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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議會對新高中課程與評核檢討的回應 

2013 年 4 月 22 日 

(一) 前言 

 

 課程發展議會、教育局、考評局於 4 月 18 日公布新高中課程與評核檢討報

告，教育評議會於本文作簡畧回應。 

 

    2009 年以來實施的新高中屬於免費而普及的教育，而且大多數學生是在同

一所學校渡過六年中學學習生涯。新高中學科課程就是中學文憑試課程，由於升

學競爭的激烈，學科課程的意義全由考試主導。學科原來的教學意義，例如對知

識的探究，被應試技巧、貼題目、擬備標準答案等考試操練所取代。 

 

大學收生現時主要考慮一至兩個選修科，學生修讀學科的趨勢以 4+2X 為主

流，學生較多會是修讀六科，成績稍遜的，會只選修一科，這與過去中學會考年

代，少則 7 科，多則 9 科有所不同。 

 

非正規課程方面，教育局原來建議學校提供 15%至 35%課作「其他學習經

歷」(OLE)。但高中課程已異變為應試課程，課堂內要完成繁重的課程內容，也

要多作應試操練，與考試成績無關的其他學習經歷，主要是課外活動。以現時學

校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如何可以提供如斯巨大時數並同時保證質素的課外

活動?教育局檢討後的建議是學校可作彈性處理，有助紓緩師生教與學的壓力，

但如何確保學生在高中階段可獲得均衡而全面發展的機會? 

 

教育局也要求學校為學生建立學習檔案，記錄學生其他學習經歷，繁重的文

書、電腦工作，卻未能對學生升學與就業，以及自省及提升產生作用，苦了的是

學校的教職員，教育局對此並無改善措施。 

 

文憑試各科考核加設的校本評核，勞動多而成效少，麻煩多而欠資源支援，

是高中其中一項最大爭議。 

一般學科課程設計有核心部分，也有選修部分。一般的選修部分，只屬學習

知識範圍，也因為教師資源與學校條件的限制，同一學校的學生，可以在同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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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分別選修不同部分，此一理想情況並不常見。 

 

一般學科以外的應用學習課程(APL)，被視作非主流的職業認知課程，對升

學的意義偏低，暫難成氣候。試圖以此對應學習能力稍遜學生需要，未見較大效

果。 

 

本港人才的萎縮，不自今天始，也不全因學校教學的問題，但年青人的朝氣

與活力、創意產業與及知識型經濟淪為口號，卻是未來實實在在的香港挑戰。新

高中在應對方面如不改善，難寄期望。 

 

(二) 教育評議會就課程發展議會、教育局、考評局於 4 月 18 日公布新高中課程

與評核檢討作以下具體回應： 

 

1. 歡迎擱置數學、企會財、體育三個學科施行校本評核的計劃，要求正式公布

尚未施行校本評核九個學科的擱置計劃。全面取消中學文憑試現行各科校本

評核，或以校本形式，各校自主決定是否參與各科校本評核。 

 

2. 進一步精簡中、英語文科文憑試考卷數目，改善數學科必修單元與延伸單元

課程組合設計引致的教學混亂，紓緩通識科教、學、評的壓力。企會財科分

柝為會計及企業與財務兩科。 

 

3. 重整及精簡各科課程範圍廣度、深度及評核標準，以有效達到刪減課時的措

施，並須促進高中階段學生獲得全面發展的機會。 

 

4. 正視文憑試大多數科目評核第五級或以上成績(5 至 5**)學生比例(相對中學

會考)大幅減少的不恰當現象。 

 

5. 改善現行中學的班師比例，包括初中及高中階段班師比例劃一為 1:2 或以

上，提供足夠的人力資源及教師培訓，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促進學生自主

學習；以及提升不同性向學生學習為發展機會。 

 

6. 落實整個中學階段中班(每班不多於 30 人)教學，對於收錄成績稍遜學生比

例較多學校，施行小班(25 人)教學，以紓緩教學壓力。 

 

7. 增加大學學位，已達升大學門檻的學生應有修讀大學的機會，並改善普及的

高中教育階段異化為應試教育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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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根據教育局的公布，第一屆新高中約九成畢業學生升學。本地政府資助及自

資的學位、副學位(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其中自資的專上課程迅速膨脹，既

有部分院校超額收生，也有非大學聯繫的院校餘額尚多。 

 

台灣及內地院校積極在港招生，加上留學歐美澳等地，專上及大專教育的面

貌、意義及人口比例，在迅速變化中。 

 

升學機會的劇變，似乎具備條件改變高中應試教育主導的教學現狀。怎樣才

算是扭轉現時高中以升學競爭為主導的應試教育?參考教育局為新高中制定的課

程宗旨，可以看到新高中教育在升學以外，還有其他使命： 

 

一. 善於運用兩文三語； 

二.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能夠理解當今影響他們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

日常生活問題； 

三.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分，並具備世界視野； 

四.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 

五. 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資訊科技及其他技能； 

六. 了解本身的就業或學術抱負，並培養正面的工作和學習態度； 

七.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積極參與體藝活動。 

 

要檢討新高中的課程、教學考核等，回顧當年教育局公布的新高中課程宗

旨，對照執行課程的實際狀況，可以說明理想與現實的差異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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