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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學校資助的計算 

──就「處理中學生人口下降帶來的問題的措施」向立法會提交的意見書 

 

戚本盛 

2012.10.31 

 

1. 2000 年開始的教育改革至今已 12 年，當年的小一學生今天已高中畢業，這

12 年間，無論是學制或課程，無論是教育目標、內容或評估，無論是教師的

工作生態或學生的學習經歷，都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是，公營學校的資助

政策，卻數十年如一日，遠遠落後於學生的需要、家長的期望。表面上，今

天學校面臨不穩定的局面，是因為學生人口下降而影響到學校人事編制上教

師的數目，但真正關鍵，是學校資助計算上的錯誤。正本清源，教育局必須

及時修正這些錯誤，若只是短視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則不可能解決教師

和學生所遇到的根本問題。 

2. 目前的資助政策，是以學生人數來計算資助的。學校取錄一定數目的學生後，

按「每班學生人數」(「班生比」)便可算出可以開班的數目，有了開班數目，

又按「每班教師人數」(「班師比」)計算出學校人事編制的教師數目，教師

多少當然又與學校能否提供足夠的課程讓學生修讀有關，教育局要中學結束

(「殺校」)的一個常用理由，正是這個計算上帶來的問題。 

 

【任意操弄的「班生比」和「班師比」】 

3. 以上計算中的兩個關鍵，是「班生比」和「班師比」，既由教育局規定，也是

該局的政治工具，用以化解壓力。最常用的是「班生比」，例如適齡學生人口

上升，教育局便調高開班人數，班數便可不用相應增加，也因此可以不用投

放相應的資源。到適齡學生人口下降，教育界出現「殺校」危機，要求教育

局妥善處理，教育局也常用「班生比」來回應，調低開班人數，部份面臨危

機的學校便或能多開一班，暫時離開「殺校」的邊緣。 

4. 問題是，以上的「班生比」和「班師比」，只是教育局操弄的數字，並無實質

的教育理據支持。對教育界「小班教學」的呼聲，教育局無視眾多的教育研

究，無視教師在課室內要處理數十學生的學習差異的困難，卻經常要求要有

教育研究支持，可是，「班生比」和「班師比」又有甚麼研究支持呢？例如，

要達到培育學生的教育目標，為甚麼「班師比」是目前規定的 1:1.7(初中)和

1:2.0(高中)而不是 1:2.5 或 1:3 呢？初中每班學生的教師人數，要比每班高中

的少，又有甚麼教育原理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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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為本的計算：教師工作量】 

5. 沒有如實考量教師的工作，是計算資助時的「需求評估」中的一大錯漏。教

師工作量只有增加而沒有減少，教師因為工作量過大而出現怠倦的現象越來

越嚴重，既因為教育改革過快過急，也有課程規劃失誤的原因，例如新高中

課程所需課時便超出中四至中六原有的課時。另外一個鮮為人注意的失誤，

是編排教師的工作時，只計算上課的教節，而沒有考慮到，教師的工作根本

不可能只在課堂內完成，備課、批改、課後檢討、活動籌劃、與學生面談輔

導等等，都十分重要而且必須在課堂外進行的。教育局的資助計算所遺漏的，

是一個課堂內外工作的比例，只要實地觀察和調查，當可發現，保守一點的，

已可能是 1:2 或 1:3，如以每周 44 小時工作為基準計算，則便是每周 14.67

或 11 小時的課時，換算成 40 分鐘的教節，即 22 或 17 教節，和現在動輒逾

30 教節確實相差太遠。 

 

【需求為本的計算：學生的學習】 

6. 以上所說的是教師工作的「需求評估」，其實學生的需求，也影響到資助的計

算，就以參與融合教育計劃的學生為例。因為計算上的疏漏，使目前參與融

合教育計劃的學生，得不到所需的照顧。一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若通過融

合教育計劃在主流學校就讀所得的資助(約 5 萬元)，比起在特殊學校就讀的

單位成本(約 20 萬元)，竟然少了 75%，而只比一般學生的(約 4 萬元)，只多

出 25%，資源的貧乏，使學校不能增聘人手照顧學生，這便形成教師工作上

的困難，甚至影響全班學生的學習，而融合教育的學生，一樣得不到應有的

照顧，結果造成「三輸」的局面。歸根究底，計算資助時，應該在人事編制

上，按學生的真實需求，增加所需教師的數目。 

 

【修正人事編制的計算】 

7. 適齡學生人數下降，是進行小班教學，加強照顧學生的契機，這是間接調節

「班生比」的辦法，是可以肯定的。本文則指出，「班師比」其實一樣缺乏理

據，沒有進行充份的需求評估，結果造成教師工作和學生學習上的極大困難，

在這種因計算失誤造成的困難，是要教師和學生承受的，可是，現在學生人

數下降，教育局就要按這種錯誤的計算來結束學校，這不但沒有道義，而且

是將自己的錯誤推在別人身上的，要糾正這個錯誤，教育局必須及時引入恰

當的「需求評估」來制訂合適的「班師比」。(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