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對「香港自資專上教育」意見書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為中學界別中惟一以支援中學輔導、升學及就業輔導教師協助中學生訂立升

學及就業計劃（生涯規劃）為目的的教師組織，現有會員學校四百十一多間，佔公營中學九成。

在 11-12學年，因應首屆新高中學生的需要，本會及與不同高等院校或機構合作舉辦的升學輔

導培訓或資訊講座達數十場次。從前線的接觸，我們非常認同政府、立法會及公眾頇對自資專

上教育，特別是自資院校於收生及課程質素方面，作嚴肅而廣泛的檢視以至監察，以保障香港

專上教育成效。 

 

現況及問題 

就 2012年度入學情況，就讀自資專上課程的佔新高中繼續升學的人數一半，意味著大部份高

中學生都需要有關課程的資訊及跟進輔導。 

 

收生程序操作混亂 

我們支持教育局延續及高等教育科回應前線訴求，開發 E-APP讓中學畢業生可於同一平台向二

十多間自資專上院校課程提交入學申請；本學年又因應前線意見，簡化學校和學生提交資料步

驟，提高 E-APP平台運作時間，皆為正面發展。可惜，E-APP仍未能做到真正一站式處理及分

配取錄結果，造成收生及取錄過程中不少混亂及資訊誤導，令學生使用 E-APP之餘仍要向額外

向個別院校報名，應付這些院校要求提交的大量資料、文件、申請自述文章等，疲於奔命；學

校老師全年無休協助學生申請程序，撰寫推薦信等，工作量增長數以倍計。第一屆個別院校對

新學制了解不足，我們尚能明白，但本學年仍有個別院校「搶先」於 E-APP啟動前要求學生自

行報名、參加入學筆試、老師撰寫大量推薦書…令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等院校志在製造聲勢，

「搶收」學生，卻無視學生、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我們明白實行一站式的收生及取錄平台存

在一些協調上的難題，但不致難以解決。期望局方和各院校加快步伐，於來年逐步落實此方案。 

 

超收及課程質素保證問題 

2012年部份院校嚴重超收學生，是我們亟表關注的問題。大專院校雖擁有大量資源，卻應難

以在既定的硬件（課室、校園空間、設備）和師資預算以外大幅超收 50、60%的學生，而不直

接影響教學質素。部份大專院校有自行評審課程的自由、所有院校都有收生的自由，但我們強

烈要求院校不單視學生為「收入」，而在整個收生到課程執行至資訊提供等，都抱持對公眾責

任，給學生在學習質素和畢業後的銜接作最好的準備。 

 

資訊欠透明 

我們收到不少前線老師的投訴個案，皆針對自資課程的收生問題例：（一）學生未符 3322成績，

院校卻「邀請」學生以 IELTS成績補救，入讀學位課程；（二）學生原已獲某院校取錄，開課

前才知會學生因選修科不符而收回學位。我們絕不鼓勵學生以「名聲」及「往績」（收生成績）

決定個人路向，但就現況所見，院校對 2012年收生情況及成績水平欠透明度，各自表述之餘

輔導老師和學生都無從理解所謂「入學分數」的計算方式，部份更視為機密，不願公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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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關資訊透明度的問題，期望透過院校加強與中學輔導老師、學生溝通聯繫，和公眾監察的

力量，得以改善。 

 

建議 

專上教育院校的自發性完善 

我們仍相信大專界應有學術及行政的自主；但如大學聯招系統建立的經驗，以至英國高等教育

的經驗，一個聯合的招生及分配系統，可以是「多贏」的方案；開放更多由收生準則及數據、

課程特質、升學及就業銜接、以至對學生發展支援工作等，致能循序漸進讓公眾了解各院校的

特色和優勢，扭轉現時以「名牌」為選校準則的困局。 

 

強化由教育局推動的協調角色、引入公眾監察 

教育局在如市場機制般運作的自資專上教育圈子裡，仍可從分配資源方面入手，同時加強現存

的協調游說工作，特別在起步階段投入資源，協助大專院校盡早完善現存的 E-App功能；至於

公眾（包括前線教育同工、專業協會、學生輔導機構及傳媒）的監察方式，除收集問題個案及

通報、跟進，忽發奇想，可效法英國高等教育體系的「自資大專課程選擇年刊」，除客觀因素

外，引入就學學生的評價和意見，以市場手段監察「教育市場」。 

 

發掘及回應學生群體的特殊需要 

沒受主流媒體多少關注的，是一群有各類型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隨著大專教育普及化，專上

教育如何為他們提供足夠及適切的教育及培訓機會、學習支援，以及專上教育後的出路和跟進，

是教育局和大專界頇積極開始探討的課題。 

 

落實到位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政策 

大專教育的重要性不是給學生一個兩年或四年的避難所、提供一紙文憑；大專教育給年青人學

術和事業發展的準備，為他們踏入工作世界打好基礎。所以，我們鼓勵中學生認清個人特質，

了解不同的升學及培訓機會如何能幫他們一展所長，那不單是資訊，多辦講座就可以；生涯規

劃，升學輔導，要由小開始；在所有成熟的教育體系裡，都是備受重視的學生成長支援重點項

目！多年來，升學及就業輔導在教育局編制內都被忽視。由於新高中的關係，我們喜見局中不

少有心人都多走幾步，與前線協作，加上不少學校輔導老師「超額」付出，2012年 7月，學

生放榜、升學都比我們想像的順利。但若不把握時機，在學校加強生涯規劃和教育，重整支援

政策和資源，兩三年後畢業生又會如從前以成績主導選擇的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