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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在2018年11月2日的政策簡報會及會議上  

就議程項目「教育局局長就行政長官2018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 

的跟進 

 

(a) 資料提供 

 

請提供過去五年，每年公營中小學以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教

學語言的學校數目。 

 

 

教育局的回應 

 

香港重視兩文三語的政策沒有改變。學校一直可因應校情，包

括師資的準備、學生的水平、校園的語境、課程的安排、學與教的支

援及家長的期望等因素，考慮是否以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教學語

言，學校亦應就其教學語言政策與家長溝通。由於以普通話教授中國

語文科是校本決定，學校數目及學生人數每年會有所不同，部分學校

也可能不是全校推行，因此教育局並無追蹤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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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b) 資料提供 

 

政府為 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措施的受

惠學生人數的資料。 

 

 

教育局的回應 

 

政府為在 2018／19 學年就讀於已獲批准參加 2019 年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的註冊學校，並透過該校報名參加 2019 年文憑試的考生代

繳考試費。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提供的資料，截至 2018 年 11 月 9

日，共有 48 377 名學校考生受惠於上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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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c) 議案措辭 

 

本委員會要求政府研究有何考核制度，有助培養及評核學生創

新思維及解難能力；並研究世界各地例子，例如新加坡及北歐的考試

制度的優劣比較。 

 

（田北辰議員動議，李慧琼議員和議） 

 

教育局的回應 

 

作為課程改革的重點之一，教育局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的共通能

力，包括創造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現時學校普遍能善用不同形式的評

估課業，例如個人或小組形式的專題研習、學習歷程檔案，以及與科

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教育相關的「動手、動腦」習作，

以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再配合適時和有助學生改善或

提升表現的回饋，以達至促進學習的評估。此外，香港中學文憑試科

目考核要求考生有效應用知識和概念，並根據資料進行分析、評鑑；

而校本評核如通識教育科的獨立專題探究、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的設計

作業及視覺藝術科的作品集，更重視學生的創新思維和綜合解難能

力。 

 

據我們了解，其他國家也採用不同的方式評核學生的創新思維和

解難能力，例如新加坡透過專題習作、開放式問題、口頭評估等多元

評估策略，為學生製造綜合運用知識以解決現實情境難題的機會，並

強調培養及評估學生的明辨性思維和創意；芬蘭的評估活動包含問題

探索、根據邏輯規律提出假設和預測並對難題提出具創意的答案。教

育局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會參考其他國家／地區在學校課程及評估方

面的發展，適時檢視學校課程和評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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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議案措辭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就「家課政策」及「長假期無家課日」進行

研究，以減輕學童壓力。 

 

（邵家臻議員及蔣麗芸議員動議） 

 

教育局的回應 

 

家課形式多元化，除了紙筆練習外，還可包括閱讀、資料蒐集、

課前預習、設計模型或專題研習等。家課絶不等同補充練習及強記硬

背的課業。教育局的立場清晰，反對過量、無意義和機械式的抄寫／

操練。然而，有效益的家課可助學生溫故知新，鞏固所學；富趣味和

意義的家課可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鼓勵他們主動探索，延展學習；

亦有課業可予學生發揮創意的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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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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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小學而言，學校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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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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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校本家課政策是學校的責任，實不宜以「一刀切」的方式訂定長假

期無家課日。反而我們應鼓勵學校按校本情況及學生的學習需要作專

業決定，在日常教學或長假期為學生設計不同形式和有質素的家課，

如個別學生有學習困難，亦應與家長溝通，作調適課業或彈性安排。

事實上，政府最近在長假期前也呼籲學校為學生安排更有趣味的假期

家課。教育局在促進學校完善校本家課政策的過程中會對學校提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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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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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評核、重點視學等，了解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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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檢視及更新有

關通告、課程文件，都是有效的方法。我們會總結良好經驗，適時向

業界推廣。 

 

本局會與主要的辦學團體、中小學議會、區域校長聯會等聯繫，

並就家課事宜進行溝通。同時亦會透過現有渠道，提醒學校持續優化

上課時間和校本家課政策，讓學生得以騰出更多空間充分休息和發展

個人興趣，參與各種體藝活動，學習與人溝通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