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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香港教師組織中 ， 以職級丶學科、工會、研究學會為號召的已有不少

，但能以跨學科、級別 ， 強調專業發展 ， 致力教育改革為方針的卻為數不

多，我衷心期望《教育評議會》能在這方回有突破的成就。

短短數月 ， 《教育評議會》在籌備遏程中，已積極參與本地的教育事

務。他們曾參與討誦的教育問題如 ： 「對具有大專學歷的教師在中小學任

教的專業訓練情況 J ' 「小六學生升中派位的評核機制 J' 及「初中語文

分流教學政策的漏洞 j 等 ， 有關的研究反建議對改善現行教育政策具有積

極而正面的意義。至於「中吏教科書應否設年限」丶「教育學院講師丁業

行動 j 等事件 ， 籌委會皆能作出適切的回應 ， 以表達前縹教詞對教育事務

的意見。隨著 《 教育評議會 》 的正式成立 ， 我深信它必能為香港教育界帶

來更多的貢獻 ； 同時 ， 也為關注教育 ， 熱心社會的教育界同工 ， 多提供一

條參與教育事務的途徑。

目前 ， 在教育研究與學習實踐兩方面 ， 本地學院與前線教師問的雙向

溝通並不足夠 ， 教師團體在這方面正可發撣她的作用 。 教師團體可以籌辦

活動 ， 作為教育學院與前線教師聯繫的橋樑 ， 教育學院亦可借助教師團體

進行教育研究 ， 而教研 人員的研究成果亦可透過教師團體獲得實踐及推廣

的機會。

面對「九乜 j 的來臨 ，教育的轉變必然會較過去快速 ， 教育 政 策的改

變 ， 若要有效而順利地推行 ， 透過教師團體進行諮詢 ， 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至於個別教師的意見 ， 亦可借助教師團體作有效 的皮映 。《 教育評議會

》 廁身香港各級教育急速擴張的時機 ， 加上「九匕」的來臨 ， 實在是任重

而道還。我在此謹祝《教育評議會》會務順利 ， 能為本地教育素質的握升

， 作出巨大的貢獻 。

2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盧乃桂博土

—九九四年十月



前言, ~ 

—九九四年五月中旬，我們這一群－向密切關注本港教育事業，緊守

各自工作崗位丶積極參與教育改革的教育工作者，不約而同地走茌一起。

面對本港的教育問題 ， 我們認為必須集結有志於改良本港教育丶握升教育

工作專業地位的力量，才能使教育發揮更大的作用，於是共同倡議組織 —

個新的教育團體。

我們從教育的實踐中，體會到本港的教育存在著不少流弊，亟需改善

和解決； 但同時也確知本港教育有其優良的傳統，恒得保存、總結和提升

；我們 更深信教育的成敗，頗大程度要視乎各罔工作崗位上同工的素質與

表現 。 經過多次有關教育改革的討誦，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本港教育界需

要一個獨立的專業組織 ， 把研究 、 評議及實踐三者結合起來以改善教育的

素質 。

因此，「凝聚專業力量，推動教育改革 j 就成為這個新團體的口號，

也昰這個團體未來的發展方向。經過五個多目的辛勤努刀，我們終於成切

地籌組了這個新的教育團體

目三十日正武成立。

《教育評議會》，並於—九九四 年十

｀

澶

美 國哲人羅梭說過 ： 「勗 全人鼓舞的事，莫過於入類罹能主動努力以

握升生命。 j 教評會全人期 望能積極地、主動地參與本港教育政策的研討

、改革，並希望能夠與教育界同工、教育團體共同為完善本港的教育而努

力。

教育評議會籌委霫

一九九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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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辭

我們祝 願教育評議會成功貫徹「凝聚專業力量，推動教育改革」的

王張，做好硏究丶評論丶實踐三方面的工作，為改善本港教育質素增添力

量 .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

浸會學院

（教育學院）

陳若敏 歐陽英昌 陳中禧

蔡寶瓊 陳嘉琪 陳維疆

鍾宇平 程介明 馮治華

林智中 張國華 葉國洪

林孟平 鍾嶺崇 鄺妙启

盧乃桂 李榮安 李碧璋

曾榮光 陸慧英 鮑偉昌

龐憶華

謝錫金 （理學院）

黃錦樟 吳清輝

（姓名按姓氏之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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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教育評議會成立

香港的發展總有—個進程。＿九七 三 年文憑教師之後，教育界漸漸知道自己

的力量，知 道為自己爭 取權益団途徑。政府還是 這個 政府，政策也還未開放，但

是教育界通過自己的團結，在輿論上有了自 己聲 音，也使教音的發展有了教師的

一份兒。用政治科學的話來說，教師登上了政治的舞台，成了教育政治中的—個

角色 (ACTOR) 。

如果 可 以把這稱為「教師運動 j 的話，那麼當時的 「 教師運動 J' 多少帶有

七十年代 思潮的特點，講求立場丶講求旗幟丶講求鬥爭。這些特徵，與當時的學

生運動可 以說是互相呼 應，事實上當時教師中的活躍分子相富多， 是學生 運動中

的積極分 子 。但是這個特徵，又是在 — 個末放開的政制下教師無權的必然反應。

在這 種情形下，教師逐漸 成為 一 種反對力量。在許多次政策事件中，都是教

師在參與 無門的狀況下，採用聯合行動、運用輿論優勢、不惜與政府擠衡，務必

要政府改變政策。而政府往往也要在教育界採取大規模示威行動之後，方肯讓步

丶轉變。 以政府為王要敵入，以抨撃政府政策為主要活動，逐漸 成為「教師 運動

j 的主流 。在教師完全無權的狀況下，在不斷的官民對杭之中，教師的力量不斷

壯大。香 港目前教育團體估計有－百七十多個，相信也是世界少有。而在政府未

開放的情 形下，這類「反對黨 j 式的參與，也為香港的教育政策帶來積極的作用

。

但是 在這 二十 年當 中 ，教育的發展與政制的發展又為教師帶來了新的使命。

教育制度 的規模擴展，至八十年代後期，已經基本完成。教育的下－步，必須在

學校中、在教師身上，遂漸體現教育質素的握高。而要達到質的握 高 ，則往往不

是政府政策可以完全達臻；單 一 地 用 壓迫政府的方法，往往只能從 一 種「一刀切

j 的 政策 ，走向另 一 種「 － 刀切 」 的政策，於教育質素的提高，沒有實則性的幫

助。 簡單 地從數字丶財政囘政府爭取，也往往搔不著 癢處 。

另一 方面，政制的局部開放，使教師在政壇上也有了聲音 。九 十年代以來，

前線教師參 與政策諮詢 機構的也越來多 。教師從政策 的完全局外，逐漸走向局 內

，教師與政府之問的關係，正在逐漸演變；教師在政策舞台上的角色，也必須自

覺 地 改變 。在一九九七來臨的時候，當政府遂漸從「主入 j 變為「公僕 j 的時候

，教師就必須擺脫那種反對黨心態，讓 自 己在教育政策的演化甲擔當重要的角色

` 

也就是 說，教師必須有自己的意見。這些王見，不是為了教師的私利，而是

為了教育下一代，這 些主 見，不是為了控制教育，而昰為了讓教育發揮她的光芒

，這些王見，更不是為了某—派達到某 — 理想，而是要塑造—個百家兼容的香港

特 色 ；這些 王見，又肋須具有專業基礎，而不是華純的理想表 述。

「 教 育評議會」的成立，正好標誌著教師這種角色的轉變 。教 育評議會的仝

人，在籌 備成立的過程中所顯現出 來的 主人 翁精神，全入 耳目－新。我有幸參與

評議會綱頜的討論，評議會仝人的專業精神，令人感動。

在此祝賀成立之餘，請允許我提出—些願望。希望評議會不斷壯大，這王要

不是指數量， 而是指 兼容各家各派，希望評讓會不是另 —個 壓力團體，屋力之外

的廣闊天地， 已 等待評議會去開壟。

家中 有－副對聯，文字原來是 人家送給周恩來的，拿來相贈教育評議會：

「不 矜威益 重 ，

無私功自高。 j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程介明博土

—九九四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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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議會 教育綱領

教育評議會是由－群熱心教育工作，緊守教育崗位，關注教育事務，有志影

響教育政策的教育工作者所組成，作為 一 個教育專業團體，本會將致力於以下工

作：

(1) 專題硏究；

(2) 政策評論；

(3) 經驗推廣。

本會認為：香港教育的前途，應由專業教育人員研究、設計與發展。本會將

以積極、正面、理性、專業的態度和立場去推動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質素。以下

各項重點，將作為本會同入參與建設香港教育団綱領，並藉此周知教育界及社會

人土，希望得到回應、支持，以及作為合作與監督的基礎。

1 . 總綱

1 . 1 

1.2 

1.3 

1 . 4 

1.5 

香港教育的發展，應以下—代的健康成長作為總前握；其他種種考慮，都

應依從於這頂總前提。因此，專業因素應成為教育發展的中心因素；教育

專業人員應成為教育發展的主要動力。

香港教育的發展，應以能廣納多元的意識形態、兼顧各方利益為原則，鼓

勵競爭丶爭誦與對話；創造條件讓各方面力量能為教育下一代而盡展所長

香港教育的發展，有賴教育界全體同人的共同努力；為此，對專業教師的

意願、潛力與貢獻，應持積極及鼓勵的態度；教育界各方亦應超越部門丶

職級丶信仰及權益的界限，求同存異，以謀取最廣泛的合作 。

香港教育的發展，應配合「 一 國兩制 j 卽政治環境，充份發揮中國國土上

香港這個特殊社會的特點和優勢，亦應積極與中國其他地方的教育工作者

作專業上的交流與互動。

香港教育的發展，應盡量吸取中西文化與經驗圏優點，並進－步發揚其國

際性、多元化的特點，以及加強與國內丶外資訊上的溝通。

2. 教育政策原則

12 
.

. 

22 

2 . 3 

45 
.

. 

22 

丶

必須從教育專業原則設計丶推行教育政策，學生的平衡發展尤須重視。

必須兼顧效率與公平 ， 汪意保存和發揚香港現有的高效率措施與公平精神

必須兼顧教育制度每一個部份；因此，有效的統籌，以及明確的輕重緩急

是必須的。

必須兼顧經濟發展與長遠的社會發展。

必須對香港社會存在的各種思想形態，兼容並蓄。

6 



3. 教育決策與諮詢機制

3. 1 

3.2 

3 . 3 

3.4 

3.5 

4 . 1 

4 . 2 

4.3 

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須配合以完善的決策與諮詢機制，此機制應包含
(1) 專業的決策統籌機關；

(2) 科學的政策硏究機制；

(3) 民主的諮詢架構；

以兼顧客觀實際與民意、民情。

教育決策統籌機關應包舍

(1) 以教育專業立場制定教育政策；

(2) 決策過程必須發揮教育政策硏究機構與教育政策諮詞架構的優點。

教育政策研究機制應包含

(1) 高度透明的數據厙；

(2) 廣納全港研究力量的結構及網絡；

(3) 對政策高度敏感的硏究議程；

(4) 握供反比較多種政策方案的能力；

(5) 公開硏究報告的承諾。

教育政策諮訶架構應包含

(1) 保留原有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立法局教育小組、教育委員會丶

職業訓練局丶師訓與師資諮詞委員會、大學及專上教育資助委

員會等基本模式；

為教育界所接受及尊重的委異會成員；

與上述委員會緊密相聯而遍及整個教育界的諮詢總絡。

、
丿
丶

l

23 ,'\,'\ 

相對於政府的諮詢架構，民閤也應積極投入、參與立法組成政策議會，此

議會應包宮

(1) 遍及教育界的、經選舉產生的代表組織 ；

(2) 具政策前瞻、求取共識丶影響政府議程丶監督政府運作等功能

4. 教育改革

中小學教育：

中小學改革應以素質為主；而素質郃改革，必須以學校為本，依賴教

師 的王動。種種政策措施，應按輕重緩急，有秩序地施行，使學校及教師

能按學 生需要 ， 自主而有效地推行改革 。

教師栗質： 『
師資為 — 切改革之本＼ 。教師資格的提高，雖應循序漸進，但步伐亦應

加快；及早定下新教師必 ！須全部受過培訓，以及新教師必須 貝有學位兩項

目標年限。及早明確訂定｀師苟教育發展的目標、方案及進度。教師素篔的
提高，最終決定於教師的自覺與自主；因此，必須盡速成立醞釀多時的教

師公會，讓教師盡快擔當教育改革的專業主導角色。

課程發展：

劃 － 的課程並不符合個別學校與學生的需要，應開始建立培訓教師設

計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的機制。明確考試課程與教學課程的關係與切能，

在完善正規課程的同時，正視隱黻課程作為品德教育、公民意識培養，國

家觀悆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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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 5 

4.6 

4. 7 

4. 8 

4.9 

學校管理：

學校管理，為學校各項改革的關鍵；但學校管理改革，應以提高教學

效能為主，不宜以行政效率為單－目標；並應鼓勵教師參與校政，公衆及

家長的協同參與，強調專業問責。亦應避免劃一模式，機械運作，埋沒香

港辦學多樣化的特色。

教育財政：

教育質量不斷發展改善，必然對政府財政提出新的要求。教育財政必

須向開源與節流、重視資源丶講求效能等方向發展。政府應對教育，尤其

中小學教育，作出較大的財政承擔，而教育及學校當局須善用資源，以笈

積極尋求非政府的財政投入。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改革亦應以素質為主，在維護學術機構的自王為前提，借用

效率及品質政策措施，因地制宜，發揮學術人員的主動性與積極性。院校

之問，在鼓勵競爭的同時，亦應使院校能按各自的優勢發展 ，避免 一 律要

求、埋沒特色，違反社會發展的多樣化需求。

幼兒教育：

幼兒教育宜循—九九四年教育委員會報告書的方向發展，投入資源，

以迅速提高師資為主要線索，充份容納各種辦學力量；政府並須以統－的

行政部門推動幼兒教育，務使幼兒教育達到鄰近教育發達社會的水平。

特殊教育：

照顧少數、照顧特殊，是真正民主扛會的特徵之 － 。確認特殊兒童的

需要與潛能，在教育劭每一個厝次、每一個部份都應留撥資源，發展特殊

教育。動須優先發展特殊教育的師資，教育界亦應建立正視特殊教育的共

識。

職業教育：

面對香港社會經濟的變化，職業教育必須全面檢討、重新定位。須以

增加青年人的適應能刀丶擴闊其就業機會為目標，因此須打破狹隘行業及

辦學部門之閤的障礙，方能真正有所貫獻。

5. 教育的前景

5. 1 

5.2 

5.3 

中國的教育，正逐步注重不同地區及學生的差異，漸呈多元化發展之勢。

在 ＿ 國兩制的發展下，香港教育應保留及發揚原有的優點丶特色；在一九

九七之後，堪與國內、國外其他教育發達地區競一白之短長。

` 

香港教育負有貫通中西文化之責。因此， 一 方面應盡量吸收世界各地最先

進的理誦及經驗；另一方面，亦應發揚中華文化教育的優良傳統。

香港的教育，必I 能為香港的經濟繁榮提供人材；但香港教育又不止於提供

技術、經濟人材，而應為提高香港社會的文化素質，以及為中華民族未來
的發展，作深遠的貢 獻。

教育評議會籌委會

一九九四年十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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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議會籌委會 香港教育問題分析報告之—

主題 具大學畢業資歷教師職前培訓

與中小學新教師入職導引

教師教育與專業發展

教育作為一種專業，或邁向發展成專業，進行專業訓緤是必須的。祇具備某

學科的知識並不能成為－名有效能的教師，還須認識笈有效運用教學技巧、明瞭

教學理論，以至教師質素中還包括教師應具有合適的情性 (Affection) , 包括情緒丶
心志、價恒觀、性向等。

、
,
＇
,
、
丿
丶
＇

l23 ,'\,

'\,'\ 

－名教師的教育歷程包括三階段

個人教育 (Personal Education) 
職前訓緤與導引 (Pre-service Education and Induction) 

在職教育與訓練 (In-service Education and Re-training, 簡稱 INSET) 

教師教育的專業訓練主要施行於以上的第 二 及第三階段。

自九年普及教育 (1978年）實施以來，香港教育因應實際需要而急速發展

師教育在貫商普及教育政策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教
表一 1986-91年教師人數及學歷統計：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小學 非大學畢業

曾受訓 15,688 15,950 16,197 16,108 15,877 15,597 
未受訓 2,350 2,267 2,205 2,169 2,289 2,197 

未受訓百分比 15.0% 14.2% 13.6% 13.5% 14.4% 14.1% 

中學 非大學畢業

曾受訓 4.840 5.000 5.115 5.429 5.566 5.376 
未受訓 1.724 1. 578 1.462 1.351 1. 277 864 

未受訓百分比 35.6% 31.6% 28.6% 24.9% 22.9% 16.1% 

總未受訓百分比 19.8% 18.4% 17.2% 16.3% 16 . 6% 14.6% 

小學 大學畢業

曾受訓 914 927 903 532 885 1,058 
未受訓 409 481 508 445 467 494 

未受訓百分比 44.7% 51. 9% 56 . 3% 83.6% 52.8% 46.7% 

中學 大學畢業

曾受訓 7.454 8.167 8.706 8.606 9.253 9 . 666 
未受馴 4.906 4.672 4.444 4.091 4.063 4.454 

未受訓百分比 65.8% 57.2% 51.5% 47.5% 43.9% 46.1% 

總未受訓百分比 61. 3% 56.7% 51.5% 49.6% 44.7% 46.1% 

參考 香港統計署編：《香港每年統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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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職前培訓

本會嘗試檢討第 二階段的教師教育現況，並作出具體建議

就職前訓練方固，文憑教師 (CM) 與學位教師 (GM) 的情況有很大差異。

現時非學位 ／文 憑教師隊佰中，未受訓練的教師約多於－成，其中部份正在

接受訓練，要檢討的主要是訓練課程能否適應教育現況。

在中學教師方面，根據教育署資料，九三年中學教師 20,595 人，其中約百

分之二 十穴未受訓緤，其中學校教師未受訓緤的比例長期處於四成是不能接受的

現況。本 會要求大學教育學院定期檢討教育專業文憑 (Dip. Ed. or Cert. Ed.) 收生

狀況， 以容納較多學位教師進修，而未受專業訓練邙教師與已獲教育專業文憑的

教師薪 酬可作較大差距的調整 （ 現時入職薪酬差距兩薪點），以鼓勵學位教師盡

早接受 教師教育。在小學任教，具備學位資歷，而未受教師專業培訓的教師人數

比例， 長期處於約五成的水平，是恒得關注與檢討的師資問題。本會堅信，普及

教育下 的學生行為問題及教學問題，要靠貝備專業能力與素養的教師解決，故本

會要求 教育署檢討受訓教師長期不足的原因，教育署並須厘訂實現＂未受訓不准

入職＂ 的指標的進度。

至 於教育政策突變，引致急隔大量教師，以至未受訓練，不適宜任教的人士

，出任教 職，本會對此頊措施表示遘憾。這包括 1982 年突然增加語文教師教席

, 1993 至 1994 年度突增 780 教席，最後勞疸退休教師重操故業，容許小學教

師同時 任學上 、 下午兩間小學，吸納專上院校，而未受專業訓練的畢業生 入 瞰。

1994 年 9 月，每閭津貼中學將會把兩個非學位教師聰位升格為學位教師職位，即

全港津 貼中學可能同時增設數百名學位教師職位 。 兩大教育學院於 92 、 93 兩學年

並未因 9 3 年港督施政報告建議而預備多增學額。這意昧再有一大批未受訓的學位

教師充 斥於津貼中學。本會要求政府必須尊重教育專業，釐訂教育政策時，如有

關改善 師生比例，應同時考慮師資質素，避免資源誤用，故固先諮詞教師教育機

構，避免 學生成為政策失當的犧牲品。

近期 ，師訓與師資訪詢委員會考慮為持有兩岸重點大學學位，並已接受本港

兩間大學教育文憑／證書課程訓練的 「 文憑 j 教師，經審核後可轉職為學位教師

，本會 基本上歡迎此項決定。不遏，對於居港年期較短， 未熟悉 香港環境及本地

青少 年 l也理狀況的準「學位 j 教師，本會建議大學教育學院為該類教師握供的教

育文憑／證書課程，必須增加較多「香港 j 元素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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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師入職導引

就新教師入職導引課程方面，它的作用包括為未受訓緤教師握供另類課程，

以補未受訓緤之不足；此外，新教師入職導引課程 — 般較重實踐丶技術，與教育

學院兼重教育理誦有所不同。

最受重視的入職導引課程，是由民閤教育團體於每年八月舉行的＂新教師硏

習課程＇ 。近年，教師中心加入合辦該課程，讓課程獲較充足的行政支援，從下

表可反映該課程的受歡迎程度：

表二 參加「新教酺研習課程 」 人數

科目 1990 1991 1992 1993 

中國語文 35 40 50(36) 55(41) 

英 文 35 41 50(20) 71(21) 

經 洧／月铱 20 17 26 (1) 29 (7) 

地 理 14 27 30 (4) 29 (1) 

數 學 28 33 30 (6) 52 (8) 

生 物 20 17 12 (1) 24 (1) 

化 學 8 13 2 (0) 20 (0) 

物 理 17 16 17 (0) 19 (1) 

總 數 177 204 236(68) 299(80) 

括號中的數自是未獲取錄的申請人數

（不包括電話查詢人數）

基於教師入職導引的必須，本會要求增加上述課程的學額，使有志進修的新

教師可以入讀。在未實現＂未受專業培訓不可入職＂的現況下，本會要求教師中

心於十二月學校假期期間增辦＂新教師硏習課程＂ ，教育署反辦學團體須鼓勵末

參加暑假課程，亦未入讀教育專業文憑課程的其他新教師參與為新教師安排的入

職課程。

師賚方面，由於新教師課程偏重教學技能，由中學資深教師出任導師亦可勝

任。本會亦要求，新教師課程增加師徒制度及分區網絡兩瑨元素，以提高課程現

有素質。師徒制度方面 ，由校方推薦，教育署邀腈新教師任教學校資深教師 出任

導師 (Coach) '握供教學指導，包括觀課、示教、研討丶個案處理等，以協助

新教師盡快適應教學工作及穩定新教師工作情緒。

至於分區綱絡方面，由於不同社匾具有不同特質，學生行為問題，教學問題

的著重點亦有不同，現存＂新教師課程＂應擴展至協助相囘地區卽學校組織網絡

， 由教育學院搆師 、教署人員、資深教師聯合籌備，舉辦分 區教學硏討丶交流。

新教師入職導引關乎教師隊伍的完整。近幾年，大量新教師在入職 一 段時問

後便轉業，貝中未受訓緤的新教師轉業情況更加嚴重。這正好說明新教師 J\ 聰導
引的必須，亦反映未受訓緤教師大量存在於教育隊伍中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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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園位敎師的流失率

D 曾毛訓諜 1 未受訓練

O 1 2 3 4 5 6 7 8 9 10-14 15-1920-24 25-29 服務年資

表l'.!Zl: 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文憑敎師的流失率

□ 曾受訓練 1 卡受訓躒

O 1 2 3 4 5 6 7 8 9 10-14 15-19 Z0-24 25-29 30 睢務年資

資料來源：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p . 10 , 表2(i)

就新教師入職導引卽資源方面，現行教育政策中並未反映教育署對入職導引

的重 視 ：

(1) 中、小學雎有挹定教師統籌校內新教師入織導引工作，但教署只曾舉辦極

少的硏討會或工作坊。全港大部份負責校內新教師培訓工作的老師並未有

機會學習任何理論或進行學習交流 。

(2) 經濟方面，中、小學每年愚多可獲教育署撥款 $1,000 元進行新教師琯訓工
作。對於願意或需要投入較多貨源進行新教師導引活動的學校，現行資助

制度的撥款根本未能照顧學校的個別差異，以及缺乏足夠鼓勵意義 。

(3) 教育薯遲議學校資深教師擔任新教師導引工作 。 但在教師竇原方固，教育

署於 93年建議增設一個非學位教師職位，以提高教學水平和提供額外服務

，例如以學校為本位的輔導及以學校為本位的教団入職輔導計劃。

如囘保證該名新增文憑教師職位發揮原設功能，以及完成既定設計安排茁

工作目標，都受到置疑的。至於教育署建譔減輕新教師工作壓力及工作量

，如一般學校每年有多名新教師入職，工作壓刀與工作量轉嫁予舊教師又

是否適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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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總結

以下就本會對教師職前專業培訓及入職訓緤作建議總結：

(1) 

(2) 

(3) 

教師培訓與統籌工作：

® 統統會、教育委員會、師訓與菌資諮詞委員會丶教育署、各閤教育學院須加
強溝通，定期進行檢討，協調本地教師培訓工作。

® 教育政策牽涉大量增叩教師時，須先與教師培訓機構造行充分協謁，避免師
資素質驟降。

具學位資格教師職前專業培訓：

® 大學教育學院及香港教育學院 (HKIEd) 應定期檢討教育文憑／證書課程的內

容、水平，以及對教育現況的適應程度。

® 為鼓勵學位教師盡早接受教育證書／文憑訓練課程，本會建議將現有職級關
限 (Efficiency Bar) 移前出現，以及每兩年始給予一次薪級點提高。

® 盡速減低在中、小學任教，具學位資歷教師未受訓的比率，避免教育行業成
為待業人土的避難所，影饗教育質素。教育政策須明確釐定＂未受訓不准入

職＂節指標的造度。

® 為兩岸重點大學畢業之「文憑 j 教師設立學位教師職級是恒得鼓勵的構思。

該等教師轉職為學位教師前，須先在本地教育學院接受具針對性剪教育學院

文憑／證書誤程。

新教師入職導引

® 由大學教育學院統 籌，全固檢 討現行由教育團體 籌辦的各項新教師課程內容
，並擴充及強化新教師課程，使該等課程具備一定素質及認受性。完善的新

教師課程應納入教師教育課程中，成為延續教育學分 (Continuous Education Unit) 

的一部分。

® 教育署增加對新教師課程的宣傳工作，並與辦學團體聯繫，鼓勵新入職教師
參加新教師諜程。增加新教師課程的學額，並於每年 1 2 同增辦一次新教師課

程，以滿足入職後仍未接受任伺訓緤課程的新教師前需要。

® 教育署提供足夠及具鼓勵性的資源，以協助中、小學開展校內新教師入聰導
引工作。為握高教學水平及握供額外服務，於 94 年 9月所增設的非學位教師

瞄位，應屬＂專責＂校本教師培訓工作，並屬高級學位教師職位（中學）或

助理副教席瞰位（小學）。

® 由學校方面推薦，教暑邀請新教師任教學校資深教師出任新教師 導師。並提
供導師訓練課程，以協助資深教師引導新教師認識教學工作丶個人成長，以

及扮演情緒輔導角色。

＠教育署統籌足夠質索的工作坊丶交流會、研討會丶給中、小學負責新教師入

職導引的老師有分享經驗，以至塩進理論認識的機會，教師中心亦可収集有

關資料，整理成冊，向各校推介。

完成日期：—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

副 本 ：教育統籌委員會丶教育委昊會、教育署丶

立法局教育小組、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

送

公 佈 ：一九九四年匕月五曰記者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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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議會籌委會 香港教育問題分析報告之二

主題 升中讀中讀英

中學教學語言

評估尚欠準確

政策有待重訂

準確度偏信的「升中教學語言組別評定」，加上真真假假的措定以中英語文為教學語

言的中學，併合出一個紊亂難明的中學教學語言政策。而—年復一年，—批又一批的中學生

因勉強或冒 牌的全英教學而致學習 倩緒驟跌丶學習成績低陪。

今年的小六學生將於明天 (7 月 11 日 ）便會獲知他們的升中派位結果；後天 (7 月 12 日 ）

，中學亦曾知 逞今年的中－收生情況。在升中教學語言「配錯 j 揭曉的前 —天，實在碴得再

看清楚整固 升中教學語言的政策和運作。

1 . 

2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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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 議會察覺以下的現象：

在 今 年的 「升中教學語言組別評定」 中，原意用作調豎各小學升中成績的文字（中

文 ） 及數字推理的學能測驗，並用來測定各小學的英 語水平 。 此等測定只能基於學生

各項成績（學科、學能、智能等）的高相關系數。舉例說，可利用—群學生的社會常

識成績名次推估其中文成績名次或倒逆推估亦可。故此，這評定對特殊情況便會產生

較大的 偏差。例如 ， 出現由美返港英語成績優異學生因學校學能測驗成績偏低而 被評

定需以 中文學習的情況，可說是絕不稀奇。而最重要的昰 ，此 等英語能力的評定，至

多只能對大多數學生的英 語的能力作出排列，而未能顯示到學生的實際英語能力 。 所

以，這評定絕不能指出有 百分 之 三十三的學生不論以中英文學習均同樣合適。縱使可

根據其 他研究製訂這百分比，也難以決定下學年的相應百分比沒有改 變。

在 1989年發表的「檢討提高語文能刀措施工作小組報告書」中，捏及根據 1985年的研

究顯 示，只有三成學生能以英語接受指導。及至今年的 「升中教學語言組別評定」中

，則確 定有 33% 的學生以中英 文學習俱 佳。兩個百分比數字的分歧，足以顯示在未有

標準測 試之前，實在難以對學生的升中教學語言組 合作 一準確的判斷。

大 多 數 中學已有教署所提供最近五年入學中—生的學生合適學習語言分佈表 （ 見附件

－ ） ，再加 上與學生的教學接觸 ，應 可以判別自己的學生應使用那一種語言學習。可

惜其他非教學的耆慮如家長的選擇（ 其實至今還只是一個謎 ）等，卻宅 中學傾向 於選

擇英語教學這標誌 ，作為收生招徠的護身符。而部分中學報稱以全英教學，應與該校

過往數年中一新生的提議學習語言的分佈有極大差異。

從教 育評議會分析全港十九個學校綱的學位分 1布情況中 （見附件 二 ），在 十區提供的

母語學習的學位（已包括全中文及分科以中英教學）都低於四成，還離六成這個教署

標誌升中學生適宜用中文學書學所估的百分數，而中西區更只有兩成的母語學習學位

，產 生極大的學生與學校在教學語言分佈的不銜接 。

茌 1994年升中選校的自行收生階段（即 1994 年 1 同至 3月）中，中學向教署填報其初中

教學語言，亦有在自行收生的資料中捏度其初中教學 語言 ，以供家長參考。其後教署

又再要求 中學再上報教學語言而部分中學是有所改 變 的 。此改變除引致自行收 生 及中

央派位的貢料不 一 致外，更對於正自行収生階段報讀後來改變教學語言的中學的學生

及家長，產生了「負不對辦」的不公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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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育評議會對下學年的中一教學語言的實踐有以下四個疑慮：

l 部份中學上報教育署資料中約英語教學只為吸引成績較好的學生，若收生的水平不高，

會否仍在校內以混合語言模式教學（即廣東話教授、英語書寫）？

而縱使收生水平有所提高，這些學校會否仍以混合語言模式教學？

2 若中一新生的學習語言被判別為中文，而收讀前中學是報以英語教學的，中學會否不

理會學生的學習困難而勉強以英語教學？

而這類學生的學習是否就這樣因學習語言不當而已預定「事倍功半」？

3. 全港中學的師資素質是否足以應付如派位所示的全英教學的要求？

4. 全港有 28% 初中學位（可參照附件二）是分科以中英教學，若獲取此批學位的學生三

年後能升回原校升讀高中課程，該校當然會照顧學生初中學習語言模式而作出高中學

習語言的編排。怛對部分非平衡班級（即高中班級少於初中班級）中學的學生，升高

中時可能會分配至不同學習語言模式的中學，這會否產生學生在初中與高中的學習語

言上不銜接呢？

以上的現象及疑慮，都是教育署及教統科應積極關注及努力改善的地方。

前文所述現象的出現，主要的原因是在於缺乏一個廣受教育界各方面肯定的教學語言

政策。因此，教育評議會在「升中教學語言組別評定」這措施中亦不作任同具體的建議。

總結而言，制定一個廣受教育界各方面肯定的教學語言政策才是治本的良策。

完成日期：一九九四年七月三日

副本送：教育統籌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丶教育暑、立法局教育小組。

公 佈：一九九四年七月十日記者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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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成績分佈表

年份： 學生教 目 ：

百分位數 中

1 一 9 丨 10一 19 I 20-29 I 30-39 I 40-49 

I 

I 

I 

17 

90-99 

80—89 

70-79 

英 !60-69

50-59 

40-49 

文 ! 30-39

20—29 

10一 19

1 一 9

在E組學生數目及百分比： X (x%) (在 -~pg) 【用英文或中文學習同樣適合】

在B組學生數目及百分比： y (y%) (在 ·鸝鬮 之內）【比較適合用中文學習，但亦可能用英文學習】

在C組學生數目及百分比： Z (z%) 【比較適合用中文學習】
閂
弃
I



教育評議會籌委會編製

1994年升中派位：中學教學語言的學位分佈
（註1: 包括全中文數學及分班以中英文教學的中文班學位

2: 包括全英、除術科外全英及以中英文教學的英文班學位
3: 此學位數字只顯示申央派位的學額，不包括自行支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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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綱 中文敎學 分科以中 英文敎學 總學位

（註1) 英文赦學 （註2 ) （註3)

中西區 177 398 2524 3099 

百分比 6% 13% 3099 

19% 81% 

灣仔 266 640 1889 2795 

百分比 10% 23% 

33% 67% 

柬區 980 1676 2388 5044 

百分比 19% 33% 

52% 48% 

南區 277 1340 988 2605 

百分比 11% 51% 

62% 38% 

油尖區 348 470 828 1646 

百分比 21% 29% 

50% 50% 

胚角 421 315 1256 1992 

百分比 21% 16% 

37% 63% 

深水埗 544 1041 2081 3666 

百分比 15% 28% 

43% 57% 

九龍城 1072 1723 3662 6457 

百分比 17% 27% 

44% 56% 

黃大仙 502 1053 2783 4338 

百分比 12% 24% 

36% 64% 

觀塘 1397 1582 3203 6182 

百分比 23% 26% 

49% 51% 

葵青 282 1478 3448 5208 

百分比 6% 28% 

34% 66% 

荃灣 77 994 1974 3045 

百分比 2% 33% 

35% 65% 

屯門 611 2093 4791 7495 

百分比 8% 28% 

36% 64% 

元朗 386 1901 2283 4570 

百分比 8% 42% 

50% 50% 

北 區 278 907 2470 3655 

百分比 8% 25% 

33% 67% 

大埔 376 1150 3268 4794 

百分比 8% 24% 

32% 68% 

沙田 731 1683 5205 7619 

百分比 10% 22% 

32% 68% 

西責 311 922 804 2037 

百分比 15% 45% 

60% 40% 

離島 333 160 136 629 

百分比 53% 25% 

78% 22% 

全港 9369 21526 45981 76876 

百分比 12% 28% 

40% 60% 

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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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議會籌委會回應 ＂ 中史教科書事件＂

為何要用行政 指 令 ？

鑑於「教育署署長勒令出版社刪除中史教科書『六四』內容 J ' 作為

推 動 教 育專業的團體 ， 我們有下列疑問 ：

1 中史教科書事件暴露教育行政是否可以隨便干預教育專業。百港學

科課程範圍及內容 ， 是經由諜程發展議會編訂，而課本內容則經由課本委

員會審 批 ， 教育署署長不應隨便追行干預，更不能貿然自訂二十年的期限

。

2 教育署署長著眼六四問題 ， 還昰年份下限問題 。 只查禁六四一項 ，

不 查 禁 六四前後目超越課程年份下限的其他歷史記載 ， 明顯地表示署長的

焦點只局限於六四事件 ， 而不在於史事記載超越課程年份下限的問題。

3 教育署轄下諜程發展議會於一九九 0年編訂中四 、 中五級中史課程

包括 文 化大革俞 （ 一九 六六 至—九匕六） ， 根本無二十年期限的規定 ， 若初

中課程 還修訂 ， 課本須重印 ， 則高中餜程 丶 課本也要依樣葫蘆嘿？

4 . 現行中三中史教科書內容超越課程綱要年份下限的出版社 ， 除 文 達

外，還包括現代教育丶偉文 丶香港人 人丶 齡記等。如署長所言要刪改教科

書 內 容屬 實 ， 則目前香港教師 丶 家長及學生的教科書的選擇 ， 只剩下香港

教育圖 書 公 司（商務印書館轄下）一個版本 ， 除了引起不必要的政治猜測 ，

對署長 產生正常的懷疑外 ， 更重要是違反香港教科書市場自田競爭的優良

傳統。

5 . 學校公民科 、 社會科等活動的推展 ， 常有提及最近（可能是昨夭）的

中國及世界大事 ， 透過種種不同的形式 ， 對學生進行教育 ， 當中包括搆演

、資料派發 、 張貼 、 公布 、 公開討論 ， 剪報等等 ， 署長要用甚麼方法才能

禁絕， 假設真的成功禁絕 ，後 果 又 將如何 ？ 請教育署署長三思。

聲 明見報日期 ： 九四年匕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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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譏會 籌委會

記者招待會 新聞稿

主願：回應教育學院講師進行「工業行動」

E3 期： 1994年 9 月 4 日

時間：下午四時

地點：佛教何南金職業先修中學

現時就四間教育學院及語文教育學院講師於八月三十日正式展開為期七天的「

有限度自我保護工業反應行動」（以下簡稱工業行動），教育評議會籌委會發表以

下聲明：

(1) 教育署失職：

由 1992 年 6 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公佈，建議成立一所教育專

上學院（報告書第六章）至 1994 年 9 月 1 日正式成立香港教育學院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KIEd)' 兩年多的時問，教育署仍未能妥善解決學院講

師的轉職安排。本會對於教育署的行政處理失當表示極度遺憾。

(2) 工業行動影響師資培訓工作：

教育學院講師不滿教育署的轉職安排，進行工業行動，影響香港教育學院

招生程序，學員上諜受阻，行政工作惇頓，嚴重影響師訓工作；因此，上述工

業行動已非單純的勞資糾紛，也牽涉社會上有限的教育資灝運用。至今雙方僵

持不下，而講師回流安排亦可能導致其他公務員組織約教師工會採取工業行動

以自保。教育署向行政局捷交的修訂方案，假如未能為講師接受，事件可能惡

化至難以收拾的局面。

(3) 質疑香港教育學院行政管理能力

香港教育學院應於 9 目 1 白正式運作，由於香港教育學院管理層 (Govern-

ing Council) 意冒置身事外，至今未就讜師轉職問題發表任何公開意見，而香港

教育學院的行政工作、教學工作亦陷於癱瘓狀態，嚴重危害香港師訓工作的推

展，亦浪費社會資源。

會

(4) 師訓前景模糊，師資質素低降：

教育學院近年招生困難，入學資歷要求不斷降亻巨，加上為了握供足夠受訓

教師人數供應，教育學院對學員的學業水平要求相應降坻，導致師資素質下降

。香港教育學院至今並未酯就有關 問題釐定具體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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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青評議會籌委會基於關注香港教育專業發展的大前提，作出以下建議：

本月六日行政局會議將討誦教育署握交的教育學院講師轉職修訂方案，有關

方案假如仍未能為教育學院講師所接受，本會建議行政局委任獨立人土，成立仲

裁委員會，深入調查及協調教育署丶香港教育學院丶學院講師三方面，盡速握交

新方案，供行政局、教育及人力統籌科丶公務員事務科參考，以完滿及客觀地解

決糾紛， 而在此過渡階段：

® 香港教育學院管理層立即開始工作，安排已轉職、已聘任丶未轉職（以臨時惜

調形式）講 師進行招生、課程設計、上課、行政等工作。

®採取工業行動的學院講師應以教育專業為大前握，盡速復工，避免影響師資培

訓的工作。

® 由學院講師丶教育署丶香港教育學院三方面組織協調委員會，加速三方面的溝

通，確保香港教育學院能正常而有效地運作。

副本 送 ：行政局首席議員

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教育學院講師協會

師訓與師資諮詢委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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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丶研究丶評議相結合 曹啟樂

－群熱心教育工作，關注教育事務，有志影響教育政策的教育工作者現在籌組

—個新的教育團體 教育評議會（簡稱教評），並計劃於本年十月正式成立。

從今天開始，教評成員會利用這個專欄，每周－次發表我們對教育問題的看法

。在未論及個別總題前，容許筆者（教評發起人之 － ）首先介紹教評的定位與路向。

作為 一個 教師專業團體，教評將致刀於以下工作：（一）專題硏究；（二）政策評

論；（三）經驗推廣。總括而言，教評將以積極、正面、理性丶專業的態度和立場去

推動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質素。

過往一段長時闇，教育政策由政府制訂，然後由上而下地推行，期間或會吸納

一些諮詞組織的意見，然而這些組織的成員多由政府委任，其立場大多與政府接近

，而大多數教師往往是沉默的一群，極少主動握意見。因此民閤不同的贅音，往往

只透過一些壓力團饋表達，運用輿論或群衆壓刀，去握出批評，表達意見。這在過

往缺乏民 主的政 治環境中，是其中 一種迫 使政府改變政策的方法。但隨著本港政治

的日益開放，壓力團體的局限性開始顯露：（一）慣於被動地回應，較少自訂「議程

J ; (二）重批評而少正面建議；（三）反應迅速，但缺乏理舖或研究支持；（四）傾向

對杭性，行動有時較激烈。

面對九匕主權的轉移，中國政府承諾茌－國兩制之下本港享有高度自治；而英

人管治局囿快成歷史，港人須學誉自我管治。故此教育界亦應發揮主人翁精神，擺

脫以往較偏重被動回應的工作模式，以教育專業論教育。對教育政策提出批評並非

難事，要擬定建議方案就需周詳考慮了。教評成員來自大、中、小學及特殊學校，

在本職崗位積累大量實踐經驗，深深感到教育制度流弊不少。要改革現狀，往往觸

及政策層面的改變；但單此是不是夠的，因為教育政策的成敗最終還繫於教育同工

的表現。因此，教評不會是－個純粹的壓力團體或學術組織。我們希望把實踐丶硏

究丶評議結合起來；無論是專題硏究或政策回應，我們對有關問題，會作出硏究，

吸納專家意見，才擬定立場丶建議。換言之，昰不著重反應「快 j 或次數「多 J'

而著重質量。同時教評亦會嘗試推動硏究與發展 (R & D) 的工作，透過刊物丶會內

網絡等方式去集中和推廣硏究成果及實踐經驗，使改革能真正落實。

我們都認同教育改革並非一場零和遊戲，故宜與有關部門、組織達致雙贏 (Win

Win) 的解決方法。日後本欄發表的文字丶部分屬本會立場丶部分是成貴己見，有些

更貝爭議性，以期引發討論。我們歡迎教育先造的寶責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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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專業力量·推動教育改革 何漢權

一所學校的成立，假如能夠先凝聚到－群有心志的教師任教，在這－刻，經已

是學生素質建立的開始了。同樣，要學生成長，老篩亦要成長在先。但昰，要老師

不斷成長，田理論到實踐，過程十分複雜，老師要沿著專業成長的方向出發，中閻

所受到的干擾往往比預期多。毫無疑問，政府教育政策団釐訂，計畫和自標是否清

晰，執行是否按部就班，是否隰顧全局等等，對老師的專業成長，絕對可以產生－

種鼓勵或扼殺的關鍵作用，若以普及教育政策落實為例；十六年來校舍仍不敷應用

，中學浮動班已成為香港教育的特有現象；課程改革方面，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

TTRA , 搖身變成 TOC 後，仍未能說服辦學團體認真措行。九匕問題，教育政策如

何銜接，又使學校的運作加深不明朗的因素。這些客觀存在的問題，很容易影響到

前線劄老師，站在教師專業的崗位上，濤躇不前。另外，教育工作劄成 效又難以量

度，「百年」才可樹人，加之教師受雇於學校，是較少獨自承受外界對其專業水平

提升的壓力，市場風險不大，假若教師成長和發展前王流地方 學校，未有支持

教師的專業發展，又與外界缺乏聯繫，加強交流，那「封閉系統 j 的陷阱便會出現

，老師不知不覺中，便會罡縮在這種安定、安全的現實教學環境中。

儘筐如此，筆者與教評的成員，釗教育仍抱堅定的樂觀信悆，此種樂觀支持點

有：

－丶與大部分教育同工一樣，我們堅信教育在社會上的重要功能，學生是我們

的下—代，我們有責任將之培養成一群具知識丶具責任感丶敢於批評的良好公民。

事實上，近年「校本教師培訓活動 j 漸受重視，教師中心，學校乃至民間教育團體

都常見此類活動舉辦，部分「教評」成員亦有參與其事，從中我們發覺不少能積極

提出問題、關心教育發展的老師。

二、過去十多年 ，儘管政府教育政策的推行，既急 目亂，但不得不承認，普笈

教育後団改革步幅，遠較精英年度為大，這點可從過去歷次教統會報告書的各項建

議，部分得到落實，開始重視「積極性分歧 j 的教育政策；「校本管理新措施 j 的

實行；香港教育學院的成立等等可作證明，而這些摺施，對教師專業發展會有＿定

的幫助。

三、到目前為止，香港有過百的教育團體成立，其中包括有教育入員團體丶教

瓠工會丶科巨團體以及學校議會等組織 ，充分證明，仍有 不少有志的教育同工，除

在學校工作外 ，紛紛在所屬的教 育團體中 ， 用各自不同的形式，為教育作貢獻，他

們的奉獻精神，默默地會影鬢－些老師。

作為教育團體的一分子一一—教育評議會，亦希望集合一些對教育有嚮往丶有執

著的大、中、小學及特殊教育的老師，就各自不同的專業範駟 ， 提出討論，打破角

色界限，在工作崗位上作出實證，從而形成—個網絡 ， 向著凝聚專業力量，推動教

育改革的目標進發，為改善香港教育質素盡一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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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質素改善中？倒退中？ 蔡國光

「美國的教育家畢比 (D. E. Beeby) J 說：「沒有優秀的教師，無法期待良好的

教育品質 j 。在普及教育體制下，學校必須為適齡的在校學童握供教育服務。要為

普及教育體制下的學童握供良好的教育品質，中小學師資質素的改善是成功的先決

條件。

在小學師資制度中，因小學學額擴張，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几年曾施行－年

制師範課程，這課程的畢業生，如尚未離聰或退休的話，他們 多 在小學教育中身居

要職，為他們提供具針對性的複修課程是有必要的。至於現行兩年或三年全日制団

教育文憑課程，在七、几十年代是中學及預科畢業生的較佳職業出路，但九十年代

大學學位擴張，有志學業者多不願意措受只頒授教育文憑的訓練課程。近年教育學

院招生不足，以至降低招生條件，這情況是有目共睹的，而這情況會嚴重危害教育

質素。

隨著教統會五號報告書建議在小學開設學位職位，九二年至九四年約共有一百

二十名中文大學教育學土畢業，而教育暑亦計畫於本年九月為一千二百名小學任教

而持有學位的文憑教師提高薪級點，並開設約－百八十名小學學位教師職位，小學

教師資歷的捷高，對小學教育質素可以起著改善的作用 。 不過，實施近三十年，原

本為權宜之計的小學半日制，卻成為小學教育的致命傷。其中引致教師入刀「隱性

流矢 J' 部分「半日制 j 教師將全職教學工作視為兼職性質，嚴重浪費社會資覬，

結果促使小學生在緊迫的課室堂學習以外，缺乏適當輔導與足夠的課外活動。

在中學師資方面，由於師範學位缺乏足夠資歷的申請人，加上大學學位普及，

開始考慮中學教師全學位化是適當的時候。事實上，中學新入職的文憑教師，茌面

對與學位教師懸殊的專業地位時，多會攻讀學位以轉職為學位教師。因此 ， 繼纘為

中學握供文憑教師，只會增加中學教師隊伍的流動率或流失率 。 本年九閂正式成立

的香港教育學院，在計畫中、小學教師教育課程分家時，宜考慮為小學提供文憑及

學位誤程，而為中學只握供教育學土學位課程，以配合中學教師邁向全學位比的發

展。

至於學位教師職前訓緤方面，在九年普及教師實施初期，超過五成以上學位教

師未受訓練，十多年後的今天，仍有約三成在職學位教師末受訓緤，改善速度較教

統會的預計中緩慢，教育當局實有需要為中學學位教師釐定未受訓不可入幟的指標

與日期。此外，師訓與師資委員會將於短期內通過持有兩岸重點大學學位，已接受

本港兩所大學教育學院師資課程的「文憑 j 教師，將可通過審核程序，提升為學位

教師。這措施將會為（一）中學教師全學位化、（二）學位教師未受訓不可 入 職的兩項

建議，提供有利條件。

不過，去年的港督施政報告有關教育發展部分，建議增加每校的教師人數，顯

然未曾與師資訓練機構進行事前磋商。未來數年中小學現職教師的已受訓比率可能

出現倒退現象，這是恒傳關注香港教育専業發展的同工憂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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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質素保證 戴希立

最近傳聞教統會建議在教育統籌科下設立「教育質素保證小組 J ' 負責推動改

善學校質素的 工 作。教統會能夠把注意力從數量轉移至質量，並決心硏究及推行 －

套完整的機制去提高教育質素，確實為每況愈下的學校教育帶來少許曙光。據說教

統會參考的主要對象為蘇格蘭的質量管理制度，其王要特徵為專業的全面視學；由

專家制訂有關學校效能指標並加以運用，學校計畫及表現需囘家長公開笈讓學校有

更大的行政及財政自主權，目的是想透過專業的方向及家長與教師前支持，減低政

府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實現改善學校質素。蘇格蘭的改革，看起來比較簡單有效，

香港師承蘇格蘭， 看起來也並無不妥。不過我對 「質素保證」 Quality Assurance 
` 

的推行，在支持之餘，在觀悆方面也有 一 點保留。

教育質素保證的概悆實際 上 從工商管理的品質保證概念移植過來，品質保證相

當於早期団品質控制 (Quality Control )'當然有不少進步的地方，因品質保證除了

要訂立品質規格與標準，並把不符合標準的成品找出來外，還要系統地追溯不符合

標準的原因，並採取一系列措施以防止差錯再次出現，可以說品質保證重點不在於

，

蕈

分隔優品與劣品，而是希望防患於未然。現時工商界流行的 ISO 9000 

全面品質保證的概悆，它要求機構把 － 切有關品質的制度和程序都以文字紀錄下來

，使全體員 工 遵守依循，可以說品質保證是幫助機構制訂品質目標、政策和程序，

並建 立 清楚的問責制度。 ISO 9000 是邁向全面優質管理的重要里程碑，由於它是—

種國際認可的品質管理制度，很多機構都獲 ISO 9000 證書作為品質保證的成功的標

，就是建基於

誌。

但是，管理制度健全化丶正規化和合理化並不－定保證員工有投入感和積極性

，另外，更加不能推動機構有所突破，追求更優質管理，而目機構追求的質素，也

不—定符合「顧客 j 的需要，故此，品質保證的制度在動員全體員工參與，重視卓

越頜導和加強「顧客 j 參與和導向等三個方面是有所不足，而這三方面卻又是教育

工作者迫切期待解決的三個關鍵問題，與學校篔素有著檯密切的關係。故此，我建

議教統會參考全面優質管理的概悆去設計提高教育質素的藍圖，加強教師、家長和

學生的參與，改善社會丶校長和中層管理人員的質素，加強學校與社會溝通和互相

支援的網絡，而把品質保證作為學校改善的第－步。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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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往西方走？東方走？ 許為天

陪著孩子在看「成語動畫廊 J ' 「覆水難収 j 中朱賣臣窮途潦倒 ，遭糟糠之妻

所棄後，發奮為學而獲取功名，前妻要求復合而遭「覆水難收 J J 之辱。中國民間

傳說中，「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夭下知 j 丶「學而優則仕 j 丶「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J' 都是挹述傳統知識分子的學習動機及途徑。有志者，事竟成，既

可「熟能生巧 J ' 也不妨學「愚公移山 j 。從「罡螢映 雪 j 到「鑿壁愉光」的例子

，都說明學習是艱苦的。但是，當翻起書架上有關本地教育的報告書及論文時，卻

甚少以以上角度誦述本地教育事項 。最 近出席了學 校達善運動的 「學 校效能與改善

的趨勢 j 研討會，席上專題講者引用了大量英美加澳的例子。

是不是香港教育界過度西洋化，或真的是西方優勝過東方，抑或是殖民地英語

學習為本的結果呢？

確實是，近二十年來，當教育団西方學說漸漸滲入教學前線的實踐中，便經常

產生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教育學者及宮員推崇活動教學法，但一般小學教師卻認為

在效率上好不過傳統教學。相似的例子可以出現於英語學習的模式（傳意式對傳統

式）、學生學習的態度（愉快地對刻苦地）、學生價恒觀的培養（自我發展對灌輸引

導）丶輔導學生的方法（諮商式對傳道解惑）、學校管理措施（參與式對賢君式）。

細心想想，英美加澳的教育質素及效率絕不比東南亞（如日本、台灣）的高，為

甚麼香港教育界卻要大量取 材於前者，而甚少向後者取經而訴諸實踐呢？再細心想

想，香港整固社會，除了非常少部分人土熟悉西方教育理論和實踐外，其他都是生

活在一固較東方、較中國的傳統學習傳統概悆中的。本文的意旨並不是點出東西方

的教育實踐孰 優孰劣，而只是提出就現時過於強調西方的情況下，實在羆要有東方

的平衡。

東亞式的學習及教育行政模式，以及歷代中國學者對教育的看法及實踐，可能

就是二十世紀末香港教育界的另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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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假英文中學，要對號入座！
評中學教語言（上）

房遠華

為了執行新近制訂的「中學語 文政策 J ' 由九四年四月起，教育暑已知會全港

小六學生的家長，其子弟適宜選用伺種語言升讀中學；教署亦根據各校過往五年錄

取的中—新生語文能力的資料，界定各中學適宜的教學語言。

平情而論，教署此種措施，本來有利於家長相學校各自根據本身條件，「對號

入座 J' 即英文中學收取經評定可以用英文學習各種科自的學生，而只適宜用中文

學習的學生就遺讀以母語授課的學校。

這本是合適的措施，學校和家長都能按本身客觀條件，做出正確的選擇。

然而，實際 情況卻是：絕大部分經評定該採用母語教學的中學卻公然向家長宣

布，他們將以全英文或主要是英文作為教學語言。

經教署硏究本來全港約有七成學生只宜以母語學習，結果是：中學方面卻遠遠

不能供應足夠的中文中學學位予該批學生就讀。

田此引出了如下現象 ：

（一）不少家長對教署的語文指示抱著唯唯諾諾心態的家長，在為其子弟選擇中

學時，固對了－大困難；他們的學校網絡內，竟嚴重「缺乏 j 適合其子弟入讀的中

文中學 ！

（二）不過，長期受「重英輕中 j 社會意識影響，對英文盲目膜拜的家長，望著

大多數宣稱 是「英文中學 j 的《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學校一覽表》，卻不免大為快慰

，甚至喜形於色；哈哈，其本該適宜入讀「中文中學 j 的子弟，竟然可以「自由 j

選擇升讀「英文中學 j 來！

面對如此荒謬、顯然違反教育專業的教育現象，筆者不勝歆戲。曾與一些校長

、教師談論此情況，不少同工見怪不怪，認為此乃「合理 j 結果；說到出現如此衆

多宣稱纜續「掛英圀羊頭，賣中國狗肉 j 的所謂英文中學，其責任應當田誰人承擔

時，都說此乃「社會的錯丶與學校無 尤 j 云。

對於此等「教育界毋須貝責論 J' 筆者絕對不敢苟同。

教育界此種王導言論認為：家長對英語教育情有獨鍾，乃是正常現象，這正好

說明社會對英文教育存有「市場需求 j 。我們教育界只不過因應巿場情況，正常供

應受家長歡迎的商品而已；況目，「重英輕中 j 現象出現的原因甚為複雜，其中有

政治、經濟、社會豬種因素互相糾纏一處，「剪不斷，理還亂 J ! 對於此種複雜非

常的「原因組合 J' 筆者算是稍曾「研究 j 過，亦寫過萬言長文分析過，指出「是

教育界做點工夫的時候了。若果教育界仍對此局面不積極回應，拿出教育專業精神

，按教育原則辦教育，一切責任我看應由教育界承擔，與人無尤 j 。詳見廣角鏡出

版社出版之《香港教育剖析》本人一篇論文，此處不贅。

不過該文言有未盡之處，筆者此處再作補充。首先，我們樽要明白：教學語言

問題發展至今，情況已與六十、七十年代時，香港純為大英遹民社會有明顯不同之

處。

筆者明白繼續與大家討論目前教學語言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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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英文中學公然 「上市」 房遠華

評中學教學語言（下）

面對「九七 j 香港回歸中國母體的歷史條件，遹民政府對英文教育已不再頑固

堅持，教育亦逐步製訂了種種有利推行母語教學的措施去鼓勵中學施行母語教學 。

尤其值得－提的是，教署最近推出訶中學及學生適用的教學語文標籤的措施，使學校

與學生完全清楚知這自己的「語文位置 j 所在。學校可據此吸納合適學生，學生亦

可依此選擇理想學校。此種「對號入座 j 的方法，既無強制全港 一 刀切推行母語教

學的弊病，亦是符合教學原則的。

然而，教署如此客觀丶實事求是的措施，換來「專業 j 的教育界甚麼卽回應呢

？絕大部分的中學竟無視最合適於本校的教學語文標示，公然向家長、從而也向整

迴社會說謊！明明本校不適宜用英文教學，卻宣稱自己是全英文中學；明明本校教

師及學生均沒有能力用純英語教學，也要推行受教署極刀反對的「中英夾雜語 j 教

學法，繼纘禍害學生。

此種無視教育專業， 違反教育基本原則的做法，教育界不但不責怪自己，反而

聲聲自辯「這是家長自由選擇的結果」 ，這可以說得通喎？

換一個角度，就教育界常常掛在口邊用作 「擋箭牌」 茁 「教育是商品 j 的理腩

和分析，也是站不住腳前。

筆者不能不指出的是，不少公然「上市 j 「掛英國羊頭，賣中國狗肉 j 的冒牌

英文中學，根本一開始「營業 j 吸納學生時，就違反了最基本的商業道德 欺驅

顧客！販責假貨！

當然，對於學校無視教署發出的教學語文指引，公然推銷冒牌假貨而教暑竟聽

之任之，筆者亦甚感不滿，教署有責任糾正此不正常現象！

試想想，以商業角度來分析，作為消費者的學生家長，竟然可以從官方哪處收

到大部分為冒牌假貨的「 － 覽表 J , 亦可稱「奇聞 j 。在商言商，消費者應該從官

方博到的是正確的商品訊息，現今官方提供的竟是虛假的市場資訊，這囘只令消費

者的 「知情權」蕩然無存，假訊息尋旦扭曲市場形勢，使消費者購入假商品而遭受

損失。

下學年全港中學學位在上述市場訊息受到嚴重扭曲下運作，情況可以說全人不

敢想像 苣先，約估百分之匕十只冝用中文學習的學生，大部分因不能「對號 入

座 j 而進入了假英文中學就讀 。

筆者大膽假設：假如此批家貝礄然發覺，其子弟進入冒牌英文中學就讚後，情

況痛芭不堪而公然要求因「受騙 j 而追討賠償，告將消費者委員會或法庭去，會有

甚麼結果呢？又假如他們要求必須「對號入座 j 要到名副其實的中文中學就讀 ， 教

署可有責任握供這些學位螞？

也許更重要的是：教育是重要邙社會投資，現因語文政策不能配蠢，引致學生

不能學習而遭受損失，此種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實在要向有關方面追究投資失誤

郃行政責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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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看待小學教師專業地位（上） 鄧薇先

鍇於小學在教學及管理方固的領導能力問題，需要吸收在專業訓練方面達到更高程度的優秀新教師，教統會

二號報告書建議開辦部分時間制學位課程。這方面已由中文大學執行， —九九二年已開始有小學教師在本地攻

讀小學教育學土學位課程畢業 ，而教統會五號報告書更建議在小學設立學位職位， 目標在十五年後（即二零零七

年 ） ，小學教席才有百分之三十五可以成為學位教師。不過薪級卻與中學學位教師相距甚遠。這已顯示對小學教

育的歧現。首批小學教育學土已畢業兩年，卻迄漏不見當局對小學設立學位教師職系的正式建議，晨近才從報章

得知當局終於向財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提出建議了，但一看職系的薪級結構，使人對當局平等看待小學教育工

作者的希望幻滅了。下面列出中、小學學位教師職系在薪級結構上的對照，就很容易看到當局始終不肯拋掉歧視

小學教育工作者的觀點。

從下列約職級表可看到小學學位教師職系除了第一級助理小學學位教師卽起薪黠與相對的中學學位教師相同

外，其頂薪點及其他小學學位職級的起點和頂薪黠都比相對的中學學位教師職級為低，同樣是—級校長，同樣須

負責管理一所二十四班或以上的學校，小學校長的頂薪點比中學校長相差八點，小學校長的頂薪點甚至還不到相

對職級的中學校長的起薪點。要注意卽是：小學校長（學位教師職系）和中學校長的學歷並無差別，大家都是擁有

學位的，所以不應有不同的對待。

小學的二級校長與一級校長前職級點重疊而中學校長就沒有重疊，據當局解釋謂小學的二級校長與一級校長

的職級重疊的原因是兩者的工作相若 ，只是班數的多寡而已，可是中學的二級校長與一級校長豹工作又1可嘗不相

若？為何其薪級又不用重疊呢？實在节人費解！似乎沒有任何一種教育理論提出中學的教學難度大過小學。況目

小學生需要更多的照顧，在策劃活動和進行時，教師須花更多的精神去照顧小學生的安全，責任更大。反之，中

學生能自我隳顧，不用老師太多的協助，所以，以課外活動數目多少來衡量教師的工作量，未免過於武斷！說來

說去，當局都找不出甚麼全人信服的論調，總之，當局對中小學學位教師有不同的看待，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建

議文件中所說：「雖然兩者均為學位職系，但卻分別任教於中學和小學。 j 「小學」就是「小學J' 「小」就是

「低」 ，總之是低別人一等 ，這不是歧視，是甚麼？

如果當局堅持两種學位教師前不同待遇，輕「小 j 而重「中J' 我想將來修讀小學學位課程的必為次等學生

，那樣，小學教育質素的提高只是空談，又何以達到小學優質教育的目標0尼？基礎教育之不穩固，又怎可以改善

整個教育制度呢？

中 丶 小學學位敎師職系及薪級比較

小學學位敎師職系及薪級 中學學位敎師職系及薪級

職 級 薪級（總薪級表） 職 級 薪級（總薪級表）

助理小學學位教師 第 17 — 29點 學位教師 第 17 一 33 點

高級學位教師 第 34一 39黠
小學學位教師 第 30 一 33 點

首席學位教師 第 38一 41點

二級小學校長 第 34— 39 點 二級校長 第 40 一 44點

一 級小學校長 第 38— 41 點 — 級校長 第 45— 4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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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看待小學教師的專業地位（下） 鄧薇先

長久以來，教育當局對中學和小學的待遇就有很大的差異，営局的措施，處處

使人誤以為中學比小學 重 要，所以待遇應該比小學教詞為高。如果我們深入分析 —

下 ，就不難發覺那是對小學教育的偏 見 。

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指出：「無論中學或小學，教師同樣需要對有關學科有深

入認識，以及運用專業技術，協助學生學習。 j 簡而 言 之， 一 伺優秀的教師最少要

具備以下幾項條件（裝備）： 1 學科矩識：對所教授的學科認識，認識的程度應能足

夠應付教授時會遭遇的問題。 2. 教學方面的專業技巧：這包括講授的方法，課程的

設計，諫業的編排，教學評估和學生轆導等等實際工作技巧。 3. 管理方面的專業技

巧：這包括學校的管理，與外界溝通如家長、教育當局和社區的溝通等。

這 三 方面的條件或技能，本來就不能把中學教師和小學教師，孰優孰劣作一衡

量，但因為教育當局以往只在中學設有「學位教師 J 職系，而小學則全是非學位教

師，強行將小學教師的專業地位貶低。持有學科學位的人，並無規定他們在入職前

具備專業資格（教師訓練），便可成為學位教師，即是說只要有學科知織恒假設他能

教好學生，而且比曾受專業教師訓練的非學位教師教得更好。受過專業訓粿的中學

學位教師就更高小學教師「多」等了，他們有機會升為二級校長和一級校長，待遇

就當然比小學校長高了一大截了。

這穡對小學教師不公平的現象，以往還可用「學歷 j 不同為理田虛應過去。自

八十年代後期，社會和政治制度較為開放，人們開始對各種不合理的事情握出質疑

，教育的發展不平衡，高等教育的擴展過速，相反地對小學基礎教育所調配的資源

不成比例，於是整個教育制度所產生的教育質素不斷下降。當局除了推諉於教育由

精英制轉為普及教育外，也不能不作出全面的檢討。檢討釣結果，當然就發覺了上

面所說的教育發展畸型現象 基礎不穩，尾大不掉，小學教育發展資源不足，全

面恢復小學全日制實施無期，教育學院（師範訓練）無人問津，原因是大專院校學額

過剩，「以往很多非大學畢業教師入職時所具備的學歷，茌今天足以合他們獲得取

錄攻讀學士學位課程。 J (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 4 . 3 節）

教育當局雖然決定在小學推出多項重大的改革措施，例如：目標為本課程，改

善語文教學工作，改革學校管理工作，將活動教學法推展至更多班級等等，希望為

中學及大專全面建立更穩健的基礎。可是沒有優秀和高專業水平的人土加入小學教

育的行列去進行開山劈石的前鋒， 一 切希望也只是美麗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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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院證書新課程之疑慮（上） 鄒秉恩

香港教育學院於九四年九目即將推出－個教育證書新課程，以取代現時教育學

院的傳統教師文憑課程。

據說新的諜程獲得不錯的評價，而目梁志強教授更不止—次在不同的場合上極

刀推薦這固課程，可見這個新諜程是十分受到重視的，不過筆者卻對該課程正式推

出是否受歡迎，則存保留的態度。

田於新諜程即將推出，香港教育學院便於九四年匕月四日特別為中小學校長舉

辦了一個硏討會，目的讓更多人認識這個新教師培訓課程，以達致改善教育質素的

最終目的。上述課程是根據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約建議，並參考了英、美、澳丶紐

等國家的師訓課程而設計。新課程乃是將中小學師資培訓分家，各是—個兩年全曰

制的證書課程，至於未修畢高考課程前學生，則須多讀一年預備課程，才可修讀上

述新課程。

一九九四年九目推出的教育證書課程笹最大特色是採漸進式的實習體驗，把理

論與實踐結 合，和擴闊學校經驗，增加了教育學院與學校的協作關係。上述 理論 是

參煆哥頓卻 克 (Gordon Kirk )在蘇格蘭的教師教育模式，而著重點亦在於將 傳統教

學 實 習( Teaching practice )變成多元化的學校經驗( School experience )'包括

在 實 習期參加討論有關學校課程政策、認識家長或社區機構與學校的聯繫、研習學

校政策和校規、跟進認識 有學習困難的學重及了解學校文化等。

而香港教育學院則以下述的四個元素，作為「經驗學習 j 前模式： l 早期學校

實習經驗。 2 . 學校實習經驗—協助教師計畫。 3 高小實習教學。 4. 初小實習教學。

綜視整個課程設計，都是非常精密，既照顧到理論，也考慮到實踐的機會，是

一個相當平衡的訓練模式，相信日後設計四年全固的教育學位課程時，內容應該會

更加充實。只是筆者對早期學校實習經驗和協助教師計畫卻有以下的回應：

據目前一般教學實営只是由教育學院的同學，按期到學校去進行為期約穴星期

的實習教學，而大部分小學的校長、主任和教師都樂意接受這些準教師到學校學習

，因為部分老師雖然會考慮到實習期閻，在校學生的學習效果可能會略受影響，而

進度亦會比正常的慢，學生秩序也可能會有較大的問題。茌準教師離去時，他們又

要進行補救性的工作。不過，教師基於有責任協助培訓老師，而且在實習期有一段

時閤因有準教師代課大可以稍作休息，都比較積極地接受這個實習安排。

然而，建議 中的「早期學校 實習經驗 J' 可能會 引起部分學校的校長和教師有

掛慮，因為該計畫的要求包括： 1 . 由校長 ／ 主任介紹學校的背景、宗旨、行政架構

與家長的聯繫及一般的運作。 2 讓學貴與經驗教酺分享及交流經驗。 3. 安排學員進

入課室以體會不同的教學情境。

相 信第—、二兩點對學校的校長和老師來說都較容易接受，怛關於安排學員進

入課室，則會命致教 師產生恐懼感 。 一般教師，除選用活動教學或－些參加了課程

改革或試驗教學的學校老師外，從未習慣被外人進入課室觀課，甚至校長要求觀課

，老師也極不願意。雖然學院 可能聲明該措施只強調讓學員體會課室學習情景，甚

至只是觀察學生的上課情況，恒傳統的教師卻會因這種「觀課」帶來無形壓力，因

為一般老師都會或多或少須事前多作準備，而加重工作負擔。另一方囿，若某些教

師的教學方式，並非教育學院的正規要求或最新要求，可能會導致反效果，樹立了

－個不正確的教學模式讓學員模倣，這也是一個恒得我們憂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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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院證書新課程之疑慮（下） 鄒秉恩

有關「協助教師計畫 j — 頊，據香港教育學院的建讓，包括：

1 . 邀請「協作教師 j 觀察學員上課，並於課後給學員提供教學實踐上的意見。

2 「協作教師 j 握供某些教節讓學員進入課室，以體會不同教學情境，並於諜後與

學員討論學生學習的情況。 3. 「協作教師 j 引導學員更深入了解學校生活的真實面

和有需要時協助學員解決在教學上所遇到的問題。

從「協作教師計畫」的設計來看，「協作教師 j 一詞 (Mentors) 從許多有關教師

教育、教師發展理論的書籍都有詳細記載，包括職前及在職的轆導，事實上學員是

可以憑著「協作教師 j 的指導，從實際中取傳經驗。

其實，這是 一 個很好的培訓建議。讓學員進入自己的教室去觀察，提供意見給

新學員和討詞，讓他們在正式投入服務前有足夠的準備是很好的。教師也可憑著新

培訓計畫帶來新剌激，更加可以改善自己的教學效能，實在有教學相長之效，應該

是肯樂意支持的。

但「錢咯 j 的另一面卻帶來了實際運作卽困難，而目以現時的情況，學校的校

長和教師確實會需要有充足的準備和認識，才可以有效協助推行有關的計畫，因為

l 作為「協作教師 J' 並非每一個現職教師都可以勝任的。試看現職的教師，

許多已經畢業多年，有些老師所修讀的專業知識，是在多年前的「師範 j 學院受訓

的。有的是一年或兩年的全日制課程，有的是在職訓練課程 (I.C.T.T.)' 更有的是所

調「 R-10 J 教師，即是教滿十年才成為檢定教師，他們當中有些可能曾接受 一 些由

語文教育學院王辦的語文複修訓練課程，有的則可能曾參加五星期的教師複修課程

等，因此他們大多對新一套的教育理論並不怎樣認識，自然對扮演「協作教師」茁

角色未必達致原設計的理想。除非是現職教師全部先接受短期培訓課程，否則勉強

推出新學習經驗，則效果成疑。

2. 各校有不同的文化特質，對於培訓新學員便有不同的協助效果，全港約八百

所小學，若筆者作一個假設，就算辦學團體的方針—樣，教育理想相同，各位校長

都是積極領導，而目也是開明合作，但終究會有不同的辦學風格和領導作風，教師

也會因為學校的文化而對他們的教學有不同的取向。理請上，學員亦可以吸収不同

的經驗，只是這些經驗對他們正式的工作，是否產生正性的效能，則未敢預料。

一個如此新鮮大膽的嘗試，原本是應大力支持的，可是從九四年匕目四白的小

學校長簡介會，所出現的罕見低出席率，和筆者與許多小學校長談論有關新教育證

書課程計畫時，大部分校長均對該計畫的認識不深，而目皆表示讓學員到學校觀課

是有 一 定困難的，因為他們相信老師們對擔任「協作教師 j 的工作是會有抗拒感的

。筆者無意眨低現職教師的工作態度，反之從每年甲諝各大學舉辦之兼讀學土學位

課程來看，相信有許多教師是十分積極進取丶肯接受創新和有教育理想的—群，只

是這樣有意義的新教師培訓計畫若準備不周，校長和教師皆未有足夠資訊和渠道去

認識這個計畫，沒有他們的充份支持，縱使這是 一 個高質素的教師培訓諫程，而目

學員們皆是優秀的未來教師，但學校實習經驗和協作教師計畫的失效，則使整個教

瓠培訓計畫都會大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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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事件的啟示 蔡國光

六目底，教育署署長黃星華因為某出版社新經審批的中三中史教科書刊載六四

的報逗，便勒宅出版商將書內「六四事件」的記載刪除，繼而決定發出行政通告，

明碓規定出版商不可以把近 二十年 的歷史事件，編載入中國歷史教科書內。結果引

致教育界丶社會人土，以致政治團體群起攻之。民閭團體更有以請願示威的方式，

要求黃薯長引咎辭職。整個社會中，只有三類人土基於既定立場、身分而表現對黃

署長行徑表現可以接受的態度： 一 丶作為暑長上司的布政司；二丶對穴四同樣患有

敏感症的本地中方人土；三、為了教科書能夠頔利出版的出版商。

郭少棠博土在信報就黃署長在整件事情的表現，有以下的評價：「黃署長充分

流露官僚『卸膊王義 』的行徑。前言不對後語，扭曲自己前後三次公開聲明 和 記者

訪問、試 圖遮掩自己所作的錯誤決定。 j 黃署長是否在九匕前夕，借六四問 題 向中

方拋媚眼， 這種純屬動機的猜測，雖然有不少人認同，怛仍有待時問證實； 但 作為

部門長官， 他在政治上的失當，實難辭其咎。香港的政治架構，昰以行政為 主導，

這種運作模式在九七以後仍會持續。在教育部門，對教育或教學茫然無知的行政長

官，如果緊守他的行政崗位，知所進退，也可以成為不過不失的行政官員。但如果

他利用行政上的無上權力，有意無意地處處干預教學，蔑視教育專業，將只會為已

經迷失方向的香港教育現狀帶來塈多的混亂。

董署長如果稍為尊重教育專業，先向課程發展委員會、大學的歷史專家、中學

的歷史教師稍作諮詢，斷然不會作出 二十年 的建議指宅；如果他稍為深思，中學學

科諫程是經過—段很長時問的設計丶諮詞、修訂、審批，期間有學者丶作者、出版

商丶課本審核 小組丶教育署負責官員的努力，在符合教育署課程發展委員會的要求

下，才得以番批 印刷出版。黃署長在極短時問內，透過行政指令形式，強制出版商

「刪除 j 教科書上的有關資料，對教育專業連最基本的尊重也沒有，亦暴露行政領

導專業的弊 端。過去，香港政府以行政領導教育，是較具效率而省錢的設計。今天

，香港教育基礎已鞏固雛型，從校舍丶課程、課本、団資等各方面已粗具規模；教

育署作為教育行政部門以領導教音發展的角色，亦已經完成她的「歷史使命 j 。未

來香港教育將朝優質的專業化發展，教育行政部門並無足夠條件領導這種改革。環

顧中小學的閻題，一旦涉及教育專業範疇的 工 作，教育署便顯得力有不還： TTRA 與

TOC' 視學制度、課程發展、教學語言政策、師資培訓都是現成的例子。要教育署

自行放棄行政領導權力是不容易的，也不是藁署長的行事作風；怛教科書事件可以

喚醒教育同工，我們現在應該重新雹待教育署，她只是「協助」本地教育發展的行

政部門，而不是「領導」香港教育的權力機構。也基於上述的分析，課程發展處醞

醒脫離教育署獨立，以類似考試局的形式運作 ， 會是本地教育課程發展出現突破的

一種可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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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應該作出改革 黃冬柏

會考放榜郃日子很快又來臨。每年八月會考放榜時都很累人的。究竟會考原來

的功能是甚麼呢？恐怕萬干考生，以至他們的老師也無聞細想 。 筆者就想籍此討誦

一 下。

相信最初設立會考囝原意是為香港社會有限的教育資源選拔精英，故此會夸是

充滿 「 篩選 」 的氣息。多年來卽經驗說明了會考是極為有效卽。不同學習能力的考

生經過考試後，得到 一 個等級；然後不同組別的學生跑一條不相同的道路，從事不

同的工作。可是，隨著普及教育政策的落實；篩選的要求慢慢淡出了。因為可供入

讀的預科學位比率不斷地增加。事實上投入教育的資源亦伴隨著改革有所增長，結

果這種篩選是否有需要保留呢？

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耳實考試是 一 種學業評核的手段。學生經過一個階段的學

習後，究竟能否達到課程設定的自標呢？考試貝起這種考核的職責。所以考試應該

配合課程目標。 可 是今天的會考顯然未能起著這樣功用。更舍人概噪的是現實情況

卻反客為主，即是多年來深為人所詬病邙「考試導向 j 教育模式。

專業教師當然明白「因材施教 j 才是教育的真義。可是礙於現實環境，教師往

往不得不為考試而教，學生亦唯考試才學。這種病態模式向為教育專業人土所抨擊

。不過隨著教育的普及化，現在應該是改革考試制度的時候。

首先，中學誤程指引已經出版了。每個課程的目標亦清楚列出。考試設計專家

肯定可以配合這個目標，擬出試題評核學生究竟達到那—個層次的目標。考生並無

必要和他人比較，考試的目的是檢驗自己的學力，好像考車牌 一 檬。

其次，表示成績的方法亦需改革， ＿ ｛固等級根本無法反映學生的「教育水平」

成績應該顬示出考生所擁有的才能，好像會考英文科都會列出考生的聽丶講丶寫丶

理解等不同方向的水平。

第三，不少老師發現近年來的會考題正逐步地調淺，但有些考生答題表現仍很

差。因為有關當局亦體會到普及教育帶來前轉變，所以期望淺化題目可以切合能力

低的考生，可是往往事與願違，表現差的學生是不適應汨用的考試方式。所以光是

調整試題深度、裁減會考綱要，根本沒有針對問題的真象。需要改變的甚至包括考

試形式。無論如同，為了配合全民普及教育，不華只課程需耍改革，會考模式都應

該作出改革。更深 一 個層次是觀悆上的改革 ； 會考不再是選拔的工具，反而變為是

服務學生。為他們的學習作出評估，有效地反映多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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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 數學科學習綱要的可讀性（上） 曹錦明

對有關評估部分的幾點質疑

「自標為本課程」的最新資料，《目標為本課程：數學科學習綱要》（ 以 下簡

稱 〈 綱要 ＞ 的可讀性如何？究竟他在進行「目標為本課程 j 工作上所起的作用有多少

？在追 求 以上問題的答案前，本文首先指出 《 綱要》有關評佶部分的疑點或模糊之

處，茲列舉如下：

＿丶沒有差異的評估課業！

《綱要》 6.4.4 中說明：「雞然目標為本評估亦須顧及不同能力的學生，但在

第－學習階段裏，由於學生之間的進度差異不大 ， 應該可以用相同的評估課 業 及緤

習評估所有學生，讀學生在表現上展示他們的差別。 j 但事 實 如此嗎？

在第 ＿ 學習階段裏，學生年癤在六歲至八歲，學習內容的深淺程度的差別不可

謂不大 ，而學生學習成效的比較（如學得最好的與學得最差剪分別）也可能是 雲 泥之

別 ！ 另 －方面，在這階段裏，若發現了學生學習上所表現的「差別 J' 那應 如 亻可處

理呢 ？如此《綱要》似乎是粗疏一點了，它亦沒有積極地把 TOC 的精神 實 踐 過 來，

而只 是 含 含糊糊地「交代 j 了評估課業和學生的學習差異！

二丶評估重點與能力的關係？

縱觀 《綱要》的十個評估課業示例，雖然它們都有明確的學習重點，算 是 有目

標導 向的意昧 ， 但是，它給我們總的印象是：與 TOC 宣稱的精心設計的學習情境仍

有 一段距離！最宅人疑惑的是不同的評估課業中學習重點所舍示的行為和能力，如

何可以互相結合成為系統的認知能力，而能具體體現 TOC 的五種能力，並目 易 於適

時 地被 評估而得知學習的進度和成效。若果處理不好，這樣 TOC 仍然解決不 了 「支

離破碎 j 的學習問題！同時也無法取得學生認知能力發展的進程圖！

三丶標準如何制訂？

我們茌十個評估課業及九個評估練習示例裏，完全找不到評佶的「標準 J' 即

我們無法知道一群學生在倣完課業後，何者已達標準而掌握了評估重點的能力，伺

者高於標準而能力過人，伺者低於標準而力有不逮？

《綱 要》 7.6 說明：「每個測驗亦附有限恒分數，用以界定某個學生能否達到

該測驗所屬表現等級的最低標準。 j 若果這就是標準參照評估的 「 標準 J' 為何這

重要的概悆卻只那樣輕輕帶過？《綱要》 P.74 結合了課業示例匕，例出了 一 套「評

分標準 J' 以供參考，但這些標準只是數學老師慣用的評卷標準或方法，並無創新

及 特別 之 處，而只不過比常用的較詳細而已。至於標準參照模式下的「標準」（暫

稱「及格標準 J ) ' 則 — 概欠奉！如此，教師在「診斷 j 學生方面已很困難，更是

如何談「診斷 j 後的「對症下藥 j 呢？若「標準 j 的問題處理不好，則 TOC 宣稱在

幫助學生學習上的價恒便成泡影，至於在課程改革丶教學改革上的計畫亦會 變 成空

至 、 封竺圭圭= DJI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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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數學科學習綱要的可讀性（下） 曹錦明

對有關評估部分的幾點質疑

四、如何評定等級？

另一方面 ，在第一個學習階段中只分 一 及二兩個等級，怛學生的年齡卻巴六歲

至八歲，期閤因年齡丶學習能力不同及其他因素的影響所產生的差異又同止表現良

好與表現差的也一起升班而一同畢業…….........凡此種種，真节入懷疑「表現等級」的

意義！

從《綱要》 7.5 的解說，我們發覺同 一 表現等級中包宮很多的學習重點（或稱作

評估重點），這苜先給人的印象是迷惑 。跟 著我們會重複再問評定的標準是甚麼？

怎樣評學生達到的等級？其實，一大堆學習重點混在一起及許多寫上不同的評估重

點的評估課業，又如何結合—起並運用來評定衆多學生在某方面或某種能力 （例如

TOC 強調団五種認知能力的某—項 ） 上各自達到的表現等級呢？此外，如果某學生

在甲乙這两個學習重點達到—級程度而在丙項達二級，那麼他最後究竟屬那 － 等級

呢？

五丶如何照顧個別差異？

表現等級是給學生、家長、老師說明教學成效囝指標，並目每一個等級被視為

邁向更高學習的基礎；但是這 1回理想建基於落後者或能力稍遜者能獲得另外—次（

或更多次）的再學（画至學好）丶再評估（公平合理的）、再晉級（真正卽）前機

會，同時也建基於能力出衆者有 一 展所長丶更上一層樓的機會·………..否則表現等級的

意義沒法實踐而學生的個別差異亦沒法獲得真正的照顴。可惜到目前為止，我們看

不到實踐以上理想的具體建議。

六丶成績如何報告？

縱觀《綱要》中的詳細成績報告示例，我們發覺 TOC 下數學科評估結果的資料

的報告有相當多的舍糊不清郃地方，玆列舉如下：

第－丶將原本數學的五個範疇合併為兩個範疇（數和代數；度量、圜形與空間

丶數據處理），其成績以等第（如甲、乙、丙或 A,B,C ) 來顎示之， 這似乎與以往我

們慣常用的分別不大（按現在數學科學科測驗的成績報告較「示例 j 還要詳細及清

楚）。第二丶「總成績 j 一項是怎麼樣計算出來的，真宅人摸不著頭腦。第三、若

以等第表示成績的高低，但衆多等第中以何者為「笈格 J (達到標準）· 「示例 j

甚至全本《綱要》也沒有清楚說明。第四、它如囘對各評估課業作出回應，亦沒有

足夠的指示。

「示例」有「評唔」－項，這實是創舉，而這項似乎更能反映由諍估課業禤到

部資料 ，但在 「剔」出「已能掌握 j 丶「初步掌握 j 及「末能掌握 j 的同時，又如

囘結合「範疇表現 j 的等級資料，用以完整地反映學生邙數學能力的水平 ，若彼此

關聯不上，就會變成各自為政了。

戍績報告中「表現等級 j —欄，這全人懷疑若表現等級的評定是画接由具有表

現等級的評估課業的竇料反映而來 ，那麼 這表現等級與「範疇表現 j 及「評語 j 的

資料何干？後兩者似屬 多餘 ！若果表現等級的評定均以「範鷗表現 j 及「評語 j 的

資料為基礎。則我們很難看出 三 者的關係。總而 言 之，兩個成績翦告的示例，給人

整體的印象是模模糊糊，並旦彼此的關係性很弱。此外，我們對課程內容掌握， 《

綱要》也未給人展現一幅清晰的圖像。

若《綱要》真令人產生這麼多的疑惑 ， 其可讀性的高低大家自可作出判斷，不

必筆者贅述。又若果作為 TOC 的引導文件的質素不保，怎叫入按此而成功地實施這

宏大的隸程改革 0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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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學能測驗的帳 馮文正

邑假轉瞬即逝，在新學年快將開始前，各小學同工的忙碌生涯，將再度展開，

根據我個人的了解，小六的中文及數學科科任老師在每年的十二目初學能測驗前的

三倆月裏，確實會經歴—段艱難歲月。首先，在課程綱要內指定的中文及數學科的

正規學習內容，一點也不減少，而應付學能測驗前「操練 j 也是不可或缺， 我 伺人

保守估計，為應付中丶數兩科的學能測驗，每位小六生在這三個月裏，極有 可能最

少要加倣五至六本推理綜合練習，每本以有十至十 二 亻目模擬測驗計算，需要 每 周額

外四小時的「操練 j 時間，老師的講解及改正緤習，極可能花費另外的四個小時，

以六年級每周中丶數兩科共十石個教節約少於九個小時的上課時閻計算，花在準備

學能測驗的時間在比例上如何巨大，可謂 －目了 然。老師們為如伺編排正常 學 習與

學能測驗 的「操緤」並行不悖，傷透腦筋，而學生們的課外活動時問放入操 緤 行列

之內 ， 屢 見不鮮。或訐教育署的高宮大人們會以「不應為學能測驗做額外練 習 j 為

擋箭牌， 將批評置於府衙門外，但站在前線的教育同工，能將校方的要求， 家 長的

期望，學能 測驗的甄選結果及其影響置諸不理嗎？今天，讓我們算—算學能 測 驗的

帳吧。

（一）自前昀情況

我相信大部分的小學，在五年級卽時候，便會為中丶數兩科的學能測驗做準備

工夫，由於教育署每年只在學能測驗前數星期才發出 一些 樣本題目，用意昰用行動

去說明教育署並不鼓勵在事前的大量練習，但這種造法無疑是 「 掩耳盜錦 j 的最佳

例證。一般學校行政人貴，科任教師及家長們基於寧濫毋缺的羊群心理，會借助—

般出版社基於上述樣本題目及歷屆試後抄寫的試題，大量草擬—些類似或不類似的

模擬緤習讓學生們「操練 J' 耗用的人刀物力及時間資源之大，早已用到了霈要認

真檢討的 時候了，由於學能測驗的題目內容，在－定程度上與中、數學科學習的內

容並不盡 同，形成了現時小學五、六年級中、數學兩科有兩套的學蓄內容，加上—

般出版 社製備的模擬測驗學習上是否－種浪費呢？但又有甚麼人在現行制度 下 有脆

量嘗 試在校內取消這種模擬測驗練習呢？我們是否應「釜底抽薪 j 去解決造個問題

呢？

（二）改善旳延議

透過學能測驗調整校內成績去顗選學生升讀不同中學的辦法既然出現了極嚴重

的負面影響，扭曲了芸、六年級中丶數兩科的正常學習，閻接影饗小學生升中前的

質素，昰否已到了全囧檢討舒時候呢？相信笞案是肯定的，加上學能測驗只考驗中

丶數两科的學業能力，末能配合現行的中學學習語 言 政策，我個人認為教育署應重

新考慮在小六時用中、英丶數三個學科以餜程內容為王的應用能刀測驗，調整小五

、小六的校內成績，作為中學學位分配的一種工具；同時，可為家長在考慮如伺為

子女選擇合適的中學學留語言時捷供更準確的資料。根據—般教育理論，在課程設

計裏：目標、學習內容丶與評估邙一致性，能提供匿大的教與學的動力，現在教師

們面對學能測驗，有如瞎子模象般，既不能有效地幫助學生學習，浪費時問與精力

，同時目賭中、萸丶數三科應用能力下降，面對中學老師們的責難，無援無助，全

人心痛，所有關心基礎教育的同工，實應盡速進－步討論學能測驗的存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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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師發展統籌者的角色 羅健文

又踏入新學年了，對於新入職的教師來說，第一年的教學經驗顯然非常重要。

據筆者所知，很多學校都有推行校本教師入職計畫，而負責統籌的教師必須了解新

教師在第－學年所固對的適應問題（由學生變為老師的身分轉變，備諫和教學技巧

的掌握；課室管理和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以及指導新教師應付日常非教學性的

行政工作。

本人嘗試從實踐經驗中，總結出統籌者應扮演卽九種不同角色及具備的八種工

作技巧。這九種角色可分成互相關連的三部分，包括入際閻的角色，資訊性的角色

及決策的角色。

首先是人際間卽角色，包括模範者，領導者及聯絡者。模範者的主要功能是強

化學校正面的工作文化教師的專業態度。

在統籌及推動專業化教育工作時，帶給同工的信心，建立正面丶同工引以為榮

的典範。另外，統籌老師要經常發揮領導的功能，培育及激勵同工。

身為領導者，要為學校訂定清楚明確的培訓目標及優先次序，以作本校新教師

輔導及教師發展的依據。統籌老師的任務，所涉及的入，不僅限於校內各組各科的

同事，還有校外的教育團體、教師中心職員丶 教育署官員及友校同工等。他是—位

重要的聯絡者，嘗試接觸及聯絡多方面的教育界積極分子，擴大學校與外問的接觴

，建立校內校外的支援系統。

其次是資訊性団角色，包括資料收集者、傳播者和發言者。統籌老師應廣泛及

有系統地搜集有關教育的書刊及新聞資訊，並需處理大量寄來的宣傳刊物及進修課

程簡介。

資料收集者不但要整理資料，並要讓整理後的資料公開，方俚同事隨意取得有

關資訊。由於他可集中處理教育資訊，因此他亦可以擔任傳播者的工作，將適合新

教師或同工參加的課程丶講座或資料匾接向他們推介，並可主勳邀調他們－同出席

某些活動。

或許，統籌老師在某些場合中，可能代表校方向同事介紹及溝迦新政策及計重

，以便推動校內新教師輔導及教師發展的工作。身為發言者，他要有自信及掌握公

開演讜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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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師統籌者的管理技巧 羅健文

校本教師發展統籌者所扮演的角色，除了上文提及的人際問的角色、資訊性角

色外，還有決策性的角色。

決策性的角色包括創造者。創造者是敗於創新、進取丶對環境觀察力強，能應

付校內的人事複雜問題，並尋求改善方法。此外，新教師面對新工作環境及班內的

管理及教學難題，往往礙於經驗，未能妥善處理。在此適應期內，統籌教師不怛要

關心新教師個人的困擾，協助他尋找解決方法，還要面對這些由課室教學問題衍生

出來的學生行為問題，並與有關老師，即班主任丶輔導老師丶訓導老師或當 事 老師

協調，化解這些危機。由於個人的能力有限，他雖然扮演一位解決問題者的 角 色，

但最好的是群策群力，與同工保持開放的溝通，集思廣益，提供支持的力量 。 在某

些情況下，統籌 老師要讓 校方及同事明 白新教師入職輔導的重要性及推動教 師 發展

工作的背後原因，當中要肩負談判者的責任。他不僅要獲得同事的支持，並 要 說服

校長在資源或政 策上給予支援 。

在現實的工作處境中，統壽者要具備以下八種的技巧，才能有效地管理—個有

系統、正規 化的入聰輔導及專業發展計畫。

（一）共事技巧：他必須與同事維持良好的關係，與學校內外的人際關係良好，

擴大接觸面，建 立支持系統。

（二）領導技巧：他要發撣領導組員的能力，共同推動和策劃校本教師發展工作

（三）衝突處理技巧：他要善於排解同事與校方之閤的誤解，在推行新措施時，

要同時處理同事對新事物的恐懼和抗拒的心理，加強溝通及面對同事的質詞 。

（四）資訊處理技巧：他要妥善建立教育資訊網，收集和整理資料，建立 教育資

料厙，讓同事方便取得所需的資料。

（五）雙嬴技巧：在某種情況下，他要了解校方及同事之間的霈要，諤找彼此可

接納的方案，各取所需。

（六）分配資源技巧：他尋找資源及有效地運用它，例如如何分配時問、 入手丶

工作量、資金及物料等資遲。

（ 匕）創造技巧 ：他具備創造新事物的精神， 發掘積極進取的同工，嘗試推動校

內改革。

（八）自省技巧：他要掌握不同角色的需要和要求、須經常反省自己的工作。培

養宮省能力是教師更新及自我發展的必要條件。總括來說，對於個別統籌老師而言

，遷些技巧及角色的重要性，視乎他的經驗和性格，以及個別學校的管理文化和同

工關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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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為本會考制度 黃冬柏

早前考試局正式同新聞界宣布 ，由於及格率持續下降，該局正硏究修訂考試制

度，務求配合更多水平較低的考生 。由於普及教育的引入，學生水平真的下降了。

不少有識之土早已握出考試制度需要修訂。考試制度應 變成評核 —位考生經多年中

學教育後，他能達到甚麼水平的目標。評 核的標準當然就是中學課程指引內所訂定

的誤程目標。換言之，改革 後的會考制度應該是 目標為本的 。

雖然香港只是實施九年的義務教育，但高中的升讀率都超過百分之九十五，實

際普及教育可以算作已推展至中學會考程度。在這種愔況下，過往為了選擇精英而

作出的考試制度應該改變，然後邀請課程專家重新設計新的會考制度。

目標為本的會考模式首先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在中學課程指引內經已清楚列出

課程的目標；怛作為評核的基準，這些課程目標還要需要再細分租具體化。然後為

不同目標評定 一 項等級，以便學生依目標等級次序報考。這類似投考鋼琴考試一樣

。注意 這裏的等級已不再昰現時學生成績單上的等級那樣意思了。針對目標所設定

的考試並不需要評定成績等級，若考生達到要求便是及格，否則不及格。這和考車

牌—樣，只有及格笈不及格之分。

目標分級的原因是方便不同能力考生有新選擇。能力高者可以第一次報考就考

最高級；稍遜者可以考中級，昱年再考高 － 級。試卷的設計亦應可評定某人須然投

考最高級失敗，但其成績相當於中級；那麼他在第二次報考便只需要由中級以上—

級開始。

這種形式和現行者有伺分別？第 － 、考生可以在考核完後決定重考或不再考；

無論如囘他手上的成績已列出在不同範疇他所達致的水平。第二、考試不再以科自

來區分，應以不同範輛的目標來分卷考試。例如針對溝通能力這個目標，評核內容

同 時包括中丶英（甚至其他語言）；針對邏輯推理能力這個目標，評核內容可能包括

數學、物理丶地理丶甚至政治等學科。第三、問卷水平應有—個持久性；即是學生

在翌年再考，他所獲得的評核結果應百分之九十以上機會和今年団相同。所以每次

考試的試魍形式丶甚至題材大致相同；好像現時的「托福 j 丶「必文 j 考試那樣。

第四丶考試局可能需要加多一次冬季考試，以便考生有多一個重夸機會。而目，同

一考生應可在指定年期（例如兩年）內完成所有重考。否則視 為不同次數的會考成績

。第五丶為了表揚一些高質數的學生，不妨在反格和失敗之外另設—項「優與 j 作

為獎勵。舉例說在同一次考試，超過五份最高級試題中獲博全部及格者為優異。

事實上，教師仍以課程指引進行教學，但對於—些低水平學生，教師可以因材

施教；並建議學生報考—些合符其水平的等級的考試。可是成績並無列出學生在個

別學科上的成績，可能在選收預科生時有困難。其實學生在原校的校內成績表可作

參考。至於大專在收生時，欲知其學科成績時，只需索閱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匣可。

因為會考變了質，但高考仍保持不變。對於學生而言，耆試壓刀嘗然下陪很多了。

因為失敗仍有多次 機會重考，而旦頭兩次尚可列為同一次會考呢。學生亦不必過份

顧慮考試題目，因為變化不很大；重要的是他有否學到自標所期待的能力。對於考

試局，可能受影響最大者昰電腦程式的修訂；其次是擬題人土的選任。當然亦有可

能帶來收入，因為學生可能需要重考幾次。叢後得益愚多者莫如「天書」撰寫人了

；屆時 市面可能充塞著不同等 級的考試精要！

以上的討論只是 一 種雛形的目標為本考核形式，相信距離實際可行尚還。但筆

者相信如此地從根基改革，才可能是出路；不然，幾年後考試局可能仍是嚷著把試

題再度調淺，以便適應當時更普及教育下卽學生。雖然推行這種改革必然有很多疑

難，但香港有很多這方回的專家，疑難 － 定可以解決。商題只是有關當局會否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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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署積弱的行政效能 蔡國光

質疑教院的質素

香港教育學院於九月－日正式成立 ， 四所教育學院及語文教育學院五百 多名讜

師面對原有學院解散，須轉職香港教育學院，或回流教育署其他職系的安排 。其 中

約三百多名學院講師不滿教育署的處理方法，，於八月三十日開始，展開「有限度

自我保護工業反應行動 j 。

是次罕有的講師罷課、罷丁行動，為過去各自為政的學院講師，—下子團絶起

來，除了因與個人前途攸關外，轉職方案缺乏醞釀丶諮詢，是匿接導致這次工業 行

動的主因。也暴露了教育署作為行政部門，既欠缺推動教育專業工作發展的效能，

連行政事務的基本能力也令公衆失望。

除了匕三年的文憑教師事件外，香港教師（包括講師）罷諜非常罕見。但在歐美

國家，教師為爭取權益，在工會的領導下，罷課是常有的行動。這次學院講師的工

業行動，雖然引發傳媒的重視，但社會人士卻少有支持的，而官津學校教師也沒有

多少人加以聲援的，這現象頗堪深思。

平情而論，教育學院搆師的資歷與教學表現，由於歷史因素，不少落後 於 教學

形勢，而因為教 育學院隸 屬教育 署，學院講師 屬公務 員身分； 公務員升職論 資 排輩

，缺乏教學專業問責，較諸中、小學尚要 面對家長及社會的教學要求，教育 學 院的

教學專業表 現受到懷疑， 以致被 詬病是長期存在的。這次因為香港教育學院 成 立 ，

新管理層 (Governing Council) 除了只顧接受合符資格的講師外，乘機清除僵化體制中的

冗員的意念也昰明顯的。

行政局於九月穴日討誦教育署的修訂轉職方案，基於政府態度強硬，教育署欠

缺與講師談判的意欲，搆師不可能迅即接受整套修訂方案，對抗行動亦將會繼續下

去，教育評議會在九月四日曾召開記者招待會，建議講師如不接受修訂方案，行政

局應盡快委派獨立人土，成立仲裁委員會，利用較長時間進行協商、調查、也緩和

講師與教育署的對立狀態。在講師先復工的同時，雙方以認真、公平丶合法的態度

尋找解決的方案。學院講師如果不惜一切，以犧牲師訓工作為威嚇，既難全政府屈

服，其他公務 員職系職工會亦無表態支持 ，更難融於社會大衆，政府方面最後還是

穩操勝券。

修訂方 案連議獲轉職安排的講師，可 獲 三個月的薪酬奬勵金，以及參與 自置居

所的計畫； 回流教育署的講師則另設年資表 ，雖退 回原有職系的最低點，但 薪酬不

變 ，而升職則強調表現與 年 資並 重。相對其他公務員，由於學院 轉制，導致一部分

講師損失原有 年資或升職 機會，以致被追提 早退休 ，這是不公平之處。但對於在津

貽中、小學任教的教師，．這種修訂後的待遇簡匿是天方夜譚、例如小學教師，在縮

班後只能取回公積金，並不—定有任何轉職安排；此外只要校長願意，隨時可以從

校外聘請合資歷要求的教師出任高級職位，而不需考慮在校年資較長教師的升職機

會受阻。至於公務貝體制或類似醫管局的福利，津校教師只能嘆同工不同酬。如果

工業行勳蔓延，政府倒不如考靈涅校教祠可能出現任伺不尋常卽舉勳。

事實上，較優厚的福利並不 —定帶來 教學質素的提升，美國教師工會式的爭取

權益與美國教育失敗之閤，不無關係。強調福利丶資歴，忽視教學專業表現，狹隘

地以行政考慮教學人員編制與待遇，再優厚的薪酬丶福利丶晉升機會，也不能改善

原有教學工作者的教學專業表現。這次講師工業行動最終必能解決，因為政府立場

已很鮮明，而學院講師已是前無去路丶後有追兵，既無社會支持基礎，亦缺政治動

員力量，談判的籌碼已所餘噩幾。但較嚴重而被忽視的，是新成立的香港教育學院

的發展與運作。由於新學院轄下八所分校的領導層王要來自原來五所教育學院，而

新學院的講師亦主要調職自舊體制，教統科理想建構能否落實，新學院能否肩負握

升本地中、小學師資培訓篔素的擔子，社會人土是拭目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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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獸之鬥 譚秉源

每年暑假，學校勸退問題學生的新聞，橋件總不斷在文教版出現，多年如此，

顯示這個問題，始終未有解決。

有機會介入這個問題及發表意見者，主要來自下列幾個方面：學校丶教育暑丶

家長、其他社會人土，如傳媒、議員等，而問題的王角是那些問題學生，爭譔的焦

點在於如冏安置這批學生？

如此，我們對這項爭誦的形勢有了 一 個概括的圖像，圖像的中心，就是 一 批學

生，各方意見紛紜，但我們應該明確一個目標：如同安置這批學生，最能符合這批

學 生甚至 廣大學生的最終利益。各方仁人志土，都應本著這個原則來處理這個問題

學校當局，故然不應只為成績不逮，恣意勸退學生，以求汰翳留強，作為提高

學校成績的手段。但對於那些肆意違反校規，惡意破壞秩序、圖謀傷害同學、存心

對抗老師，节學校授課難以進行，剝奪其他同學正常學習權利的頑劣學生，學校應

有可行機制，安排這些學生轉換學校環境，透過外在因素的改變，幫助他們改善行

為。若果學校沒有這種機制，頑劣學生自然有恃無恐，不斷挑戰校規，對抗老師，

校內紀津每況愈下，影響其他學生，更重要的是：這些違規學生不斷接受皮面教育

，負面剪學校生活使他們卽品格行為，越趨惡劣。

這批學生的家長、部分社會人土、議員、傳媒工作者等，可能從愛心出發，希

望學校當局能收回成命，繼續對這些學生春風化雨，但我們不能忽視客觀的現實：

老師們 工 作超重，擔負多項緊迫課程，課節比世界多數地區為多，缺乏足夠的輔導

訓練，連—校—社工都沒有，輔導資源嚴重不足；同樣的環境、同樣的入事、同樣

的資源，勉強將這些頑劣學生留下，突變的契機從何而來呢？充滿愛心的各界人士

，為伺會不懂得衆多的輔導理論，改變外在環境因素，幫助這些學生有重新建立自

我的機會？

教育署也說有飭节退學的機制，可是根據教署提供的處理程序，曠日持久，單

是轉介特殊教育組一項，也耗一年半載，—個問題學生在中二出現，依據教署指示

程序，恐怕已讀完中四，很多學校唯有送他上中五，會考完離校算了。如此狀況，

對這問題學生又幫到了甚麼？

筆者衷心希望，教育薯能夠主動承擔，邀築學校教師代表，組成委員會，共同

硏究，盡早設立問題學生轉學機制，幫助這些學生改過自新，從速改變現時，頑劣

學 生困 留原校，正如困獸之鬥，筆者雖未想清，老師抑或學生是獸？但可以肯定，

樊籠之內，困歐之鬥，大家都沒有好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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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校長所言差矣！ 何漢權

七所大專院校的校長，異口同聲推銷大學三改四的方案，並列舉理由調可在—

九九｝＼年實施。事實上，只要對香港教育發展稍為關心的人，都會清楚知道，大學

改制，牽動的層面相當大，由此而引起的並非－圏漣漪，瞬即消逝，而是有極具震

撼力的—幅 巨浪 。在若干年前，政府硬要四改三如是，今天，由匕位「德高望重」

的校長所提的方案，亦會如是，連日來，各傳媒的報道以及社會各界都已議錀紛紛

教育評議會並不反對大學四年制，但卻反對在毫無諮詢，在急就章，由 七 位學

閻主導，要在一九九八年實施的大學四年制，在民王的社會裏，以理服人最 為 重要

，在這個基礎上，匕位高等知識分子所持的理由又怎樣呢？

苜先，當年政府硬要大學統 —四改三，除中大極力反 對外，其他各大專 似 乎都

在 半 遮 面，反對聲音柔弱，最後，政府根本不需大動 干戈 ，很快就實現全港 行 英式

大學 的 構 想了，為伺今天七所大專院校彼此的共識叉如此鮮明呢？為伺如此 就 教育

誦 教育呢？

另外，筆者又嘗試從部分校長向報界發表的理據作出回應：高錕校長謂 鑑 於大

學學生的水平下降，所以要提供多 一年的訓 練，因而 三改四，須知道 ，牽引 學 生的

水平發展，原因有多方面，在學時閤只屬其中 —部分 ，而課程改革、師資質 素 更新

、教學問責的基制確立（尤以大學溝師丶校長為 甚） ，才是最重要的範鱈。另外，高

錕校長握出減低適齡青少年的入學率，由百分之十八減至百分之十五，以遷就經費

，除難以向學校、家長丶學生交代外，更會走上普及教育的另一方向，明顯 是 倒退

的做法。

城理校長鄭耀宗則在報張表明政府若以民主作風徵詢大學學制意見，相信大部

份人都希望大學是 四年 制，但筆者反問，是次七大校長 「蹋頭 j 後，向外界 發 表三

改四回流方案，曾幾何時有向社會各界徵訶意見呢？教人行民主，為伺自己 又 不以

身作則先行 民王呢 ？

最 後 ，宅筆者最不滿的是科大校長吳家瑋先生的公開發言了，他強調只 觴 增加

資源，大學三改四不成問題，幼稚園、小學、中學依樣葫蘆，照加便成，假若—九

九八年正中吳校長所言，政府增加資源，大學三改四，筆者在此要問？教育卽諮詢

，教育的規劃、教育的政策還有存在的價恒嗎？再說，政府真的這樣富有嗎？更何

況金錢未必能解決複雜的教育結構問題，在彈指閽，有質素的大學溝師會驟然而來

嗎？ 中學應否應變縮減一年 ，不縮，課程如伺銜接？縮，中學老師如伺處理？從前

三年制大學的畢業生學歷又如何處理？問題實在太多了，凡此都必需要有一周詳的

計畫，給予時間，按部就班實行改變，才不會出現亂局！金錢的花費不得其所，除

做成不必要的浪費外，更甚的會造成教育界的錯亂之源，願 主管全港 大專的高級知

識分子的亡大校長，對此重大的教育改革要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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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 語

社會越開放教育越普及 ， 教師所受的考驗就越大 。 從理論的層固雪 ，

各種教育政策的釐訂 ， 從實踐的層面看 ， 教師教學能刀的撻升 ， 都必須更

專業化，否則 ， 整體的教育質素無法站穩在先進地區的行列 ， 社會總體競

爭也落茌人後。要教學專業化 ， 大前提必須要對教育事業抱樂觀的信怠 ，

以學生為本 ， 堅守自己的崗位。在教育評議會籌委會裏 ， 就聚集不少堅持

這種信念的大 、 中 、 小及特殊學校的教師。由五目至十月閭 ， 我們編寫了

教育綱頜 ， 訂定會章 ， 定期在報章專欄發表文章 ， 就重要教育問題發表研

究報告及意見 ， 並決定將上述的過程輯錄下來 ， 乃有 ＂ 專業之路 教育

評議會成立文集 ＂ 的出現 。

在短短數月間 ， 茌欠缺 入 刀物刀的情況下 ， 能完成這般繁重的工作 ，

使我們更深信專業精神凝聚所發撣的刀量 。 當然 ， 茌 籌 組工作的過程中 ，

各界友好 入土所給予的鼓勵， 又使得我們的力量不斷更新 。

首先 ， 必須多謝星島日報文教版同工的厚愛 ， 設 一 專欄 ＂專業之

路＂ ， 讓各籌委有機會定期發表對教育問題的看法 ； 而港 大教育學院院長

程介明博土對本會不時握供專業意見 丶 起草教育綱領 ， 為本會勾劃清晰的

發展方向 ， 亦全各籌委十分感激 ； 最後 ， 中 大 教育學院院長盧乃桂博土的

贈序 ， 以及各大 學 教育學院講師們的聯暑賀辭， 我們必項要在此向他們 致

謝！

教育評議會成立文集的出版 ， 代表著我們向＂凝聚專業 刀 量 ， 推動 教

育改革 ＂ 走出第一步 ， 希望 以此激勵彼此向＂專業之路 ＂ 繼 續 邁進 ， 對香

港的教育貢獻—份力量 。 時問所限 ， 愴促成書 ， 錯）、昆之處 ， 懇譜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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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議會(EDUCATION CONVERGENCE)會章

第一章 總則

12 
·· 
11 

1 3 

1 . 4 

本會的名稱為教育評議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的註冊會址為香港九龍油塘高超道三號，通訊地址為新界屯門山景邨仁

愛堂 田家炳中學。

本會的目標

(a) 對教育專業丶政策丶措施及事件發表專業評論

(b) 對有關教育的諮詢文件及報告書發表意見；

(C) 促進教育工作者的專業精神；

(d) 提高本港教師的專業認同感。

本會 與其他團體互不從屬，及保持平等與合作的關係。

第二章

第三章

3. l 

3.2 

會員

會員

2. 1 凡認同本會的目標，並願為本會目標的達成作出貢獻的教育工作者，均可申
譌為本會會員。甲請者須經由本會會員兩人聯署推薦，經執行委員會通過，

昰 園交 會費，始得成為會員。

權利

2.2 (a) 會員有選舉、被選、動議及推薦新會員的權利。

(b) 會員有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的權利。

義務

2.3 (a) 會員有出席週年會員大會（年會）及特別會員大會（特別大會）的義務。

(b) 會貫須遵守教育評議會會章及年會丶特別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

(C) 會員須繳交年費，而年費金額由每年度的年會決定 。

組織

年會 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在年會休會期閻田執行委員會（執委會）履行其
職務。

週年會員大會 職能與權力

(a) 選舉執委會；

(b) 討論及通過蕾務報告、財政報告及上年度年會會議記錄

(C) 檢討會員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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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d) 解釋、修改及增刪本會會章；

(e) 處理其他由執委會提出的事項。

特別會員大會 職能與權力

(a) 在本會休會期間，若有三分—會員或 二 分一執委發起，可召開特別大會

以處理緊急事務。

惟此項要求必需書面列明，連同發起入的簽署，呈交執委會主席。

(b) 特別大會的職能：討誰發起入或執委會提出的事項。

(C) 特別大會討論及議決的事項只限於議程列明者。

執行委員會：

組織

(a) 執委會設主席－名、副主席四名丶秘書、財政丶

名。

出版各－名 。其他執委三

(b) 執委會於年會選舉產生，為義務性質，任期兩年，

准連任一次 。

連選可連任，唯王席只

(C) 在年會休會期問，當執委會主席出缺時 ， 由執委會從會員當中推選適當人

土填補。

(d) 執委會主席代表本會，協調各執委的工作，負責推動本會對內丶對外會務

，主持年會丶特別大竇及執委會會議。

(e) 執委會副主席需協助主席處理日常會務，並在主席出缺期閶暫代主席職務

(f) 執委會秘書負責本會 文書 事宜，並負責年會及特別大會的秘書工作。

(g) 執委會財政貝責本會的財政事宜，並羆預備財政預算及財政報告 。

(h) 執委會出版貝責本會一切出版事宜。

(i) 其他執委需協助主席執行本會的日常事務。

職能和欞力

(」）執行年會及特別大會通過的決議。

(k) 預備年會所需訶各項報告。

(I) 處理本會日常事務。

(m) 有需要時成立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跟進有關事項。

(n) 製訂年會及特別大會的議程。

第四章 會議

4 . 1 迴年會員大會
(a) "年會＂通常於每年十至十二月問召開。
(b) " 年會＂的法定 人數 須最少有三分 一 會員人數或十五名，以較少者為準。

(C) 開會通知連同會議程須最少於會議前的 — 邇寄出 。

(d) 尙若不足法定人數，王席須宣佈流會，並於—個月內召開續會

霫仍不足法定人數 ， 則由執委會討論及通過有關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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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4 . 3 

特別會 貫 大會

(a) 當執委會 主 席收到召開＂特別大會＂的書固要求時，他須於 — 個月內召開

會議。

( b ) 與 4. l (b) 同
(C) 與 4 . 1 (d) 囘

執委會會議

(a) 執委會通常兩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b) 開會通知連同會議議程須最少於會議前 一 邇寄給各執委會成員。

( C ) 會議的法 定 人數須最少為執委會成員的半數，倘若不足法定人數，執

委會壬席須於兩星期內召開續會，而纘會則不設法定入數。

(d) 假若在召開執委會會議時 主 席缺席，應 由 副 主 毘代替，副王毘亦缺席
時，出席的執委應推選 一 位臨時 主 席主持會議。

第五章 選舉

l23 
... 
555 

12 
.. 

66 

每 一 名＂執委候選人＂須 由一 位會員握名及另 — 位會員和議。

執委會須 由 出席＂年會＂的 會 員選舉產生。

執委會的各個職位由執委於選舉後兩迴內互選產生，並隨即執行其職 務 。

第六章 經費籌募與運用

本會經費需用於符合本會目標的用途。

執委會可按需要舉行活動 ，籌募本會經費。

第七章 債項

7 . 1 本會的債項由產生債項年度的全體執委承擔。

第八章 附錄

8. l 

8.2 

修章：在年會或特別大會中，經二分—出席會員通過， 可修改會章。

解散：

(a) 在 年 會或特別大會中，經該年度全體會員的三分二人數通過，
會。

(b) 本會解散後，所有資產捐予法定的慈善機構。

可解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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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議會籌備歷程及工作日誌

(1994年五月至十月）

5月13E3
＊舉行籌組本會籌委會第一次會議。確定本會組織目標、籌組進程、運作模式、分工制度及邀集成貝。

5月20日
＊舉行籌組本會籌委會第二次會議。確定本會名稱，訂定籌委會正式成立日期。

5月23日
＊籌委會代表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代表晤談香港教育的發展。

5月24日
＊籌委會代表與香港教育人貴專業協會代表晤談香港教育的發展。

5月26日

＊＂教育評議會＂籌委會正式成立。召開記者招待會，公佈成立宣言及籌委會成員名單。

＊舉行第一次籌委會會議，確定本會在香港教育界的位置，商議對外發佈聲明，進行研究的內部諮拘與聯
絡機制。

6月 1日
＊籌委會代表接受有線電視新閶台訪問，介紹本會工作、特色及發展。

6月3日
＊會員開始逢星期五發表教育文章於星島日報教育新聞版（版位專欄名稱：專業之路）。

6月118
＊籌委會代表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晤談香港教育的發展。

6月158
＊籌委會代表與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代表晤談香港教育的發展。

6月 17日

＊舉行第二次籌委會會議。討論及議決事項：

1 有關學位教師入職培訓的現況與改善建議；
2. 有關初中教學語言政策的研究；

3有關小學學能測驗的現存問題；

4討論教統會即將公佈的第六號、第七號報告書諮詢文件；
5. 商討本會對本港教育未來發展的意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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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

＊召開記者會，發表本會對＂初中教學語言政策＂的研究絶果。期望當局能完善小穴學生升中的奲核機制

，以及解決中、英語文分流學習所引發的學位與教學問題。

7月 18日
＊籌委會代表與教統會語文能力丁作小組成員晤談語文報告書的研究與諮詢事官。

8月23巳
＊籌委會代表與教育署候任課程發展處總監晤談TOC 未來工作計畫，以及中國內地（上海）的教育實踐

經驗。

8月27日
＊舉行第四次籌委會會議 ， 討論及議決事項：

1 本會會章 、 教育綱領的內容。

2. 10目30日本會成立大會的初步籌備工作。

9月4日

＊召開記者會 ， 發表本會對教育學院講師進行工業行動的意見與建議，強調調師宜以教學工作為大前握

，儘早復諜 ， 如教育署修訂方案未為講師接受 ， 行政局可委任獨立仲裁委員會 ， 處理糾紛。本會並質

疑香 港教育學院的未來發展方向 ， 以及憂慮學院學員學歷與素質下降的問題。

9月 16日

＊ 部分籌委就大學校長建議匕閻大學學制由現行三年制 ， 改為四年制 ， 於報章發表意見。質疑大學校長

在缺乏諮詢 ， 以及忽視中小學發展的情況下 ， 貿然進行大學改制的行動 ， 由於缺乏充分醞釀與諮詞，

草率決定改制會對社會及教育現況產生極大的震盪。

10月3日
＊籌委會代表與浸會學院理學院院長晤談香港教育的發展。

10月4日
＊ 發新聞稿表達本會對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因欠缺法定權刀 ， 未能履行其指定職責一事 ， 同教育統籌

委貝會笈教育署表不不滿 ， 並建議教育界加強團結 ， 為促成教師公會攜手努力。

10月5日
＊籌委會代表與倫大校友會代表晤談香港教育的發展。

10月9日
＊召開記者會。發表本會對教育統籌委員會《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的意見與建議。本會肯定工作

小組對改善中、小學語文教育的誠意與努刀 ， 在兼顧柱會及歷史條件兩項因素 ， 本會再次重甲母語教

學的重要。並歡迎教育當局為語文教學投下較多資漂 ， 就其中各項改善語文教學的建議措施，本會作

出多頂貝體而積極的回應。

10月 14日
＊舉行第五次籌委會會議。檢討及總結籌委會過去五個月的工作 ， 以及商討本會成立大會事宜 。

10月30日

* "教育評議會＂正式成立。

＊舉行第—次全體會員大會 ， 通過本會《教育綱領》會章，進行第一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召開記者會 ， 宣佈本會成立 ， 以及公佈本會《教育綱領》。

＊出版《專業之路一一教育評議會成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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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議會籌委會成員簡介（按姓氏之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一）大學講師：

姓名

張百康

林智中

（二）中、小學校長：

姓名

鄒秉恩

馮文正

劉賀強

戴希立

徐憲清

黃均瑜

（二）中、小學教師：

姓名

蔡國光（召集人）

房遠華

何漢權（召集人）

許為天（臨時秘書）

梁崇榆

曹啓樂（召集人）

曹錦明

譚秉源

溫霈國

黃志明

黃冬柏

黃子正

（二）特殊學校教師：

姓名

陳國權

硏究範圍

數學教育

道德教育、課程發展

硏究範圍

小學教育、學校行政

小學教育、學校行政

學校行政、生物教育、宗教教育丶

課外活動

學校行政、公民教育、課外活動

教學語言、學校行政

民族文化教育、學校行政、教育決策

硏究範圍

中學課程、教師專業發展、中史教育

語文政策、學校行政、歷史教育

學生行為、教師專業發展、家庭與學校

語文政策丶學校行政、數學教育丶

家庭與學校

中學課程、中國語文教育

中學課程丶學校行政、職先教育丶

學生行為、教師專業發展

小學諜程、小學行政

學校行政、學生行為、地理教育
學校行政

學生行為、公民教育、突育研究HC與統計、
民族文化教育

學校行政、教師專業發展

美術教育 、 中學諜程

硏究範圍

特殊教育丶學校行政、聾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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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註冊地址：九龍官塘，油塘高超道3號

通訊地址：新界，屯門山景邨，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聯絡人：曹啟樂丶蔡國光、何漢權

出 版：教育評議會籌委會

編 輯：何漢權

校 稿：蔡國光

出版日期：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一E3

聯絡電話： 464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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