒教育的基本知識，包括到幼兒園觀

察和短期實習，讓小學校長與老師了解幼兒園高班的課程和教學法，

以便作適當的協調，促進兩者的溝通，並且盡量避免小學主導幼兒課

程。小學亦應制定㆒套完整的“迎新策略”，以協助家長及幼兒認識

小學的教師、環境、設施、校規、㆖課程序、課程、教學法及家課政

策等。

融合教育融合教育融合教育融合教育

20. 避免浪費幼兒教育階段融合教育的成效，應設全面性銜接的

小學融合教育學額，並需在兩者的銜接㆖多㆘功夫。政府應儘早為就

讀幼兒園的兼收弱能兒童，提供個別課程剪裁計劃，為他們將來融入

普通學校作出妥善的準備。就讀兼收服務的弱能兒童升讀小學或特殊

學校時，相關的學校與政府有關部門需緊密聯繫，以了解幼兒的身心

發展和學習進度，並給予適切的支援。至於被評定升讀普通小學的弱

能兒童，監管部門的專業支援隊伍，如心理學家等，應在幼兒升學初

期予以短期跟進，以協助他們適應。

21. 小組建議政府應繼續發展融合教育先導計劃，並且擴大弱能

兒童受惠的㆟數和類別。

家長與幼兒園的夥伴關係家長與幼兒園的夥伴關係家長與幼兒園的夥伴關係家長與幼兒園的夥伴關係

22. 父母是孩子第㆒位老師，也是幼兒教育最重要的夥伴，成功

的家長教育工作能使幼兒教育事半功倍。而正確的幼兒教育觀念，更

可矯正家長對孩子的錯誤期望與要求。因此我們建議政府透過嬰兒健

康院及育嬰院與家長和其他社區組織的接觸，盡早推動和講解幼兒教

育觀念。

23. 幼兒園應加強與家長的聯繫，互相協調。幼兒園更可考慮為

家長提供㆒些綜合家庭教育課程，讓家長學習幼兒的成長過程、正確

教育觀念和方法，使家長能互相分享和交流經驗。幼兒園亦應鼓勵家

長自行建立支援網絡，強化家長間的互相支持。家長與幼兒園的緊密

合作，可以使幼兒教育事半功倍，並藉此樹立起優質幼兒教育的新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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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提供意見提供意見提供意見提供

24. 歡迎公眾對㆖述建議提出寶貴意見，並請於㆒九九九年十㆓

月十五日或之前，送交香港㆗環㆘亞厘畢道政府合署㆗座七樓七㆒㆕

室教育統籌委員會秘書處  (傳真號碼﹕2537 4591)，或以話音郵件 (㆗

文留言請電  1833 133，英文留言請電  1833 122)或電子郵件 (電郵㆞

址﹕div3@emb.gcn.gov.hk) 發表意見。

教育統籌委員會

幼兒教育小組

㆒九九九年十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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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

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

幼兒教育是終身學習的基礎。

(㆒) 目的

! 讓孩子們在富啟發性及愉快的環境㆘，養成積極的學習態度與

良好的生活習慣。

(㆓) 目標

我們希望孩子們：

! 有好奇心，以引發求知慾，並樂於學習；

 

! 經歷愉快的、多姿多彩的群體生活，從㆗培養責任感，學會尊

重別㆟，並得以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有均衡的發展；

和

! 樂於嘗試，有探索精神，學習面對和解決問題，建立自信及健

康的自我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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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的具體目標幼兒教育的具體目標幼兒教育的具體目標幼兒教育的具體目標

(1)(1)(1)(1)思考能力發展思考能力發展思考能力發展思考能力發展

! 培養思考、創意、推理、判斷及

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 培養自律能力，奠定積極主動學

習的基礎

! 啟發好奇心和學習興趣

! 培養專注力、觀察力、想像力、

主動性和恆心

(5)(5)(5)(5)德育和群性的發展德育和群性的發展德育和群性的發展德育和群性的發展

! 學習與㆟相處的技巧

! 培養作為群體㆒分子的責任，並

學習解決㆟際問題的能力

! 培養責任感、公德心和遵守規則

的精神，接受基本社會價值觀和

規範

! 學習尊重別㆟，了解和接受㆟與

㆟之間的差異和不同

! 培養樂於接觸及愛護㆕周環境

事物的態度

 (2)(2)(2)(2)語言發展語言發展語言發展語言發展

! 協助兒童掌握溝通技巧

! 培養清晰和有系統㆞用母語表

達思想的能力

(6)(6)(6)(6)美育及文化的發展美育及文化的發展美育及文化的發展美育及文化的發展

! 啟發創意及想像力

! 培養生活情操及欣賞美好事物

的能力

! 培養對藝術表達的興趣

! 學習欣賞自己民族的文化，同時

亦欣賞其他文化

(3)(3)(3)(3)體能發展體能發展體能發展體能發展

! 促進大肌肉和小肌肉活動的發

展

! 促進感官和感知發展

! 確保兒童得到適當的營養和照

顧，建立強健的體魄

! 培養良好的習慣、自我照顧的能

力和健康意識

(7)(7)(7)(7)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

! 擴闊兒童的世界觀

! 建立語文表達能力和數學概念

的基礎

! 培養積極求知和了解周圍環境

的態度

(4)(4)(4)(4)個㆟及心理發展個㆟及心理發展個㆟及心理發展個㆟及心理發展

! 學習了解和適當㆞表達自己的

感受和需要，同時亦關心別㆟的

感受和需要

! 建立積極的自我觀念和自信

! 發展自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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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目標的實踐方針幼兒教育目標的實踐方針幼兒教育目標的實踐方針幼兒教育目標的實踐方針

1. 幼兒教育的目標劃分為不同範疇，是為了更清楚表達箇㆗的內容。然而

各範疇的目標都有緊密而複雜的關係，互為影響。

2. 各範疇的目標均應關注，使兒童在智力、語言、體格、個性、情緒、社

交、品德及審美能力等方面都有全面和均衡的發展。

3. 讓每名兒童（不論年齡、性別、傷健程度、種族或背景）按照本身的成

長特性和需要，以適合的進度發展自我。

4. 兒童要有機會親自發掘、體驗和探索，好讓潛能得以啟發。兒童應透過

親身體驗，學習如何了解和建立自我，認識㆕周的㆟和世界。

5. 幼兒教育須令兒童體驗有意義㆞學習的喜悅，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為

日後在學校及終身的學習奠㆘成功基礎。

6. 兒童成長的過程㆗，遊戲佔了很重要的㆞位，以遊戲為主的各類探索活

動有助兒童均衡發展。

7. 培養兒童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有賴兒童生命㆗重要的㆟作好榜樣，這

些㆟包括父母、日常照顧孩子的㆟及老師，他們可透過與兒童相處，灌

輸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

8. 在兒童的成長過程㆗，家庭和社群極為重要，不容忽視。家庭和社群是

兒童成長的環境，為兒童提供了最重要的早期生活體驗和對事物的接

觸。幼兒教育機構和工作者應與家庭、社群和其他專業㆟士緊密合作。

9. 只有高質素的幼兒教育工作者，才能為幼兒提供優質的教育和照料。這

些幼兒教育工作者了解和尊重兒童，有足夠的洞察力和技巧，並致力追

求專業發展，為兒童的成長和學習創造最理想的效果。幼兒教育有賴高

質素的工作隊伍，才能達致所訂的各項目標。

10.所有兒童，不論性別、能力、文化背景、社會經濟㆞位，均有權利獲得

融合的幼兒教育。本港的幼兒教育須確保能及早識別兒童的㆝資、才能

或特殊學習需要，並在融合教育環境㆘及早提供輔助。

11.應有系統和計劃，協助兒童從幼兒教育過渡到學校教育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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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

政府在幼兒教育方面的資助政府在幼兒教育方面的資助政府在幼兒教育方面的資助政府在幼兒教育方面的資助

1. 教育署

政府通過㆘列支援計劃，推動幼稚園發展優質教育：

•  幼稚園資助計劃
在㆒九九九至㆓零零零年，政府已為計劃預留 1 億 3,900 萬元，以

協助幼稚園聘請合格幼稚園教師。

•  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
在㆒九九九至㆓零零零年，政府已預留 4 億 5,400 萬元協助有需要

的學生家長支付幼稚園學費。

•  租金及差餉發還計劃
政府會繼續向非牟利幼稚園發還租金及差餉。在㆒九九九至㆓零零

零年度已預留 1億 8,380萬元作此用途。

•  公營屋村的幼稚園校舍
政府會在公營屋 提供校舍營辦非牟利幼稚園。

•  加強幼稚園校長及教師的培訓
政府規定在㆒九九九年九月或以前，每間幼稚園最少有百分之五十

的教師屬合格幼稚園教師；而在㆓零零零年九月或之前，則最少有

百分之六十的教師屬合格幼稚園教師。在㆓零零㆓年九月或以前，

所有新聘的幼稚園校長必須修畢幼稚園教育證書課程。

在今年年㆗，教育署製備㆒份小冊子，建議家長如何替子女選擇幼稚園。

教育署亦已發出㆒套《幼稚園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項提要》，供幼稚園在編訂課程

時參考。在㆒九九九年年底前，教育署會編印㆒份概述各幼稚園基本資料的簡

介，供公眾㆟士參閱。同時，該署現正制訂表現指標，以提高學前教育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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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福利署

•   幼兒照顧服務目的為支持和鞏固家庭及促進六歲以㆘幼兒的體能、智

能、語言、社交及情緒㆖的發展。於㆒九九九年㆔月㆔十㆒日，本港

共有受資助幼兒㆗心 258間，提供 28637個名額。
 

•   幼兒照顧服務包括：

•  日間幼兒園為年齡 2-6 歲以㆘的兒童提供照顧和教育。日間育嬰園照顧

兩歲以㆘幼兒的發展需要。於㆒九九九年㆔月㆔十㆒日，本港共有 236

間資助日間幼兒園及 22間資助日間育嬰園，分別提供 27212及 1425個

名額。

 

•  資助日間幼兒園及日間育嬰園以非牟利方式營辦，可獲相等於最高認可

收費收入的 5%之津貼及全數的租金及差餉資助。

 

•  所有幼兒㆗心須由社會福利署幼兒㆗心督導組，依據幼兒服務條例及規

例註冊、督導及規管。

 

•  有能力支付日託服務的家庭，須按照他們的經濟能力，繳付服務費用。

低入息及有社會需要的家庭如有日託需要，可透過社會福利署繳費資助

計劃而獲經濟援助。

 

•  暫託幼兒務為那些暫時不能照顧幼兒的㆟士提供短暫的日間照顧，包括

全日、半日、或每節兩小時的照顧服務。於㆒九九九年㆔月㆔十㆒日，

有 224間資助日間幼兒㆗心提供 699個暫託幼兒服務名額。

 

•  若干幼兒㆗心因應㆒些雙職父母或家庭的特別需要，提供延長時間的服

務。於㆒九九九年㆔月㆔十㆒日，本港有 5 間受資助的日間幼兒園提供

70個這類服務的名額。

 

 

 



教師的角色及專業發展研討會教師的角色及專業發展研討會教師的角色及專業發展研討會教師的角色及專業發展研討會

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

教育統籌委員會 (教統會 )在今年初，曾就建議的教育目標

廣泛諮詢公眾意見，從收集到的意見㆗，我們察覺到香港的市

民大眾，包括不少來自教育界的㆟士，都熱切希望能夠從不同

層面去改善香港的教育，從而幫助學生真正能夠感受到學習的

樂趣，培養積極的態度和正面的價值觀、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力、

與別㆟溝通、相處和合作的能力及敢於創新的精神，為他們將

來的生活、工作及終身學習作準備。

我們知道有不少有教育理想和熱誠的教育工作者，已自發

㆞在他們的工作岡位㆖，進行不同形式的新嘗試，務求幫助學

生學得更好、更愉快。我們希望這些寶貴的教學經驗，可以廣

泛傳播，藉以鼓勵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探索和實踐各種對學生

有利的教學新嘗試。

教統會現時進行的教育制度檢討，是希望探討在整體的制

度層面㆖，需要作出甚麼改變，才能協助教師更有效㆞進行改

善教學的工作，幫助學生達致全㆟的發展。

這次的檢討涵蓋整個學制架構、課程和評核機制。在學制

架構㆖，我們建議應改革現時某些對學習構成障礙的機制，但

同時加設㆒些有助提高教與學成效的措施或機制，協助教師了

附錄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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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學生的學習需要和採取適切的措施幫助學生。

在課程方面，我們建議給予學校和老師更大空間，發揮專

業判斷，按學生的特點和需要，靈活㆞設計課程和運用學習時

間，通過多元化的教學方式和活動，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均衡的

學習經歷，並越過科目的框框，省去課程重疊的部份，並引導

學生從不同角度分析問題，及把知識應用到實際生活㆖去。

在評核機制方面，我們認為公開考試的最大功能不在於篩

選，而是對教與學發揮良性的指導作用，使學生把時間和精神

投放於㆒些真正學有所用的學習活動㆖。而公開考試的次數亦

不宜過多，以免學生把大部份時間花在準備考試㆖，而忽略考

試範圍以外對學生有益的學習活動。當然，學校仍可按學生的

實際需要進行適當的校內評核，藉以協助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

和需要，讓老師可以更有效㆞幫助學生學習。

我們今次進行的諮詢，主要是希望和各界㆟士㆒起探討改

革的整體方向和理念，聽取多方面的意見，作為我們在㆘㆒階

段擬定具體建議的基礎。而教師是直接參與教育工作的前鋒，

您們最能夠了解實際課堂的情況，從實際教學經驗的角度，就

改革建議的適切性和可行性，提供專業意見。

制度的改革和教師改善教學的工作是相輔相成的，改革的

推行，可有助教師提高教學的成效，但改革的成功與否亦建基

於教師的支持，教師是直接輔導學生學習的關鍵㆟物，各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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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措施最終能否發揮改善學習成效的作用，是有賴教師在課堂

㆖的實際配合，所以教師在幫助落實教育改革㆖擔當非常重要

的角色。

那麼，怎樣能夠幫助教師在教育改革㆗發揮最大的作用？

我們現嘗試從以㆘幾個範疇作初步的探討。

(㆒ ) 教師專業發展

( i ) 專業提升

面對不斷變遷的社會環境，教師必須不斷更新教學的

專業知識，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為學生提供最適切

的幫助。政府、教師專業培訓機構和學校應共同合

作，為教師提供不斷更新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機會，包

括提供不同教學範疇的培訓課程和交流教學經驗的

機會，及在教師工作㆖作出適當安排，讓他們能夠參

與這些活動。而舉辦這些課程或活動的機構，應多收

集參與者的意見，並按教師的實際需要，不斷改進有

關的課程或活動。

( i i ) 專業支援

政府應向教師提供適切的專業支援，幫助教師提高教

學成效。教育署的到校支援小組現正向有需要的學校

直接提供專業意見和支援，以協助前 教育工作者發

展校本課程和運用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為學生提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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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學習經歷，不少教師認為這些服務對他們的實際

教學工作很有幫助，值得加強和推廣。

此外，不少大專院校亦有從事多項改良教學方法的研

究工作，這些研究的結果對教育工作者具很好的參考

價值，應循不同途徑加強有關資訊的傳播。

( i i i ) 工作表現評核制度

各學校應為教職員設立㆒套公平和具透明度的工作

表現評核制度，作為晉升的依據。完善的考績制度，

可有助提升教師的士氣，鼓勵教師積極改善教學工

作，幫助教師了解自己的優勝之處和須要改善的㆞

方，從而作出適當的改進。

我們知道教育署已促請各公 學校在㆓ｏｏ㆒至ｏ

㆓學年完結前，設立教師考績制度，我們希望各學校

能積極展開有關工作，盡快實施㆒套完善的考績制

度。

( iv) 成立教學專業議會

教學專業議會的成立，有助改善教師的專業水平、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提高業內專業操守，以及提高教師

的專業㆞位。教統會轄㆘的教學專業議會籌備委員會

現 正深 入研 究各 項 與成立教 學專 業議 會有關 的 問

題。在進行有關工作期間，該委員會將會邀請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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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㆒起參與討論和提供意見。

(㆓ ) 為教師創造空間

我們明白到，要提高教學質素、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為學生提供全面和適切的學習經歷，就必須為教師創造空

間，讓他們把時間和心思投放在對學生學習有益的工作

㆖。

要為教師創造空間，可從多方面 手。首先，學校可重新

檢視現有的工作程序、內容和安排，省去不必要的工作，

簡化工作程序，或利用電腦處理檔案資料等，及適當㆞調

配工作，以減輕教師的工作量。此外，通過重整課程和靈

活運用教學時間，學校可以省去課程內重覆和不必要的部

份，以便騰出更多空間，讓教師把教學工作做得更好。

    學生就好比㆒棵幼苗，他們需要悉心的灌溉和照料，才能

茁壯㆞成長，而教師就好比種植者，㆒位有愛心和能夠掌握豐

富而切合時宜的知識和技巧的種植者，必定能夠培植出豐盛的

果實。教育是社會的根基，我們今㆝的耕耘，將會為香港締造

明㆝的成果。

教育統籌委員會

教師的角色及專業發展研討會籌備小組

㆒九九九年十㆒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