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進一步討論少數族裔兒童的教育》的意見書  

 

根據香港統計處 2011 年人口普查紀錄，香港有接近 6 萬南亞裔人口

居住 (包括尼泊爾、巴基斯坦及印度，外籍家庭傭工不計算在內 )，人

口結構較年輕。由於教育乃個人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對少數族裔融

入社會，改善貧窮，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故此少數族裔的教育政策尤

其重要。但是，少數族裔於香港學習遇上不同範疇的困難，令他們面

對升學和就業均困難重重。其中，公民黨認為少數族裔學習中文及

就學情況較令人關注。  

 

少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情況  

 

中文閱讀及寫作能力欠佳的少數族裔在求職、教育、升學及接受社

會服務時均未能獲得相同的待遇，大大限制他們的發展機會，難以

向上流動。在 2016/17 學年升讀教資會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少數族裔

學生僅得 265 人 1。接受專上教育的少數族裔人士只佔少數，使他們

長大後往往只能從事低技術工作。缺乏向上流動的階梯，更遑論脫

貧。  

 

雖然，政府在 2014/15 學年開始，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中國語文課程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學習架構」），向學校提供的每年額外撥款增

至二億元，加強校內支援，提升小學低年級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基

礎，以協助他們稍後融入主流中文課堂。 2可是，香港融樂會於今年

2 月發表研究報告 3，發現只要少數獲得「學習架構」撥款的學校，會

公開資料表示獲得這筆額外撥款；同一時間，教育局公佈獲得撥款

的學校較有自行公佈的學校為多，可見兩者資料不一致。此外，部份

學校報告因只有中文，不諳中文的人士未必能獲得相關資訊。這顯

示「學習架構」的資訊透明度不足，並缺乏問責性，公眾難以監察撥

款的成效，學校是否把款項用得其所，有關資源是否能有效幫助少

                                                 
1 立法會審核 2017-18 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答覆 EDB011。 
2 教育局按學校錄取的非華語學生數目向其提供額外撥款，讓學校採取適切的多元密集教學策

略／模式，如抽離教學、分組／小組學習和課後支援，協助非華語學生盡早銜接主流中文課

堂。取錄 10 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公營或直資學校，每學年可獲額外撥款八十萬至一百五十萬

元，視乎非華語學生數目而定。至於錄取 9 名或以下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學校可按需要獲五萬

元的額外撥款提供課後中文學習支援。 
3 香港融樂會：《教育局支援學校推行「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額外撥款的問責性之

研究》： https://goo.gl/xgJfnu，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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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族裔學生學中文。  

 

此外，「學習架構」並未涵蓋學前教育階段。事實上， 0 至  5  歲是

語言學習的黃金時期，若幼童能越早學習語文，就越容易掌握該語

言的運用。教育局雖然經常呼籲少數族裔家長應在幼稚園階段，讓

其子女入讀本地的中文幼稚園，以盡快掌握中文，但局方沒有為幼

稚園提供恆常和實質的資源，讓幼稚園教師有足夠的時間進修，或

是讓幼稚園招聘額外教師，跟進學生的學習進度。政府的呼籲和實

質政策的落差，難以令少數族裔家長有信心送子女到中文幼稚園就

讀。    

 

由此可見，「學習架構」是否有效幫助少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的成效

成疑，而主流教育制度下亦持續欠缺針對少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的

措施，礙於學習中文出現困難，以致少數族裔學童不但在有少數族

裔家長批評，子女在學校的中文學習支援不足，或因不諳中文，跟不

上學習進度，甚至被勸退學 4。   

 

少數族裔學童的就學情況  

 

公民黨於 2016 年向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遞交意見書
5，指出少數族裔學童在就學方面的難處，例如難以覓得合適的學位，

在校內缺乏足夠的支援等。除此之外，近年普通話教授中文（普教

中）的情況日趨普遍，但礙於學校資料欠透明，家長無法得知該校是

否普教中。當少數族裔學童在學習以廣東話教授的中文課及其他科

目時均已經遇到極大困難，以普通話學習中文只是為他們加添難處。

加上前文提到「學習架構」的透明度不足，家長實在難以為子女選讀

合適學校；其他持份者不能接觸相關資訊，也難以為少數族裔提供

協助。  

 

公民黨認為，以下的措施可以改善現時狀況：  

                                                 
4 2016 年 7 月 1 日《今日校園》，題為「少數族裔學習中文：困境與機遇」報道。 

5 公民黨：《公民黨就《少數族裔兒童教育—“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的推行、少數族裔學生的

入學情況，以及為該學生和取錄該等學生的學校提供的支援措施》提交的意見書》：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hc/sub_com/hs52/papers/hs5220161212cb2-366-1-ec.pdf，

2016 年 12 月。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hc/sub_com/hs52/papers/hs5220161212cb2-366-1-ec.pdf


 

 

 

盡快檢討「學習架構」  

 

今年是「學習架構」撥款的第四年，即是政府已投入八億元，局方本

來說會於架構推行三年後作出及提供檢討成果，至今仍未見蹤影。

事實上，教育局曾指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為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

支援措施制訂評估研究框架的顧問服務 6，並於 2014 年 9 月完成制訂

研究框架，惟至今仍未公開檢討框架的內容，令公眾無從得知檢討

的詳情，亦不知「學習架構」檢討的進度。公民黨認為教育局應盡快

公開「學習架構」的檢討研究框架，並提供「學習架構」檢討結果時

間表，包括成效及改善措施，是否需要延卸至學前階段等，以確保檢

討過程透明和具問責性，從而讓公眾了解少數族裔學習中文的成效，

盡快制訂下一步改善少數族裔學習中文的措施。  

 

盡快落實「中文為第二語文」課程  

 

「學習架構」未能滿足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繼而有助融入香港

社會的需要，教育局應盡快落實「中文為第二語文」的課程指引、內

容及考評準則，全面檢討為少數族裔學生訂立的中文課程，引入更

多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元素。  

 

結語  

 

獲得良好的教育是每個市民的基本權利，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不分

種族，其權利也應受到制度保障。公民黨促請政府盡快改善少數族

裔的教育情況，讓他們更容易融入社會，發揮所長。  

 

 

2018 年 2 月  

公民黨  

 

                                                 
6 立法會審核 2016-17 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答覆 EDB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