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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特首林鄭施政（教育部份）一年之優缺 
評議及建議 

 
特首林鄭月娥女士上任快一年了，過去 11 個月，教育界是全面唱好？抑或仍有

急須改善之處？教育評議會擬就以下數點，作出評議與建議： 
 
前言 
特首林鄭在競選期間，明言教育是投資而並非支出，出任特首後即兌現承諾，迅

即撥備 50 億教育經費，增添教學人手比例及開拓教學資源及學生輔導的支援系

統。此外，特首公佈的教育理念及政策，亦有可述之處，如「提倡青少年要有社

會責任感」，要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與世界視野」，宣佈初中中史成為獨立必

修，招募青年人進入政府諮詢架構乃至實務組織、設教育高峯論壇等，都能帶出

「重教興學」之風，值得學界稱讚及支持，予以稱讚。 
 
然而，在一些政策落實之時，顯然是考慮未夠周詳，致使漏洞頗多。舉例而言，

閱讀津貼的發放幼稚園歸零，顯然未能掌握閱讀要從幼童做起的重要關節，通識

科究竟如何修訂？學位教師如何全面學位化等等，顯然是沿着過去長期的政府老

路走去，那就是「技術性強，前瞻性弱，話變就變」。一年下來，本會的憂心仍

然不少。以下會就一些教育同工關心的議題，提出我們的評議及建議： 
 
一．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 

本會喜見政府在龐大盈餘下，回應學界多年來的訴求，逐步落實中小學教師

全面學位化。惟建議政府應盡快公布有關詳情，不應以擠牙膏或放風的方式

作片面表述，造成學校行政混亂。 
在小學方面，小學薪酬架構狹窄，行政職級不吸引，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

題，建議教育局應成立專責小組，全面重整小學管理架構，包括增加小學學

位教師(PSM）數目，逐步取消助理教席(AM)，按班數增加副校長人數、增加

副校長及校長的薪酬，以提升小學管理階層的吸引力。 
專責小組亦應廣納意見，成員應包括不同辦學團體代表、小學議會組織代

表、教育團體代表 及前線老師。 
倘若落實在中學推行全面學位化時， 政府必須按照教育則例計算高級學位

教席會增加的數量。 同時，政府必須將本學年開始每班增加 0.1 學位教席數

量一並納入計算高級學位教席之內，不能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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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稚園教育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出，在幼稚園方面，新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已在

今個學年展開。政府已承諾會檢討幼稚園教師的薪酬。現階段教育局尚未公

布有關工作的進展。對於改善幼稚園學生的活動空間及身心康健，其進展一

片空白。 
 

三．中小學教育 

a. 入學人數的變動 
特首在施政報告曾倡議改善中小學教師編制。但隨著 2019 年小學入數下

降及 2018 年中學入學人數的變動。教育局卻欠缺全盤的應對措施，也增

添教育同工對前景的困惑。中學增加學生時要同時增加對弱勢階層學生

的支援。小學人數縮減，更應適時增加校內專業人員的數目。 
b. 課程及評核 

i. 小三評核試的爭拗，顯示對小學教育變革的要求。STEM 的出現改

變了中小課程的結構，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應考慮重整中小學課程

的結構，以配合新時代的發展。因此，實行多年的，中學的主要

學習領域應重整以配合近期教學與學習的轉變。 
ii. 文憑試的設立是希望改變「一試定生死」，但卻變成真的一試定生

死。所有學生，雖然學習能力略有差異，也要應考同一個考試，

並以不透明的評級的等級決定各自的前途。因此教育局宜探討高

中學生的資歷認證架構，讓高中學生能有多元出路。考評局亦應

考慮設立深淺卷，或如過往的高級程度會考設立高補程度的考

試。大學收生的準則亦宜變更，減少必修科目的比重過重，及應

放寛必修科目的要求。 

c. 學生支援系統 
面對多變的社會、家庭的壓力及危疾的增加。教育局應加強對學生的全

方位照顧，中、小、幼一校一社工已是必需的配置。教育局亦應因應學

生人數的增加而加添學校社工及輔導人員的人手。一校一心理學家、一

校一醫護是協助學校處理學生的重要夥伴。特區政府不應再拖延有關人

手的配置。教育局亦不應因為上述人手的增加而削減學校常規教職的人

手。 

 
四．全面檢視「大學資助委員會」的功能，就其對香港政府資助的大學質素的推

動，能否發揮應有的角色，作出研究報告，再訂定其未來工作目標、路向與

運作方法。同時亦應全面檢視大學競爭排名對教學、研究所引致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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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定教師休整年。各級學校的註冊教師，教學滿十年，應可申請一次過，一

年為限的有薪進修假期， 有關措施對教師是一份極大的尊重與鼓舞。 
 

六．必須重整教育系統的諮詢架構。今年特首出席教育高峰會是一個開始，但出

席時間過短，本會只能勉強接受。來年應擴大規模及實用性。教育局也應檢

視現時各諮詢組織的組成與功能，讓教育的決策及實施更具透明度及有廣泛

的參與性。 
 

                                          教育評議會執委會 

                                                 2018年 6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