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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就本會就本會就本會就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中學的班級與教師比例中學的班級與教師比例中學的班級與教師比例中學的班級與教師比例」」」」議題議題議題議題，，，，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意見及建議意見及建議意見及建議意見及建議：：：： 

 

回顧改革目標與重點回顧改革目標與重點回顧改革目標與重點回顧改革目標與重點 

 

自 2000年，香港政府接納了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提出《香港教育制度改

革建議》後，香港學界展開了學制改革學制改革學制改革學制改革、課程改革課程改革課程改革課程改革及考評改革考評改革考評改革考評改革的艱巨工程。而根

據改革建議書所說： 

「教育改革的大前提是以學生為主體，本的理念是幫助每個人透過終身學習

達致全人發展。在基礎教育階段，我們希望通過教育改革，能夠確保每個人

都達到基本水平，同時亦幫助具備超卓潛質的學生追求卓越。在高中及以後

的階段，我們建議促進多元化、多途徑教育體系的發展，為學生提供更多學

習的機會和選擇，讓他們可以按自己的性向和能力選擇合適的學習途徑和方

式，促進終身學習社會體系的建立。」 

 

當時，教統會提出香港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目標應是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

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這都是許多教育工作者的嚮往。 

 

在此十多年間，香港學界持續進行林林種種改革，許多改革項目讓學校、教師及

學生經歷許多翻天覆地的改變。而根據當年改革建議所指，改革重點為: 

� 改革入學機制及公開考試，創造空間 

� 改革課程及改良教學法 

� 改良評核機制，輔助學與教 

� 增加高中及以後的多元化終身學習機會 

� 訂定有效的資源策略 

� 提高教師專業水平 

� 實施支援前線教育工作者的措施 

 

我們欣賞當年政府對香港教育發展及二十一世紀人力培訓作前瞻性的規劃，並能

預測推行改革時，對各持分者產生的效應及支援需要。在建議書內，不少章節提

出對學生學習空間的考慮、對教師教學空間的創設、在教師需進行教學範式轉移

的支援、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考量。考慮之周詳為學界所欣賞的，但改革項目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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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對學校及教師工作的挑戰，亦為學界所擔心。 

 

現況現況現況現況及限制及限制及限制及限制 

 

自 90年代，教育當局提出「學校管理新措施」為香港學校引入頗大的管理改革

後，除了因應校本需要的教學工作外，許多來自問責需要而衍生的非教學工作，

如: 自評、外評等。 

 

自 2009年起，新高中課程推行，學校為了配合學生多元的發展，學生能力及性

向的差異，學校作出不少相應配合及安排： 

� 提供闊而廣的高中課程，各學校均開設不同選修科； 

� 為拓寬學生視野，培育全人，各學校提供更多不同的其他學習經歷； 

� 為照顧學生能力差異，許多學校進行分組教學，利用額外人力指導學生學

習； 

� 為照顧考評需要，進行大量校本評核，師生課後或假期進行評核及相關指導

工作； 

� 因應新高中課程過深過廣的需要及課時嚴重不足，師生課後或假期進行補課，

以完成課程及學與教內容； 

� 為支援教師面對新課程制定及校本教材編寫的需要，同時促進教師交流教學

心得及解決教學難點，教師不時進行共同備課、同儕觀課。 

 

此外，社會文化價值改變，學生面對各種成長挑戰，學生成長培育工作，亦令學

校及教師疲於奔命。總而言之，學校及教師教學與非教學工作激增，工作量是十

分沉重的。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及及及及前前前前瞻瞻瞻瞻 

 

十多年下來，我們都會問: 學校教育是否達到改革建議書的目標? 香港學生水平

是否得到理想的提昇?考評改革為學生鬆綁，拓寬思考空間? 還是繼續成為教學

指揮棒? 而在學校教學方面，學校是否提供合理環境及條件，改進教師教學策略? 

是否能推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以改善教學? 還是，未能令教師發揮最大的教學效

能? 

 

於新高中改革的過渡期，教育當局曾提供額外資源，以增加人力去紓緩改革前期

工作。就新學制需要，教育局分別於 2009-2010學年及 2011-2012學年改變各校

教師人力資源的計算形式。惟當中有關班級與教師比例之計算原則及組成因素，

卻未有詳細與學界解說。政府當初考慮與實況有否差距，計算方式有否顧及不同

級別學生需要的支援配套等，教育當局實應同步檢視，以確保資源適切運用。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與考評局已於 2012年實施第一屆文憑試，教育局亦進行檢討

課程、課時、考評及校本評核等項目，惟教學人力資源之檢討卻未有觸及。特別

現時班級與教師比例及其他教學支援人員的檢討，亦未見有時間表跟進。 

 

總結而言，本會懇切建議教育當局應加速檢視新高中課程及考評內容外，更應從

速啟動教師人手檢討機制，在檢討學校人力及資源配合，以提供合理環境，支援

新學制各項改革及發展需要。 

 

更重要的是，在鄰近地區加強教育投資及改善的情況下，學界以致全港巿民都關

注香港優勢是否逐步減少? 我們的政府對培育未來香港人力資源的思維和部署

是怎樣?  

 

黃大仙區中學校長會主席 

                                                              劉瑤紅 

2013年 6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