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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9 日  

融樂會就教育局對《學校課程檢討》之跟進工作提交的意見書 

1. 香港融樂會是一個關注本地少數族裔平等教育權利及中文學習議題的非政

府組織。本次專就教育局對《學校課程檢討》之跟進工作向政府提交建議

書。本意見書主要關注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支援未見跟進、在校教師文化敏

感度培訓、「培養學生欣賞中國文化」之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及價值觀

教育中的民族主義傾向。

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支援未見跟進 

2. 根據本次教育局所呈之文件，當局並未有就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教育政

策、去種族隔離化作出進一步跟進。本會促請當局在「跟進行動」中

加入相應措施跟進。

3. 現時為非華語生而設的「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架

構」）並無第二語言學習元素，只是將主流課程內容細分為「小步

子」。由於「架構」的內容仍是預設學生的母語為中文，對非華語學

生而言，要藉「架構」掌握中文仍非易事。本會認為，最徹底的跟進

方法應該是由政府發展完備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育政策，涵

括由幼稚園至小學、中學的非華語學生中文教育。此政策應包括評估

方法、有效監察、評估績效指標、專業發展、家庭學校合作，以及設

有完整階段學習目標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而不止「架

構」。

4. 實質種族隔離在港仍是問題。雖然「指定學校」政策已被政府取

消，然而仍有為數極多的非華語學生集中在某幾間「前指定學

校」。儘管這些學校使用了「架構」，但由於沒有設定階段學習目

標，中文教學水平卻仍然很容易。因此，完整階段學習目標的「中

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是不容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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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教師文化敏感度培訓 

5. 為推動非華語學生全人發展，當局應加強學校老師的文化敏感度培

訓。教育局應加強支援非華語生的生涯規劃。非華語學生由於語言及

文化背景，教師或相關工作人士應有充分文化敏感度訓練，以使其有

充足信心進行非華語生的教學工作；及為非華語生進行生涯規劃時，

避免因刻板印象而將少數族裔的就職出路限制在某幾項職種之內。另

外，教育局亦應發展英語生涯規劃培訓及資源，幫助不諳中文的老師

為少數族裔做好生涯規劃。  

「培養學生欣賞中國文化」之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 

6.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建議「從小加強培養學生欣賞中國文學作品和文言

經典」，並就此「檢視文化背景各異的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無論此

建議是否獲當局採納，現時非華語生亦正接受與主流課程同樣的中華文化

及中國語文教育，因此「檢視非華語生的學習需要」仍是亟待解決的議

題。本會促請當局應盡快就此提交時間表，並向非華語生的相關學習需要

推出支援措施。 

價值觀教育中的民族主義傾向 

7. 在「推動價值觀教育」中，教育局「亦會持續編制更多生活事件示例

和教材，以支援中小學教師培育學生中國傳統美德和加深認識中華文

化。」本會認爲如在教育政策方面強調「華裔」的民族感情，似乎忽

略了本港學生的多元文化、族裔背景，恐有將少數族裔學生推向邊緣

化，他們無法調適之虞。政府應強調香港多元文化、多元歷史的背

景，更多說明各族群在這片土地上的貢獻，才是增強族群對香港的歸

屬感的方法。  

8. 另外，政府在編制相關教材時，特別是任何與本港多元文化背景相關

的材料時，應更具備文化敏感度及更小心處理身份議題，避免落入無

意識偏見及將種族歧視議題以輕描淡寫的方式處理種族歧視議題。如

何與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士共處，亦是價值觀教育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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