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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育局就 

教育事務委員會在2018年1月5日的會議上就議程項目  

「小學全日制／家課政策及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的推行」  

 的回應   

 

 

a) 就會議上獲得通過的五項議案的回應 

 

 

議案措辭 

 

《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鼓勵學校訂立明確的政策和採取適切

的措施，照顧學生的多元能力和不同學習需要。現時部份學校的家課

政策未能有效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差異，而不少家長亦不懂得如何照

顧孩子的學習需要。就此，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就學校和家長處

理學習差異的責任，對雙方作出具體指引，以免雙方無所適從。 

 

（田北辰議員動議） 

 

回應 

 

教育局一直強調學校須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分別在2014年更

新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下

稱「指引」）的第四章「有效的學與教」及第八章「有效益的家課」

中加以說明，並在教育局通告第 18/2015號 「家課與測驗指引─不操

不忙  有效學習」，重申學校須制定適切的校本家課政策以照顧不同

能力、程度學生的需要，例如協調各科教師，就家課的次數、數量、

類型、質素定期進行檢視；教師應設計多元化的家課，靈活調適內

容，善用家課資料回饋學與教，促進學生的學習興趣，自主學習和求

知精神。 

 

在校本管理精神、透明和有效溝通的原則下，學校和家長應就家

課事宜加強溝通。家長可就其子女家課事宜，直接向學校表達他們的

意見及改善建議，完善校本家課政策。在「指引」第八章「有效益的

家課」中，亦說明家長在家課方面擔當的角色，例如對子女要有合理

的期望和要求；多了解子女的困難及學習需要，以便適時支援；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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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關心子女，多欣賞及肯定他們的努力。當子女遇有挫折，應予以接

納和鼓勵。同時，家長應與教師保持連繫，瞭解子女的學習進度、學

習態度、習慣及表現等，並透過教師給學生的家課回饋，多了解子女

的長處及短處，從而協助他們改進，進一步發揮所長。 

 

教育局已邀請教育統籌委員會就加強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的工作

在2017年底成立專責小組。專責小組的工作主要包括檢討現行推廣

家長教育及家校合作的方式，以及根據檢討結果，制定促進家校合作

及推廣家長教育的方向及策略，其中也會探討如何避免過度競爭，讓

家長協助子女有效學習，健康愉快成長。此外，為進一步加強家長教

育，教育局於2018年初推出家長教育資訊網頁「家長智NET」，讓

幼稚園及中小學的家長更方便地取得支援學童身心發展及協助子女學

習的資訊(包括文章及短片)，並鼓勵家長採用正面的教育方式，建立

良好親子關係及加強子女的抗逆能力，讓孩子健康愉快成長。 

 

為促進學校有效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本局亦會繼續透過不同途

徑，例如適時檢視及更新有關通告、課程文件；舉辦教師專業培訓課

程，闡釋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原則和政策及如何設計有效益家課，

並推介學校良好措施；進行學校探訪、重點視學及校外評核等，了解

校本家課政策的執行情況，並給予回饋，以協助學校進一步加強照顧

學生學習多樣性。我們亦會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或其他持分者溝通

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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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措辭 

 

本會促請政府正視小學生及家長的家課壓力問題，及研究於局方

向學校發出的指引中制定更具體及合理的家課量指標，及確保學校跟

隨於校內的休息時間指引。 

 

（許智峯議員動議） 

 

回應 

 

本局一直強調家課的質比量更為重要。家課會否對學生構成壓

力，原因可以是多方面和複雜的。由於每間學校的情況及每個學生的

學習需要和學習能力都不盡相同，需要學校管理層和教師專業地處

理，實不宜以「一刀切」的方式訂定每天／周末／長假期家課數量上

限要求。 

 

教育局通告第  18/2015號  「家課與測驗指引─不操不忙  有效學

習」，強調學校須照顧不同能力、程度學生的需要，並考慮學生在學

習和身心健康需均衡發展；就家課的次數、數量、類型、質素定期進

行檢視，制定適切的校本家課政策，例如協調各科教師給予各級學生

每日的家課量，靈活調適內容，儘量在課時內安排時段，讓學生能在

教師指導下完成部分家課，使他們在課後能參加其他有益身心的社群

或課外活動，發展興趣以及有充足的時間休息和睡眠。教師亦可善用

導修課 /班主任課，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幫助他們解決在家課

上所遇到的困難。在校本管理精神、透明和有效溝通的原則下，學校

和家長應透過恆常渠道就家課事宜加強溝通，以確保學校制定及落實

適切的校本家課政策。家長可就其子女家課事宜，直接向學校表達他

們的意見及改善建議，完善校本家課政策。 

 

本局會繼續透過不同途徑，包括校外評核、重點視學、學校探訪

以及日常接觸等，了解學校家課政策的執行情況，敦促學校進一步優

化校本家課政策及上課時間表，並與家長保持聯繫溝通，讓學生有充

足的作息和閒暇活動時間，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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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措辭 

 

鑑於本港近年發生多宗學童因為學習壓力而輕生的不幸事件，有

父母亦反映香港學童的功課量太多，每日放學後要耗用大量時間才能

完成，導致缺乏合理的遊戲時間；更有甚者，部分學童連休息和睡眠

的時間亦不足夠。 

 

就此，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盡快全面審視現行本港教育制度下的中

／小學學童功課量；同時率先在全港小一至小三級別推行自願參加性

質的“回家零功課”研究計劃，要求參與計劃的學校讓學童在上課時

間內完成全部功課，回家後不用再埋頭苦幹，以減輕學童壓力。 

 

（柯創盛議員動議，張國鈞議員附議） 

 

回應 

 

教育局一直強調家課的質比量更為重要。每個學生的學習需要和

學習能力都不盡相同，家課會否對學生構成壓力，原因可以是多方面

和複雜的。家課可讓學生鞏固課堂所學，並在課堂以外延伸學習。我

們相信校長、課程主任和老師都能因應校本情況、學生的能力、興趣

和需要，以專業知識制訂適切的校本家課政策。 

 

教育局通告第  18/2015號  「家課與測驗指引─不操不忙  有效學

習」，強調學校須照顧不同能力、程度學生的需要，並考慮學生在學

習和身心健康需均衡發展；就家課的次數、數量、類型、質素定期進

行檢視，制定適切的校本家課政策，例如協調各科教師給予各級學生

每日的家課量，靈活調適內容，儘量在課時內安排時段，讓學生能在

教師指導下完成部分家課，使他們在課後能參加其他有益身心的社群

或課外活動，發展興趣以及有充足的時間休息和睡眠。教師亦可善用

導修課 /班主任課，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幫助他們解決在家課

上所遇到的困難。在校本管理精神、透明和有效溝通的原則下，學校

和家長應透過恆常渠道就家課事宜加強溝通，以確保學校制定及落實

適切的校本家課政策。家長可就其子女家課事宜，直接向學校表達他

們的意見及改善建議，完善校本家課政策。 

 

本局會繼續透過不同途徑，包括校外評核、重點視學、學校探訪

以及日常接觸等，了解學校家課政策的執行情況，敦促學校進一步優

化家課政策及上課時間表，並與家長保持聯繫溝通，讓學生有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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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和閒暇活動時間，健康成長。如發現情況持續不理想，本局會研

究如何協助學校改善家課的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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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措辭 

 

本會促請教育局需重訂“功課指引”，並積極考慮制訂： 

(1) 最高功課時間； 

(2) 限制學校於星期五給予學生的功課量應與平日上課

日子一樣；及 

(3) 學校需釋出最少一個長假期不給予任何功課，讓學

生擁有“真假期”。  

 

（邵家臻議員動議） 

 

回應 

 

家課是學校學與教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讓學生在課堂以外的

時間，透過不同形式的家課鞏固課堂所學，激發思考，加強對課題的

理解，建構知識。本局分別在2014年和2017年更新《基礎教育課程

指引》的（第八章）「有效益的家課」和《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以

及2015年發出教育局通告《家課與測驗指引─不操不忙  有效學習》

中，進一步強調學生身心健康的全人發展理念，重申學校應以促進學

生均衡發展和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為大前提，在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

力的同時，避免給予過量的家課，讓學生有空間發展個人興趣，參與

各種體藝活動，與家人、同儕和朋友建立良好關係，並有充足的時間

休息。 

 

在校本管理精神、透明和有效溝通的原則下，學校和家長應就家

課事宜加強溝通，制定及落實適切的校本家課政策。家長可就其子女

家課事宜，直接向學校表達他們的意見及改善建議，完善校本家課政

策。本局每年均為校長、課程領導及教師舉辦與家課有關的專業發展

課程，如強調學校安排家課時，須考慮家課質與量的平衡，亦須適時

進行檢視，並就家課安排與家長溝通。此外，本局亦透過校外評核、

重點視學、學校發展探訪、學校課程探訪和日常接觸等，了解學校家

課政策的執行情況，如有需要，亦會提供具體建議和專業支援，以

助改善學習。如接獲家長有關個別學校家課問題或過度操練的投訴個

案，本局會作出適切跟進。 

 

每個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學習能力都不盡相同，家課會否對學生構

成壓力，原因可以是多方面和複雜的，而同一所學校的家長對子女的

家課的質和量也有不同期望。如家長對子女在學校的學習（包括家課

的量和質）有任何意見，應與學校加強溝通。若子女有特別的學習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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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家長更應與學校商討為子女的課業作出調適。如以「一刀切」的

方式訂定每天／周末／長假期家課數量或時間上限要求，未能照顧支

援學習滯後的學生，也沒有考慮如何提升資優學生的潛質，對促進拔

尖保底的工作毫無禆益。此安排既不能照顧學習多樣性，也不尊重學

校管理層和教師的專業。 

 

然而，本局會適時就家課事宜與主要持分者溝通，例如在本農曆

新年假期前，本局已主動聯絡主要辦學團體、中小學議會、區域校長

聯會等，就家課事宜進行溝通，他們的反應均十分正面，認同應盡量

在假期期間給予學生較少家課及應給予富趣味性的家課，讓學生有更

多時間與家人和親友歡渡農曆新年。我們知悉有關辦學團體及部分學

校議會亦已就假期家課安排與屬校 /會員校長溝通（例如 :發通告 /信

函、屬會學校校長會議等），傳遞上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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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措辭 

 

有國際研究顯示，全球46個國家及地區中，香港的功課時間第二

高，研究亦發現，功課時間愈短，學生閱讀能力愈高。近年有很多學

生及兒童亦表示功課壓力過重，應予以限制。本委員會促請教育局應

為全港幼兒及小學生訂下最高功課量和時間的上限指引，並主動監察

此等指引是否得以落實，還兒童健康成長的空間。  

 

（張超雄議員動議） 

 

回應 

家課是學校學與教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讓學生在課堂以外的

時間，透過不同形式的家課鞏固課堂所學，激發思考，加強對課題的

理解，建構知識。本局分別在2014年和2017年更新《基礎教育課程

指引》的（第八章）「有效益的家課」和《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以

及2015年發出教育局通告《家課與測驗指引─不操不忙  有效學習》

中，進一步強調學生身心健康的全人發展理念，重申學校應以促進學

生均衡發展和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為大前提，在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

力的同時，避免給予過量的家課，確保學生有空間發展個人興趣，參

與各種體藝活動，與家人、同儕和朋友建立良好關係，並有充足的時

間休息。 

 

教育局一直提出在校本管理精神、透明和有效溝通的原則下，學

校和家長應就家課事宜加強溝通，以制定及落實適切的校本家課政

策。家長可就其子女家課事宜，直接向學校表達他們的意見及改善建

議，完善校本家課政策。本局每年均為校長、課程領導及教師舉辦與

家課有關的不同專業發展課程，如強調學校在安排家課時，須考慮家

課質與量的平衡，亦須適時進行檢視，並就家課安排與家長溝通。此

外，本局亦透過校外評核、重點視學、學校發展探訪、學校課程探訪

和日常接觸等，了解學校家課政策的執行情況，如有需要，會提供

具體建議和專業支援，以助改善學生學習。如接獲家長有關個別學校

家課問題或過度操練的投訴個案，本局會作出適切跟進。 

 

每個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學習能力都不盡相同，家課會否對學生構

成壓力，原因可以是多方面和複雜的，而同一所學校的家長對子女的

家課的質和量也有不同期望。如家長對子女在學校的學習（包括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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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和質）有任何意見，應與學校加強溝通。若子女有特別的學習需

要，家長更應與學校商討為子女的課業作出調適。如以「一刀切」的

方式訂定每天／周末／長假期家課數量或時間上限要求，未能照顧支

援學習滯後的學生，也沒有考慮如何提升資優學生的潛質，對促進拔

尖保底的工作毫無禆益。此安排既不能照顧學習多樣性，也不尊重學

校管理層和教師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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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政府文件[立法會 CB(4)287/17-18(03)號文件]第 12 段，教

育局曾於 2015 及 2016 年進行問卷調查。就此，請政府提供該項

調查的問卷內容、詳細結果 [包括中小學生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

做功課（如有）]及研究分析。 

 

 

教育局分別在2015年及2016年委託獨立學術機構（學術機構）

就學生的學習態度及動機進行問卷調查 1。問卷分為三個類別，分別

為學校問卷、家長問卷及學生問卷。負責的學術機構在進行問卷調查

前須取得學校及家長的同意，而所得的資料亦絕對保密。 2015及

2016年的學校、家長及學生問卷複本見以下網址︰  

 

h t tp : / /ca i te . fed .cuhk.edu .hk/projects /wp2016/?p=4733  

 

學術機構分析及整合問卷調查所得資料後，會為各參與學校提供

一份獨立而詳細的學校資料分析報告。該等詳細的學校資料分析報告

會由學術機構直接向學校提供，不會提交予教育局。 

 

同時，學術機構會向教育局提供整體性的數據分析，當中包括學

生每天做家課及溫習的時間。數據分析顯示，小三學生每天做家課及

溫習的時間由不足半小時至超過三小時不等。即使在同一學校同一年

級相同的課業安排下，學生每天完成家課及溫習的時間的差異仍然很

大。這反映家課量並非主要及唯一的因素影響學生完成家課所需的時

間；而影響學生對於家課會否感到壓力的背後因素更是複雜。 

 

 

 

 

  

                                                 
1 2015 年問卷調查分別在主要學習階段完結的年級 (即小三、小六及中三)進行。因小六全港性系統

評估隔年舉行，2016 年問卷調查只在小三及中三進行。  

http://caite.fed.cuhk.edu.hk/projects/wp2016/?p=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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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政府按蒐集所得，提供本港及海外地區有關功課指引、功課量

及功課所花時間的資料／研究內容。 

   

根據教育局所蒐集的資料，多個國家的家課政策 /安排，都是讓

學校能根據校情和學生需要，專業自主地訂定校本家課政策。當中芬

蘭、新加坡、英國、德國和澳洲 2並沒有「一刀切」為家課量及家課

所花時間訂下規限，而英國及德國政府現時更沒有制定全國適用的家

課政策及指引。其中英國政府更於2012年取消以往沿用的每天家課

時數安排建議，改由學校和教師作專業決定。此外，個別國家如加拿

大和美國的某些地區，則因應不同級別訂下家課指引，闡釋家課的目

的、意義和每天家課時數建議等，供學校參閱。然而，沒有資料顯示

提供指引予學校參考的地區是嚴格監察學校硬性地執行。 

 

教育局在更新《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

小六）》（2014）課程文件及教育局通告第18/2015號「家課與測驗

指引─不操不忙  有效學習」時，亦參考了不同國家 /地區的資料，以

及 本 地 和 外 國 相 關 文 獻 和 研 究 報 告 ( 詳 情 可 瀏 覽 以 下 網 址

ht tps : / /cd .edb .gov .hk/becg/ tchinese/chapter8 .h tml#reference ) ，

並從不同渠道，包括：焦點小組會談和問卷調查等，廣泛吸納各持份

者的意見，以期編訂的指引能配合學生成長需要和課程發展方向，以

及切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2  澳洲以省政府為單位訂定有關政策，惟絕大部分省政府並無訂下每天家課時數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