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 CB(2)422/04-05(09)號文件 
致   ︰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由   ︰ 沙田區中學校長會 
事  由︰ 對「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的初步回應 
發表日期︰ 2004年 12月 20日（星期一） 

沙田區中學校長會（下稱本會）計劃向區內會員校長及中學教師派發問卷，調查他

們對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的意見，並會將調查結果遞交教統局參考，及向傳媒發

佈。以下為本會的初步回應。 

（一）課程方面 

1. 通識教育︰學制諮詢文件一出，通識教育科引發了很大的討論，大眾對該科
的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評核方法、教師培訓以至於其在新高中課程的地位，

都存有疑慮。既然通識教育在高中學制中佔很重要的席位，對學生升讀本地

大學有決定性的影響，本會認為在大眾的疑慮未得到釋除前，不應草率推行，

宜從詳計議。 

2. 許多科目的新課程內容祇有粗略架構，諮詢文件只介紹了一些學習重點／課
題，未見有具體的資料。諸如：科學科，四個選修單元只列出三個，另一選

修單元連名稱也未有（見「新高中課程核心及選修科目架構建議」第 213頁）；
此外，英文科所列出的選修單元，其一將會取消，另有兩個單元則未列入。

這種現象實在令人懷疑，當局預備諮詢文件時是否草率行事。本會質疑諮詢

文件內容粗疏，缺乏具體資料，社會大眾很難作相對的回應。 

3. 職業導向課程︰諮詢文件對職業導向課程介紹甚少（見「改革高中及高等教
育學制－對未來的投資」第 15頁），是否意味著該等課程相對地較為次要呢？
其實，職業導向課程為許多學生提供一條很好的出路，但一般學校對該等課

程所知甚少，學校策劃和推動該等課程時自然倍覺困難。本會認為當局有需

要就此提供更具體的資料及對學校作出支援。此外，該等課程的地位和認証

將直接影響其開設之成敗，但文件卻未給予定位，亦未清楚提及認証安排。 

4. 有些科目，如中、英文科的戲劇選修單元，要以小班進行教學，需要額外資
源配合。再者，學生若要外出欣賞話劇而無額外資助，則貧困學生的學習機

會勢必因而減少。 

5. 新課程注重學生的其他學習經驗，考慮到學生的多元發展，本是好事；但家
境清貧的學生參與體藝活動，有一定經濟困難。現有的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

金，資助對象祇是小四至中三的學生。本會建議成立「其他學習經驗基金」，

資助有需要的學生。 

6. 校本評核：本會認為每科都進行校本評核是沒有必要的，否則對老師和學生
皆是極大的災難。 



7. 推行期限：本會認為新學制和課程，對學生、學校和香港社會的影響重大，
未有充足準備前，不宜倉卒推行。2008年不應是推行新學制和課程的限期。 

（二）教師方面 

1. 新課程的推行在很多方面將增加的老師工作量，例如各科的校本評核，高中選
修科取消分組教學；又如班級結構，不論高低年級皆維持每班 40 人，使師生
比例不減反加。凡此種種，在在是要增加本來已不勝負荷的老師的負擔。更可

悲的是，諮詢文件又強行取消沿用多年的計算教師人手公式，改用「四捨五入」

方法計算，令過半學校因此減少了一名教師，這種做法實在是錙銖計盡，刻薄

寡恩的做法，令教師反感。 

2. 教師需要再培訓，以應付新課程的需要。本會建議教統局提供「教師再培訓
代課津貼」，讓學校聘請代課教師，使現職教師安心接受培訓。 

3. 通識教育需要分組教學，所需額外教師可由現職超額教師，或新增聘教師擔
任。兩者都應屬正常編制教師，不分彼此，以免令教師分化，使老師不能安

心工作。 

4. 現行學制祇有約三份一的中五畢業生升讀中六。而新學制下，所有中學生皆
可完成高中三年課程。這種情況勢必增加老師的教學難度，教統局應合理調

撥資源，以助學校解決諸種問題。因此高中 1.9之師生比例應提高至 2.3。 

高中新學制和課程改革，方向縱然正確，但要達至成功，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包括

課程設計、推行的具體策略、教師培訓和教學資源調配等。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贏得前

線教育工作者的心，釋放他們的心力。在新學制下，如何使大部分學生不會多浪費一年

青春，是家長、學生、學校和教統局的巨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