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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對施政報告幼兒教育的意見 
 

對於教育統籌局公佈對幼兒教育發展有更新的進展，並接納

了本會部分建議，全面增加對幼兒教育的資源，本會表示非常歡迎。

但就幼兒教育的建議本會仍有以下兩點意見： 
 

1. 幼兒教育應視為基礎教育 
 

根據施政報告的建議，幼兒教育的每年經常性開支將增至 33

億元，比例由過往整體教育開支的 2%增至約 6%，但政府仍未將幼兒

教育納入基礎教育的範疇。本會認為，零至六歲是小朋友重要的學習

階段，接受幼兒教育亦應視作學童的權利，故此，政府應以將幼兒教

育納入正規教育為目標，並制定達到此目標的路線圖。(參考附件甲

目前先進國家早期教育) 
 

2. 教統局應積極推動家長教育 

 

要進一步改善幼兒教育的質素，除了減省家長學費負擔，加

強師資培訓外，做好家長的教育工作，培養家長對幼教的正確觀念，

才能提升整體社會素質。故此，本會建議政府應多舉辦講座，向家長

直接講解幼兒教育政策的最新發展，並向家長灌輸正確的幼兒教育理

念。 

 

此致 

立法會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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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件甲＞ 

目  前  世  界  發  達  國  家  推  廣  早  期  教  育 
 

日   本   佔   百    份    之   八   十   三 ，  美   國   佔  百   份   之   七   十   六 ，   法   
國   佔  百   份   之   七   十   五，   比   利   時   竟   達   百   份   之   九   十   八。   很   多   
國   家   把   早   期   教   育   列   入   國   家   正   式   教   育   計   劃   中  ，  並   向   普   
及   的   方   向   發   展  。  全   世   界   諾   貝   爾   獎   獲   得   者   ，   猶   太   人   佔   
了   百   份   之   十  六  ，  而   它   的   總   人   口   只   佔   世   界   人   口   的   百   份   
之   零   點   三   。   美   國   費   城   成   立   了  “  人   類   潛   能   開   發   研    究   
所” 
 

新   西   蘭  ，  以   前   首   相   名   字   命   名   的“ 普   魯   凱   特   計   劃  ” 屬   
於   一   項   國  家   行   動   計   劃 ， 主  要   研   究   零   至   三   歲   兒   童   早   期   
教   育 ，  現   已   取   得   很   重   要   的   研   究   成   果  。  布   魯   姆   博   士   對   
一   千   五   百   二   十   三   個   零   至   三   歲   兒   童   進   行   跟    蹤   調   查  ，  
發   現   早   期   接   受   教  育   的   兒   童   比    未   接   受   早   期   教   育   的   兒   
童   智   商   平   均    高    出    百   份   之   十  七   左   右   ，   這   一   資   料   與   許   
多   專   家   的   深   化    研    究    取    得    的    結   果   相   一    致 ，  目   前   已   
被   許   多   國    家    所    認   同。  
 

北   京   對   於   兒   童    早    期    教    育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立   法   ，  北   京   
並   非   是  最   早    將    零   至   三   歲    兒    童   教   育   作  爲   法   規   寫   進   地   
方   立   法   的 。 世  界  上  一    些   國   家   都   開   展   了   這    項    研   究  或   已   
經   有   了   這    項    立    法  。  二   零   零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 北   京   
市   人  大  正   式   通   過   了 《  北  京  市   學    前   兒   童   教   育   條   例  》，  該   條   
例   將   於   今   年   九   月  一   日   正   式   實   施  。 條   例   中   規   定 ：“  本市   倡   
導    和   支   援    開   展   三   周   歲   以  下 嬰   幼   兒    的   早   期   教   育”，  讓   
新   生  兒  成   爲   最   早   接   受   教   育   的   物   件  ，  這   與  國  際   上   早   期   
教   育   的   研    究    成   果   一    致。   
      

早   期   教   育   在   我   國   也   源   源   流   長。 我    國   歷   史   文   獻   中   都   
有   不   少   記   載 ， 如： 唐   朝   駱   賓   王  ，  六   歲   寫  《 詠  鵝 》 詩 、李  白“五   歲   
誦   六   甲 、  十  歲   觀   百   家”、杜   甫 “七    齡   思   即   半  ，  開   口   誦   鳳   凰 
“（ 寫《 鳳  凰》 詩 ）。  鄭   板   橋   三   歲   識   字   讀   詩   文 、 六  歲常   識   淵   博  。  
魯   迅   五   歲   開   始   閱   讀 《水   滸》、《  三  國   演   義  》、《  西   遊   記 》  等。 
北   京   程   淮   教   授   在   談   到   北   京   目前   嬰    幼   教   育   的   現   狀  ，  對   
兒   童   早  期教   育   未   來   的   普   及   性   表   示   了   相   當 大   的   信   心：“目 
前  在   全   國   範   圍   內   已  實 施   兩   年   的   二   零   四   九   計   劃 ，  對   全   
國一   百   萬   兒   童   進   行   跟   蹤   教   育 ， 到   二 零   四   九   年   將   爲   中   國   
造   就   百   萬   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