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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制及課程改革」所涉及的中學課程及評核的改變，不但直接牽涉到每一位中學生

的學習、每一位中學教師的教學、每一所中學內的教師工作編配與資源調動，更會影響到香港

行之已久的公開考試制度及大學體制，可謂是教改以來最大力度的變動。故此，教評會呼籲每

一位中學校長及教師關注這改革的內容，提出前線的專業意見，共同參與，匯成一個上下溝通、

合作互助的發展局面，而教評會便是基於此立場進行對於「高中學制及課程改革」的探討、調

查、研討及評議。 
 
「高中學制及課程改革」必要內容可分為下列三項： 
1. 學制的改變： 

整個中學階段將由現時的「兩年高中、兩年預科」轉成「三年高中」，亦即由現時「近全數

學生升讀高中，經中學會考後，約三分之一的學生讀預科，再考高級程度會考進大學」，轉

成「近全數學生在原來初中學校升讀三年高中，經新公開試後，因應成績而升學或就業」。 
2. 因學制而引動的每一學科的課程及評核的改變： 
現時，教統局已訂出將現時會考的四十多科大幅刪減及重整成二十四科，部分科目不再存

在(如「紡織」、「膳宿服務」)或不再獨立存在(如「會計學原理」將併入「企業、會計及財
務概論」) 

3. 因學制而引動的教師編制及資源的重組： 
教統局計劃以劃一比例的教師人手計算，代替現時部分科目分組教師的額外人手的計算 

 
對於以上的三項的內容，教評會持有以下的立場 

--- 我們肯定改制的必要性，原因是改變現時高中預科四年兩試這以考試為本的學習模
式，讓各等學能及志趣的同學都能受到更適切的高中教育。故此，新高中課程的編排

及評核模式，必須全面照顧到各種類型的同學。 
-- 我們認為政府應在改制不會出現負面影響的大原則下，妥善地盡快達成高中三年制。 
-- 以上三項改動力度非常巨大，加諸現時已歷數年教改浪潮的學校、校長及教師，確是

百上加斤。故此改革的步伐應循序漸進，政府應確保證有合理的資源投入，以應付課

程改革、學校編制及教師培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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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下兩項課程及評核改革(即通識課程及校本評核)是在高中改制的附加項目，亦即不
推行或是延後推行亦對高中改制無關鍵影響。本會對以下兩項的推行表示保留。 

 
1. 在課程組合上必修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 

通識教育在學理及實踐中均備受質疑，全體學生必修確實是極高風險。並且教師學科專業

能力的取捨及配套的培訓和資源，均構成推行通識必修的難度。 
 
2. 每科均設校本評估(School Based Assessment, SBA) 
教師對評估理念及實踐的認知水平及各校評估的標準可能有所差異，每科均設校本評核可

能會引致不公平的情況。 
 
總括而言，教評會認為 
1. 教育界應分清高中改制的必要項目(即前三項)與及附加項目(即後二項)，不應將附加項目變

成改制中的必要內容，也不應因後二項推行的困難而阻礙高中改制的進度。 
2. 所有學科課程改革，當局必須充分與有關學科學會及前線教師溝通，提供彈性，以試點先

行，不應草率地全面推出。 
3. 整個課程改革，忽略對學習能力稍遜學生的照顧，當局應迅速補救這方面的不足。 
4. 當局應確保前線的校長及教師的專業意見能得到尊重，讓每一個盡心竭力的校長及教師都

能發揮所長，貢獻教育。 
 
為使「高中學制及課程改革」更能切合本港教育的現況，可以得到順利的推行，教評會將專注

於以下各方面，與同工溝通，並向當局提供意見及建議。 
 
1. 對諮詢文件作探討及交流 
2. 設計問卷、進行調查、分析及報告 
3. 舉辦研討會 
4. 與其他教育團體 (如學科學會等) 合作 
5. 與教統會及教統局聯絡 
6. 發放新聞稿、與傳媒保持聯繫 
7. 向外界報告最新之討論進展及進行記者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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