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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字，非華語學生數目迅速增長，15歲以下全日制非華語學生數目

由2006年23,444個增加至2011年的32,400個，增幅接近四成。少數族裔與全港人口在6-16

歲的就學率接近，但在17-18歲及19-24歲組群的就學比率卻少於全港人口就學比率10%及

12%。1
 

 

根據政府在2014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少數族裔扎根香港，有不少更是

土生土長，已是香港的一分子。但少數族裔人士在融入社會，讀書及就業方面都遇到重重

困難，造成跨代貧窮的情況。故此，本會欣見教育局在2014/15開始推行「中國語文課程第

二語言學習架構」(簡稱「學習架構」)，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中文學習支援，幫助他們提升

中文能力及學習的信心。 

 

本會一直密切留意及跟進「學習架構」的政策及運作，並就此提出以下問題及相關建議。 

 

訂定訂定訂定訂定短中長期短中長期短中長期短中長期目標及目標及目標及目標及評評評評估機制估機制估機制估機制 

 

現時政府每年投放2億元在「學習架構」，但至今未有訂定具體目標及評估機制。為了確

保資源用得其所，必須訂定不同階段的目標及評估機制。政府在訂定這些成效指標時，亦

應諮詢相關持份者的意見。初步建議「學習架構」的短期目標可包括減少傳統「指定學校」

非華語學生的比例（有些學校的非華語學生比例達到90%，造成不利學習中文的語境及種

族隔離），以及家長對選校及「學習架構」的認識。中期目標可包括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能

力，成功銜接主流中文課程的學生人數，以及受訓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的老師數目。長期

目標可以是非華語學生升讀大學的人數及比例，就業及向上流的機會，以及貧窮情況是否

得到改善等。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中文作為第二語言中文作為第二語言中文作為第二語言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及教材課程及教材課程及教材課程及教材 

 

教育局現時的「學習架構」只是把主流中文課程分拆為小步子方式學習，並不是幫助非

華語學生「從第二語言學習」的角度出發，並非真正的第二語言學習。此外，現時「學

習架構」欠缺教材、教學法及評估工具，中文老師還要耗費時間及精力自行編寫課程及

準備教材。但編定課程及課本並非老師的專長及責任，政府應儘快提供真正的「中文作

為第二語言」課程，包括課程目標、教材、教學法及評估等，有效幫助非華語學生學習

中文。 

 

                                                1  2011 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政府統計處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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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錄取十個支援錄取十個支援錄取十個支援錄取十個以下非華語以下非華語以下非華語以下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學生的學校學生的學校學生的學校 

 

現時有410間中小學（217間小學及193間中學）取錄少於10個非華語學生2
，這些學校沒有

額外資源，不似錄取十個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有80至150萬元津貼，可以聘請中文老

師或教學助理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支援。雖然教育局指出這些學校可以申請五萬元資助，然

而根據樂施會於2016年的研究調查，只有25%錄取少於10個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有申請該項

撥款，絕大部份學校都沒有申請3。教育局不應假設非華語學生在中文語境，就會自然學懂

中文；相反他們亦可能因無法與人溝通，而變得退縮、失去自信及學習興趣。我們建議教

育局應主動提供撥款給錄取10個以下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或者安排中文老師到這些學校提

供支援，如抽離教學或平行班等。 

 

促進少數族裔家長參與促進少數族裔家長參與促進少數族裔家長參與促進少數族裔家長參與及提高透明度及提高透明度及提高透明度及提高透明度 

 

很多人以為少數族裔家長不關心子女學業，其實不然。社聯在2010年曾進行比較研究，發

現少數族裔家長同樣關注子女教育及升學事宜，只是他們對教育制度的認識較少，往往因

為語言障礙，令他們難於接收全面的教育資訊4。教育局在推出「學習架構」的初期只有中

文資訊，絕大部份家長不知道這項與他們息息相關的政策，故建議教育局能把「學習架

構」、幼稚園及小一入學等教育資訊翻譯為英文，上載教育局網站，或者透過錄取非華語

學生的學校派發給家長。 

 

現時有198間中小學（112間小學及86間中學）5獲撥款80至150萬元，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學

習中文支援，但少數族裔家長卻無從得知這些學校名單。這無疑是間接鼓勵非華語學生繼

續入讀傳統「指定學校」，因為這些學校必定有額外資源，但卻缺乏中文語境；又或者冒

險入讀主流學校，但卻完全缺乏中文學習支援。對家長而言，這兩個都不是理想的選擇。

既然現在已有二百間學校獲得撥款，標籤效應已大大減少，為了讓家長有足夠資訊，教育

局應增加透明度，公開接受撥款資助的學校名單，以便少數族裔家長可作出明智的選擇。 

                                                2  立 法 會 審 核 2 01 6- 1 7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 答 覆 編 號 EDB 0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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