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黨就少數族裔兒童的教育意見書 
 
2011 年人口調查發現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口數目為 192 400 人， 佔全港人口的

2.9%。就讀全日制課程的少數族裔人口數目為 42 079 人，當時 62%正就讀小學

或學前教育，5 年後的今天，如無大問題理應順利升班； 小學及中學的非華語

學生應相對增加。 
 
少數族裔兒童相比華語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的難題較多，縱然土生土長的非華語學

生普通聽及講中文的能力都能掌握得到，但中文始終不是他們的母語，讀寫能力

始終比較遜色。融樂會的調查發現，大多數少數族裔的中文程度只達小學二年級

的程度，這無疑會對他們融入社會及日後求職的時候構成一定程度的困難。 
 
教育局在小學和中學推行的「中國語文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學習架構」)是要

協助少數族裔的學生銜接主流中文的課堂，但不少團體提到學習架構並未有清楚

定下短程目標，令到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程度繼續參差。縱然教育局解釋是因為不

想將課程劃一，以便提供老師多點彈性因材施教，但教授課程的老師質素不一，

亦減低教學的成果。 

 

民主黨一直關注少數族裔兒童得到的支援，並會跟進教育局為《學前教育課程指

引》進行的檢視和修訂，我們促請當局提供相關教材/資源，從而幫助錄取 8名

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幼稚園善用 2017/18學年起每年 80-150 萬元的額外資助，

協助少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從幼稚園開始打好基礎。 

 

由於非華語學生家長出席教育局為他們舉辦的簡介會出席率非常低，局方為他們

準備翻譯成不同少數族裔的語言單張亦未能派到大部分受訪的家長手上，民主黨

建議局方加強與非華語家長的聯繫，才能令為少數族裔提供的支援措施達到預期

的效果。在學習架構方面，促請局方確保老師得到充分的支援及資源去主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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