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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給予非華語學生的支援措施  
 
  教統局為有取錄新來港學童 (包括少數族裔或非少數族裔的

非華語兒童 )的公營學校提供「校本支援計劃津貼」。學校可

運用資源為學童提供適切的校本支援服務，例如迎新、加強

及 /或輔導教學及個人發展訓練，以迎合新來港學童的學習

和適應需要。在 2006/07 學年，每名小學生的津貼額為每年

2,633 元，中學生則為每年 3,906 元。  
 
  教統局為收取非華語小一新生的學校提供資源，為他們舉辦

為期四星期的暑期銜接課程，讓他們認識本地學校生活，及

提升他們學習中國語文的興趣。由 2007 年起，教統局會將

現時在暑期為非華語小一新生舉辦為期四星期的銜接課

程，擴展至包括升讀小二、小三及小四的非華語學生，以幫

助他們鞏固在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所學到的知識，

並為順利過渡至第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六）作好準備。  
 
  為使資源能夠發揮更大的效果，教統局鼓勵取錄了非華語學

生的學校，靈活運用現有為照顧學生差異而提供的資源，如

輔導教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學校發展津貼」及「學

生輔導服務津貼」等，並以「全校參與」的模式，制定一套

有系統的政策和措施，更有效地照顧非華語學童的學習需

要。  
 
  教統局已透過集中支援，在 2006/07 學年物色十所小學和五

所中學作為指定學校，以期它們在教統局的深入到校支援

下，照顧非華語學生的需要，尤其在中國語文學與教方面。 
 
  深入的到校支援服務包括由專業人員定期到學校探訪，與教

師一同備課，以制訂校本中文課程、教與學策略、校本教學

資源／教材、學習活動和評估的設計等。教統局亦會安排校

本及聯校專業進修活動，以提升指定學校的教與學效能及讓

它們分享經驗。  
 
  教統局正著手委託大專院校營辦學習中文支援中心，為中文

程度較低的學生 (特別是較遲開始學習中文的學生 )於課後

或假期，於有關指定學校的校舍提供輔導課程，以及參與發

展相關的教學資源和提供專業意見。  



 

 

 
  教統局會由 2006/07 學年的下半學年開始，委託大專院校為

指定學校的中文教師開辦培訓課程。  
 
  其他進一步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加強教育支援措施載於附

錄。  



 

 

附錄  
 

其他進一步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加強教育支援措施  

 
(a)  由 2004 派位年度開始，在小一及中一派位機制下，非華語

學生可選擇入讀本地學校或傳統上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的

學校。我們亦鼓勵非華語學生學習中、英文。  

(b)  教統局已加強鼓勵非華語家長安排其幼童入讀本地幼稚

園，以透過早期沉浸形式提供充足接觸中國語文的機會。  

(c)  為檢視少數族裔學童融入學校社群的情況，教統局於 2004
年 11 月委託了本地一所大學進行一項為期三年的縱向研

究，跟進那些在 2004/05 學年獲分配入讀主流學校小一班級

的少數族裔兒童，在適應及成長方面的表現，直至 2006/07
學年他們升讀至小三完結為止。  

(d)  教統局計劃利用在元朗的空置校舍，為少數族裔兒童推行更

多支援計劃，以切合他們的特別需要。我們已邀請非政府機

構建議有關的特定用途。  

(e)  鑑於個別非華語學生希望有途徑考取其他的中國語文科考

試資歷，我們會安排由 2007 年起在香港開辦綜合中等教育

證書（中國語文科）考試，供有興趣的非華語學生參加。  

(f)  由於非華語學生對職業訓練的需求日增，職業訓練局、建造

業訓練局、製衣業訓練局及其他非政府資助專上學院都準備

就非華語學生的入讀申請，在中文方面的要求作適當的彈性

考慮。此外，職業訓練局和建造業訓練局會招聘以主要少數

族裔語言（例如烏爾都語和尼泊爾語）為母語的人士擔任職

業訓練課程的傳譯員，以及把課程資料翻譯成這些少數族裔

語言。這些課程的實際數目和推行時間表會因應課程的實際

需求和所需成本而調整。  

(g)  教統局將推行職業中文計劃（設有合適的課程及訂明有關資

格），以提高個別少數族裔人士的就業能力。這些人士不諳

中文但已過了在學校學習中文的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