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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學生在 2012年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表現出色，但他們當中
約有 20%至 30%未能在 201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達到基本
能力水平。及早輔導可幫助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能夠在學習
過程中，成功邁向下一階段。此外，在中學教育的傳統學術
課程外，若能進一步推廣工藝／職業教育，亦可妥善照顧
有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需要。  

 
本研究簡報討論香港和新加坡就推行及早識別有學習困難
的小學生所採取的的不同措施，以及兩地中學課程的特點。
 
學校教育的課題屬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政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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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十多年來，香港和新加坡、南韓、上海、台灣、日本及芬蘭一直

高踞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榜首或前列的位置。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

計劃 "為  3  年一度的調查，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制訂，目的是量度15  歲

的學生在數學、科學及閱讀方面的能力。香港於2000年起參加該計劃，

根據2012年的調查結果，香港的學生表現出色，數學成績位居第三，科學

及閱讀均排名第二。  

 
1.2   然而，本港約有 30%的中三學生在 201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的

英國語文科未能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全港性系統評估由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 (下稱 "考評局 ")舉辦，旨在評估學生分別在  3  個主要學習階段

(即小三、小六及中三 )完成時，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及數學科的

整體表現。中三學生在 201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的中國語文科及數學科

成績也未符理想，約有 20%未能在這兩科目達到基本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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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 2013年舉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小三學生在英國語文科未能

達標率為 19.6%、中國語文科為13.4%、數學科為12.5%。小六學生的相應

未能達標率上升至 27.6%、 21.9%及 15.8%，而中三學生未能達標率更進

一步增至 30.5%、22.9%及20.3%(圖表 1)。及早輔導可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成功邁向下一階段，尤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為然，因為有不同學習

能力的學生可獲安排入讀合適的班別或課程，按適合他們的速度學習，

掌握與他們的能力相稱的知識和技能。  

 
 

圖表1  在201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未能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比  

 
 
 
 
 
 
 
 
 
 
 
 
 
 

資料來源：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2013)。  

 
 
1.4   就香港的小學而言，教師會在新學年開始時觀察學生，以便識別

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此外，中一派位制度根據學生的學業表現，將他們

分為  3  個派位組別，編配中一學位。其他國家則採取不同的方式，把有

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分流，並在學習過程的各個階段為他們提供足夠的

學習機會。其中一個值得參考的國家是新加坡，該國的教育制度在

《 2014年 IMD世界競爭力年報》 1  中排名第二，而麥肯錫公司在 2007年

發表的研究報告 2 中指出，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是全球公認最好的教育

制度之一。    

                                            
1  國際管理學院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簡稱 "IMD")每年發表 IMD世界

競爭力年報。據 2014年的年報所載，丹麥的教育制度排名第一，香港則居第 25位。丹麥把

整個  9  年強迫教育結合一起，無分小學及初中階段，而市立小學和初中學校的所有班級

平均每班只有 20名或以下學生。除了人文科目 (例如丹麥語及歷史 )、科學科目 (例如數學及

自然科學 )及實務／創意科目 (例如體育及音樂 )外， "道路安全 "、 "衞生及性教育與家庭

教育 "和 "教育、職業及勞動市場導向 "均屬小學強迫教育課程的一部分。鑒於丹麥與香港

的教育制度截然不同，本研究簡報不會討論丹麥的教育制度。  
2  請參閱 Barber, M.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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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加坡教育部大規模地為所有小一學生進行評估，以便在幼齡

階段識別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學生亦在中學分流，同一所中學提供
性質不同的課程，以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能力。此外，新加坡的學校課程

成功將職業教育定位，吸引對工藝方面較有興趣的中學生，以職業教育

為繼續升學或進入勞動市場的途徑。  

 
 
2.   有學習困難的小學生  

 
 
2.1   在香港，為及早識別疑似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小學推行 "及早識別

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 "(下稱 "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 ")。教師

會在新學年開始時，觀察每名小一學生的學習及社交適應情況，並填寫
《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藉以識別出疑似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如有

需要，被識別的學生會獲提供學校為本的及早輔導支援，其形式為課堂

支援和小組輔導 3。  

 
2.2   新加坡並不依靠教師的觀察，而是規定全國小學為所有入讀小一

的學生進行評估，旨在識別出在入讀小一時尚未具備基本讀寫及運算

能 力 的 兒 童 。 兒 童 若 被 識 別 為 需 要 協 助 ， 可 經 由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Learning Support Programme)及數學學習輔助計劃 (Learning Support Programme 

for Mathematics)獲得支援 4。    

                                            
3  課堂支援包括課程調適及課堂教學調適，而小組輔導則包括讀寫訓練小組、學習技巧小組，

以及朋輩輔導計劃。  
4  學習支援計劃的對象為英語及讀寫能力較弱的小一學生，如學生有需要，該項計劃提供的

支援會延續至小二。數學學習輔助計劃則集中照顧缺乏修讀小一數學課程所需的基本運算

技巧及知識的小一學生。合資格教師每天以小組方式，為被識別為須接受學習支援計劃和

數學輔助計劃的學生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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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據新加坡教育部 5，學習支援計劃曾幫助約 30%讀寫能力較弱的

小一學生，使他們能夠掌握其他同齡學生所須具備的讀寫能力，並可以

在小一學期結束時通過學校的英文科考試。另有 10%在升讀小二後繼續

獲得支援的學生，則能夠在小二學期結束時通過考試 6。  

 
2.4   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可指為成績稍遜的學生，或可指為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例如有讀寫困難或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在香港，小學

教師擔當重要的角色，負責識別及協助有不同學習困難的學生。然而，

根據教育局的資料，截至2012‐2013學年，公營主流小學的教師只有42%

曾接受特殊教育培訓 7。  

 
2.5   新加坡教育部於 2012年開始在 20所小學試行學校為本讀寫障礙

治療計劃 (School‐based  Dyslexia  Remediation  Programme)。學校為本讀寫障礙

治療計劃為期兩年，為有需要的小三及小四學生提供支援，該等學生

在其小二學期完結時透過評估被識別為有讀寫困難的學生。學校為本

讀寫障礙治療計劃現時涵蓋  62  所小學，佔新加坡小學總數的三分之一。  

 
2.6   根 據 2013 年 新 加 坡 小 學 離 校 考 試 8  (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的結果， 97.5%的小六學生 (41  974名學生 )被評為適合升讀

中  一 9。相對而言，香港的小六學生在全港性系統評估中，英國語文科、

中國語文科及數學科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百分比不超過 85%。  

                                            
5  請參閱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8)。  
6  在新加坡，大部分中小學每班有 40名或以下學生，而小一及小二則每班有 30名或以下學生，

而學校可因應某些科目的性質或學生的背景靈活減少每班學生的人數。舉例而言，在設計

與科技、家政的課堂上，學生或須操作機械或器材，因此每班人數通常為 20名。而學習支援

計劃和數學學習輔助計劃以小組形成進行，每組 8至 10名學生。一些學校亦會調配兩名教師

負責學生人數達 40名的班別，其中一名教師按課程授課，另一名教師則協助對理解老師

授課可能有困難的個別學生。請參閱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2b)。  
7  請參閱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2014)。  
8  小學離校考試評核學生的能力，並安排他／她修讀合適的中學課程，以切合他／她的學習

步伐及能力。  
9  至於被評核為未準備好升讀中學的學生 (2013年的人數百分比為 2.5%)，他們可透過學校

推薦在下一年重考小學離校考試，又或入讀專為難以應付主流課程的學生而設的學校。

請參閱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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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不同學習能力的中學生  

 
 
3.1   在香港，教育局透過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分配中一學位，按

小學生的校內成績將他們編入不同派位組別。自2001年起，派位組別數目

由  5  個減至  3  個，以期淡化標籤效應。減少派位組別數目的自然結果是

更多學生被編入同一組別，這或會擴大同校學生之間的能力差異。然而，

所有學生均修讀相同的課程，參加對他們有重大影響的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下稱 "文憑試 ")。  

 
3.2   新加坡採用不同的方式，按中學生的學習能力把他們分流。

同一所學校提供性質不同的課程，學校會按入讀學生的小學離校考試

分數，安排他們修讀快捷 (Express)、普通 (學術 )(Normal(Academic))或

普通 (工藝 )(Normal(Technical))課程。  

 

3.3   快捷課程為期  4  年，學生修畢課程後參加新加坡  劍橋普通

教育證書 (普通程度 )考試 (Singapore‐Cambridg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 Level  Examinations)(下稱 "GCE  "O"  Level考試 ")(圖表 2)，之後一般會繼續

修讀大學先修課程或入讀理工學院。普通 (學術 )課程的修業期分為  4  年

及  5  年，修畢前者可獲頒GCE "N" Level證書，修畢後者則獲頒GCE "O" Level

證書 10。普通 (工藝 )課程的修業期為 4年，課程主要是準備學生升讀工藝

教育學院 11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的工藝及職業導向課程，學生

修畢普通 (工藝 )課程後可獲頒GCE "N" Level 證書。快捷及普通課程的課程

重點不同，主要是配合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興趣。  

   

                                            
10  在 GCE "N" Level 考試取得優良成績的普通 (學術 )課程學生，可無須在中五時參加 GCE "O" Level"

考試，而透過兩條新的 "直通車 "出路，即修讀理工學院基礎課程 (Polytechnic  Foundation 

Programme)或理工學院直接入學課程 (Direct‐Entry‐Scheme‐to‐Polytechnic  Programme)，畢業後直接

入讀新加坡的理工學院。  
11  工藝教育學院成立於 1992年 4月 1日，是教育部轄下的專上教育院校。該學院為職業工藝

教育的主要提供機構，亦為頒授全國職業技能證書及訂定有關標準的主要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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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     修讀快捷及普通課程的出路  

 
 
 
 
 
 
 
 
 
 
 
 
 
 
 
 
 
 
 
 
 
 
 
 
 
 
 
 
 
 
 
 
 
 
 
 
 
 
 
 
註：   (1)   Nitec: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Certificate  (國家工藝教育學院證書 )。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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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新加坡，學生完成GCE "O" Level考試後，可選擇不同的出路，

包括報讀理工學院或修讀初級學院 (Junior college)的大學先修課程。學生如

希望入讀新加坡的大學，便須在修畢大學先修課程後參加 GCE "A" Level

考試 。 近 年 ， 能 力 足 以 升 讀 大 學 的 學 生 亦 可 入 讀 綜 合 課 程 學 校

(Integrated   Programme  School)， 從 而 跳 過 GCE "O" Level考 試 ， 直 接 參 加

GCE "A" Level考試或同等考試。  

 
3.5   新加坡的學生儘管開始時會被安排修讀某個課程，但他們仍可

視乎其學術表現轉讀其他課程。舉例而言，成績突出的中二普通 (學術 )

課程學生可選擇修讀中三快捷課程。同樣地，中二普通 (工藝 )課程學生

如在考試中表現出色，亦可轉讀中二普通 (學術 )課程。轉讀課程機制旨在

給予學生機會修讀最適合他們能力的課程。  

 
 
4.   對工藝方面較有興趣的中學生  

 
 
4.1   在香港，文憑試採取核心加選修科目的考試模式。所有中六學生

須報考  4  科核心科目 (即英國語文、中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 )，以及

下列類別中  2  至  3  個選修科目： (a)新高中科目、 (b)應用學習科目、或

(c)其他語言科目。  

 
4.2   應用學習科目為在傳統學術科目以外尋求發展的學生，提供職業

導向訓練 12。然而，有別於其他學術科目所採用的  5  級制，應用學習科目

的成績以 "未達標、 "達標 "及 "達標並表現優異 "等級記錄。就申請政府

職位或報讀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而言，獲評為 "達標並表現優異 "的

考生，只會被視為等同在文憑試中取得第  3  級的成績。此外，應用學習

科目的授課及評核均由有關課程提供機構負責，而非由學校負責。上述

兩項安排或會減低應用學習科目對學生的吸引力。  

   

                                            
12  應用學習分為  6  個學習範疇： (a)應用科學、 (b)商業、管理及法律、 (c)創意學習、 (d)工程

及生產、 (e)媒體及傳意、及 ( f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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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4年有 79  572名考生報考文憑試。應考應用學習科目只有

4  337名考生，當中 "西式食品製作 "為最熱門的應用學習選修科目，

有  745  名考生，而 "環境工程 "則最冷門，僅得  11  名考生。然而，這些數字

遠低於應考新高中選修科目的考生的人數。就2014年文憑試而言，"經濟 "

是最熱門的新高中選修科目，考生達  19  834  人，而 "服裝、成衣與紡織 "

最少人報考，只有84名考生。  

 
4.4   應用學習科目欠缺吸引力，促使對工藝方面較有興趣的中學生

修讀學術導向的科目並參加文憑試，這也許是此個對考生有重大影響的

考試的合格率相對較低的原因之一。根據最近公布的 2014年文憑試成績，

只有40.4%日校考生達到升讀本地大學學士學位課程的基本入學要求。  

 
4.5   新加坡的普通 (工藝 )課程內容廣泛，配合對工藝方面較有興趣的

學生日後就業或接受專上工藝教育的需要 13。普通 (工藝 )課程學生必須

修讀英國語文、數學、基本母語及電腦應用科目，另要修讀以工藝或實務

為主的科目，例如設計與科技。由2005年開始，學校亦提供選修單元，

以培養學生對特定範疇的興趣和能力。該等單元涵蓋多個科目，例如

護理、旅遊服務及數碼動畫。  

 
4.6   所有完成中學教育的普通 (工藝 )課程學生都可報讀工藝教育

學院的工藝／職業教育課程。在新加坡，工藝／職業教育並非只是

投身職場的升學終站。除了讓學生畢業後即可憑相關學歷投身各行業外，
工藝／職業教育亦為他們提供另一入讀大學的可行途徑。成績優異的

工藝教育學院學生可報讀理工文憑課程，修畢課程後可繼續升讀大學。

近年，每屆普通 (工藝 )課程學生當中平均約有 15%升讀理工學院或

大學 14。  

   

                                            
13  中四普通 (工藝 )課程的學生如符合相關的學歷要求，亦可以選擇轉讀普通 (學術 )課程。  
14  請參閱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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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觀察所得  

 
 
5.1   根據上文的分析所得的觀察臚列如下：  

 
(a)  據觀察所得，在低年級打好基礎，對學生在下一學習階段的

學習有幫助。因此，合適的做法可能是按學生的學習能力

將他們分為不同的組別，然後把每一組編入合適的班別或

課程。學生可藉此獲得更妥善的照顧，以適合他們的步伐

學習，吸收應有的知識和技能，在學習過程中成功邁向

下一階段；  

 
(b)  對於有學習困難的兒童，及早識別和輔導可以幫助他們在
學習過程穩步邁向。在香港，教師對小一學生的觀察是識別

他們是否有學習困難的第一階段評估。新加坡採取不同的

方式，為所有小一學生進行評估，以識別出未能掌握基本讀寫

及運算技巧的學生，而被識別出的學生會獲得合資格教師

每天以小組方式支援；  

 
(c)  對於有不同學習能力的中學生，香港的做法是根據他們的
校內成績把他們編入不同派位組別，編配中一學位。不過，

由 2001年起，派位組別數目由  5  個減至  3  個，這或會擴大

同校學生之間的能力差異。然而，所有中學生須修讀相同的

課程，應考對他們有重大影響的文憑試。  

 
相對而言，在新加坡，同一所學校會提供  3  類性質不同的

課程，即快捷、普通 (學術 )及普通 (工藝 )課程，以照顧學習能力

不同的學生。此外，學生亦可以在日後轉讀更合適他們的

課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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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於工藝方面較有興趣的中學生，香港似乎未能為他們在
傳統的學術科目以外提供其他具有吸引力的升學渠道。雖然

應用學習科目着重職業導向訓練，可是學生在這類科目所能

取得的最高等級為 "達標並表現優異 "，就求職及升學而言，

只相當於在文憑試中取得第  3  級的成績，因而影響了應用

學習科目的吸引力及其在學生當中的受歡迎程度。  

 
新加坡的普通 (工藝 )課程教授學生以工藝為主的科目，而

學生修畢課程後的出路清晰明確。他們可升讀工藝教育學院

的課程，取得以實踐為主的工藝訓練，畢業後投身社會。

倘若他們在工藝教育學院成績優異，更可循正式的銜接途徑

由工藝教育學院升讀理工學院，再由理工學院升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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