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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統會工作小組提出的教學語言諮詢，最近完結。我曾在本版(2005 年 2 月

22-26 日 ; 6 月 28-29 日 ) 作 過 分 析 ， 並 提 出 建 議  ( 全 文 見 : 

http://www.ied.edu.hk/cric/new/about/161f_frame.html )。現就過去五個月諮詢期的觀察，再有

以下四點總結。 

 

一、 肯定要改革目前的政策 

 
目前的教學語言政策，已遠遠落後於香港整體的發展形勢，使絕大多學生及

整體社會，在未來十至二十年，於大中國地區及全球的競爭和發展中，處於極之

不利位置，肯定需要改革。主因有二： 

 

第一，在全中國，都不是推行母語教學，而是用普通語教學，讓口語和書面

語最有效配合；就算廣東省，也不用廣東話教學。回應中國崛起之大形勢，就應

有長遠策略逐步在中小學發展普通語教學，而非強制性地迫令絕大多中學進行廣

東話教學、讓口語與書面語分離，成為全中國學習中文或以中文學習的最差地

方。香港天主教區 67 所小學，計劃今年 9 月新學年，由小一起，以普通話教授

中文，是非常有遠見的。 

 

第二，香港要回應全球化的挑戰，進一步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鞏固作為

中國對外的最重要窗戶，不受其他城市代替，英語教育應成為香港學校的核心部

份，而學生以英語學習而走向世界的能力，就成為個人及香港社會未來發展的最

大資產。故此，不應強制絕大多中學成為廣東話中文中學，妨礙個人及香港的未

來發展。 

 

簡言之，中英雙語學校應是香港要逐步推行的主流教育，而非廣東話教學。 

 

 

二、 改善政策的認受性 

 
工作小組的「一刀切分英中及中中」及「上落車」提議，欠缺認受性，過去

數月引起家長及學界極大的反響。有必要解決下列問題: 

 

專業認受性不足: 到目前，都沒有全面嚴謹理據支持實行強制性一刀切政

策。相反，這兩年會考及高考的成績，卻暴露出這政策的危機，引起家長學生更

大憂慮。再者，新政策認為只有 40%小學畢業生可用英語學習，而英中若收少於

85%這類學生, 就要轉為中中。正如曾榮光教授的分析指出，這兩個數字的學理

依據欠缺科學嚴謹性，引發更多不公平問題。 

 

例如，真的只有 40%學生有用英語學習能力? 為何這些能力不可以有發展

性，因性別、階段而有別(例如，男生語言能力一般發展較遲)?過早以此作為入

英中或中中依據，將有歧現問題。 這些學生及家長沒有機會知悉其能力，就剝

奪他們知情權及選入英中的權利。…類似問題非常多，將成為訴訟及憤怨的來

源。故此，應加強政策的專業認受性，有必要請不同專家公開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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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道德認受性:  人們普遍相信，香港絕大多數社會領袖、官員、和精英

的子女，都是接受英中教育的；而絕大多數教育工作者及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子女

進入英中的。但是，新政策卻要強制性地推行廣東話教學為主流。就算如何大力

推銷其好處，都會缺乏道德認受性，積壓階級矛盾和怨懟。目前，不同的家長團

體及學界的調查反應，都顯示民意不滿，故此，當局必須小心，切實解決這道德

認受性問題。 

 

三、 消除政策矛盾、加強連貫性 

 
不少意見指出，這政策帶來一系列矛盾，將損害整體教育政策的連貫性。具

體來說，要解決以下矛盾: 

 

政策目標與措施矛盾 政策表面強調母語教學，鼓吹中中，但所提出的措施

要選拔更精英的學生入英中，全面保証英中單英語環境，推行「上落車」制，要

求不符合條件的英中下車轉為中中，造成的效果，只是鞏固英中的精英地位，中

中將進一步被標籤為次等學校。 

 

與「一條龍」政策矛盾 教改鼓吹中小學互相銜接，提供連貫性完整的教育。

但是現在提出的英中上落車機制，已令到英中考慮放棄與小學建立直屬關係，以

求保證收到 85%優質生，以鞏固英中地位。顯然，這新政策損害了中小學「一條

龍」的政策，引發家長大量不滿。 

 

與校本管理政策矛盾  過去本地及國際的改革經驗，都已說明中央管控的弊

病，不足以改善教育滿足多元需求，故此， 自九十年代初，香港已大力推行校

本管理，目的在下改決策權力到學校，讓教師、校長、校董及有關持分者(包括

家長、校友等)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和責任承擔，根據校本需要，共同規劃、管理

及發展學校的教學。但可惜，現在的教學語言政策卻要走中央嚴密管控舊路，假

設家長不可信賴、教師及學校不專業，否決校本自決，由中央周全監控，不照顧

校本特性和家長學生需要。這政策損害校本管理，又使人質疑當局推動校本條例

的背後動機。 

 

 

四、 採用彈性長遠的政策 

 
家長團體、學界意見、甚至一些民意調查對教學語言的反應，主要是贊同有

彈性的校本自決或雙語中學模式，不分英中或中中。這些提議有以下優勢: 

1. 能配合香港在中國崛起及全球化的發展形勢，順應廣大家長及公眾的期

望，從而確立政策的認受性。同時，又能消除一刀切政策帶來的矛盾，

加強與「一條龍」政策及校本管理政策的連貫性；及 

2. 讓校本持分者在語言教育上發揮積極性、並承担教育質素的保証及問

責，以校本管理精神辦學，有效配合不同學生需要，提供較多元而適切

的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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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性的校本教學語言政策及雙語中學教育，是需要有關當局製訂整體長

遠策略，並由幼兒及小學教育開始，改善語言學習環境，例如語言師資、小班、

教師工作量、課程配合等，支持雙語教育的有效發展。上述天主教區 67 所小學

的小一語境教學計劃，值得推許的。 

 

我希望，今次的政策檢討能高瞻遠矚，能讓所有學校及學生發揮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