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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CB2/PL/ED 

 
 

2004年 11月 8日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推行小班教學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政府當局建議進行有關在公營學校推行小班教學的研
究及相關事宜所作的討論。本文件亦載列資料，闡述議員在立法會會

議上就此議題提出／動議的各項相關質詢／議案。  
 
 
背景  
 
2.  1992年，教育統籌委員會 (下稱 “教統會 ”)第五號報告書提出多
項建議，其中包括分期逐步把小一至中五每班的標準學額減少 5個，以
及改善教師與班級比例。然而，政府於 1997年決定將每班所減少的學
額由原定的 5個改為 3個，以加快推行小學全日制。  
  
3.  事務委員會於 1999年 1月 18日討論到 “改善中小學的師生比
例 ”的議題時，委員關注到教師工作量繁重的問題，特別是那些在錄取
大量第五組別學生的學校內任教的教師，情況尤為嚴重。委員普遍支

持減少公營學校的每班人數，以改善學校教育的質素。他們促請政府

當局就減少中小學每班學生人數訂定政策及時間表。  
 
4.  教育統籌局局長在回答司徒華議員在 2002年 11月 13日立法會
會議席上提出的口頭質詢時明確表示，政府當局正考慮進行有關小班

教學的試驗研究。這項研究擬於 2003至 04學年在 30至 40所公營小學開
始進行。參與的小學會在初小年級試行每班約 20人，並會按適當情況
給予教師相關的專業培訓和支援。張文光議員亦曾於 2002年 11月 27日
的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議案，促請政府循序漸進，在中小學逐年逐級

推行小班教學，最終實現中小學 25人一班的目標。此項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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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小班教學進行縱向研究的建議  
 
5.  政府當局於 2002年 11月告知事務委員會，雖然社會上有聲音
要求減少小學每班的學生人數，但海外地區的經驗顯示，減少每班學

生人數這做法本身，對改善教育質素所起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當局

有需要找出，須具備哪些先決條件和推行哪些教學策略，才能令小班

教學發揮最大效用。因此，政府當局提出，由 2003至 04學年開始，就
減少每班學生人數的影響進行縱向研究。  
 
6.  部分委員質疑是否有需要進行縱向研究。他們認為，小班教

學的效益明顯，而小班教學肯定有助課堂管理及促進師生在課堂上的

交流，因此所有教師均會支持推行小班教學。然而，部分其他委員則

對推行小班教學所引致的龐大開支表示關注。他們認為，其他措施亦

可改善教育的質素，減低師生比例即屬一例。  
 
7.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解釋，鑒於在公營小學推行小班教學

須動用龐大資源，當局必須在選定小學進行縱向研究，以找出小班教

學與其對教與學的成效之間的關係。縱向研究在設計上旨在協助決定

小學教育最理想的每班學生人數，以及識別教師在小班和一般人數班

別的教與學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和功能，從而制訂小學教育的長遠政

策和策略。政府當局並指出，當時的學生對教師比例為 20.8： 1，與西
方國家相若。要訂立有關減少每班學生人數的長遠政策，必須相應改

革教學法，並應建基於積極學習結果的有力證據，以及是否有資源可

供運用。  
 
8.  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把小學的教育撥款維持在現

有水平，以及允許小學在學生人口下降以致錄取學生人數減少的情況

下，開設人數較少的班級。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就小班教學的優點

諮詢前線教師的意見，而不應依賴縱向研究的結果。  
 
 
在小學實施具效能的分班分組教學策略的研究  
 
9.  在 2003年 5月 19日及 6月 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曾與
政府當局討論當局提出的建議，即進行一項有關在小學實施具效能的

分班分組教學策略的研究 (下稱 “該研究 ”)。據政府當局表示，該研究將
會取代縱向研究，以識別在選定的公營小學實施小班及各式分組教學

的現有優良做法，以便向其他學校推廣並加以調適，藉以提高學習的

成效。  
 
10.  部分委員認為，該研究本質上有別於原先建議的縱向研究。

他們指出，實施大小不同班額和分組教學策略，並不表示縮減每班學

生人數，而只是靈活調整每班學生人數，以配合各選定小學不同的學

與教活動。這些委員認為，推行小班教學肯定會提升小學在教與學方

面的質素。鑒於部分地區的學生人口已經顯著下降，他們促請政府當

局把握機會，在位處這些地區的學校推行小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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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當局指出，雖然所有公營小學獲得的資源水平相若，但

部分學校卻能夠實施大小不同班額和分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習成

效。政府當局會進行一項為期 6個月的調查 (該研究的第一階段 )，以瞭
解學校目前採用具效能的小班及各式分組教學策略的優良做法。  
 
12.  政府當局其後於 2004年 2月 16日向事務委員會簡述進行該研
究第一階段的初步結果，並介紹第二階段研究的實施情況。第一階段

研究的結果及第二階段研究的實施情況詳載於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 [立
法會CB(2)1282/03-04(01)號文件 ]。  
 
13.  據政府當局表示，參與研究的學校會在第二階段研究中獲得

有時限的額外資源，以便連續兩年由小一至小二開辦小班 (每班學生約
25人 )。當學生升讀小三後，便會回到一般人數的班別。政府當局會繼
續以縱向方式跟進該兩批學生在小二以後的學習情況，研究在小一及

小二小班教學中所得的教學成效，能否持續到更高年級，並會將這些

學生與在沒有參與該研究的學校就讀但背景相似的學生作一比較，以

確定這些學生會否在學術和情意等範疇有較理想的表現。該研究將為

期 4年，政府當局會考慮有關的中期研究結果，以決定推行小班教學的
未來路向。   
 
 
委員對該研究及政府當局的回應表示關注的事項  
 
是否有需要進行該研究  
 
14.  部分委員質疑，既然所有各方 (包括政府當局 )都同意，倘所有
其他因素相同，小班教學會比大班教學更理想，這樣是否有需要進行

為期 4年的研究。他們建議，政府當局應訂定時間表，以便在該研究完
成後在所有公營學校逐步推行小班教學。政府當局解釋，教育界有意

見認為，小班教學不一定是提升教育質素的最佳方法，教師的專業水

平對於提升教育質素更加重要。鑒於財赤問題，很多學者亦認為小班

教學不符合成本效益。他們建議把資源用於其他教育範疇。  
 
參與該研究的學校數目  
 
15.  部分委員認為，為提高該研究的可靠程度，並令該研究的涵

蓋範圍更全面，當局應將更多不同類別的中小學納入該研究範圍內，

這些中小學應具備不同的教與學特色，並涵蓋不同班級及科目。  
 
16.  政府當局指出，海外國家既有成功推行小班教學的經驗，也

有不成功的個案。鑒於各種意見不同，加上開辦小班措施會對資源產

生重大影響，令原有成效大打折扣，政府當局須確定小班教學在本地

學校環境下的成效，才決定未來路向。鑒於小班教學成功與否，關鍵

在於課程調適及教學法的改變，因此政府當局會為在職教師提供支援

和訓練，幫助教師掌握推行具效能小班教學所需的教學技巧及教學

法。倘該研究所得的結果屬正面，政府當局會擬訂時間表，以便在其

他學校逐步推行小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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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17.  部分委員關注到，當局單靠督導委員會就該研究進行的評

估，來決定是否推行小班教學。他們認為，在評估該研究的結果時，

或會將那些大部分學生屬第三組別或新來港學童的參與研究學校的表

現，與錄取眾多第一組別學生的學校表現作比較，這做法並不恰當。

這些委員並質疑，對於那些在參與該研究的學校就讀的學生而言，他

們的學習過程和成效如何能夠得到客觀的評估，並與其他學校的學生

作比較。  
 
18.  政府當局解釋，督導委員會將由兩名本地學者及 3名小學校長
組成。在該研究展開前及進行期間，政府當局會為學校提供校本支援，

並會為有關教師安排簡介會和工作坊。在評估過程中，參與研究的學

校及其學生表現的進展，會與錄取同類學生的其他學校作比較。  
 
 
檢討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有關改善中、小學師生比例及每班學生人數

的建議的實施情況  
 
19.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7月 19日就 “檢討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
有關改善中、小學師生比例及每班學生人數的建議的實施情況 ”與多個
代表團體及政府當局會商，並於會上討論到小班教學的問題。代表團

體普遍認為，中小學的每班學生人數應減至 30人，而且鑒於學生人口
持續下降，他們並要求當局盡早推行小班教學。  
 
20.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訂定時間表，說明何時落實教統

會第五號報告書所載的有關建議。他們並建議政府當局把因縮班及關

閉部分收生不足的學校所減省到的資源重新調配，用以資助推行有關

的建議。  
 
21.  政府當局解釋，把全日制小學的教師與班級比例由現時的

1.4:1提高至 1.5:1，會涉及龐大的經常員工開支。若以 2007至 08學年的
推算情況為例，政府當局估計每年的額外員工開支約為 3億 8,500萬元。
至於小學每班學生人數方面，政府當局會由 2004至 05學年開始展開該
研究。該研究會闡明小班教學對學生學習產生的成效，以及加強有關

成效所需的支援條件。  
 
22.  政府當局同意代表團體的意見，認為在未來 10年，學生人口
預料會持續下降，政府當局可藉此機會，改善教師與班級比例或縮減

每班學生人數。然而，政府當局指出，礙於當時的財政預算限制，可

供撥用的教育經費多寡未定，以致現階段無法預期可如何改善教師人

手或每班學生人數。儘管如此，政府當局將會繼續竭盡所能，運用所

具備的專業和財政資源，加強對學校和教師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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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小班教學及相關事宜提出的質詢及議案  
 
23.  自第一屆立法會至今，議員曾在不同立法會會議席上就下述

議題提出／動議多項質詢／議案：推行小班教學、改善教師與學生比

例及減少中小學每班學生人數。按時序排列的相關質詢／議案一覽表

現載於附錄 I。委員可登入立法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瀏覽立法
會相關會議的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有關文件  
  
24.  事務委員會相關會議的紀要及政府當局就小班教學及相關事

宜提供的討論文件一覽表現載於附錄 II，方便委員參考。該等文件的電
子複本已上載於立法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以供閱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11月 2日  
 



  
 

附錄 I 
 

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動議  
關乎推行小班教學的質詢／議案  

 
 

立法會會議日期  

 

議案／質詢  

 
15-7-98 張文光議員就 “小學及中學每班的學生人數 ”提

出的口頭質詢  
 

30-9-98 張文光議員就 “中小學的每班人數 ”提出的書面
質詢  
 

14-10-98 張文光議員就 “小六及初中的學額 ”提出的書面
質詢  
 

19-12-01 
 
 

楊耀忠議員就 “教師與學生的比例 ”提出的書面
質詢  
 

3-7-02 
 
 

梁耀忠議員就 “在下學年減少開辦小一班的計
劃 ”提出的口頭質詢  
 

13-11-02 
 
 

司徒華議員就 “小班教學試驗計劃 ”提出的口頭
質詢  
 

27-11-02 
 

張文光議員就 “小班教學 ”動議的議案  
 

3-12-03 
 

張文光議員就 “教育政策 ”動議的議案  
 

 



  
 

 
附錄 II 

 

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關  
小班教學及相關事宜  

的討論文件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會議紀要  CB(2)1973/98-99號文件  18-1-99 

政府當局題為 “改善中小學的
學生與教師比率 ”的文件  

CB(2)1063/98-99(02)號文件  

 

會議紀要  CB(2)627/02-03號文件  18-11-02 

政府當局題為 “二零零二至零
三年度教育工作的重點 ”的文
件  
 

CB(2)155/02-03(01)號文件  

 

會議紀要  CB(2)2404/02-03號文件  19-5-03 

政府當局題為 “在小學進行具
效能的分班分組教學策略的

研究 ”的文件  
 

CB(2)1826/02-03(06)號文件  

 

16-6-03 會議紀要  CB(2)2974/02-03號文件  

會議紀要  CB(2)2015/03-04號文件  

政府當局題為 “在小學進行具
效能的分班分組教學策略的

研究 ”的文件  
 

CB(2)1282/03-04(01)號文件  

16-2-04 

政府當局題為 “小班教學研
究 ”的文件  
 

CB(2)2844/03-04(01)號文件  

會議紀要  CB(2)3330/03-04號文件  19-7-04 

政府當局題為 “中學及小學的
教師與班級比例和每班學生

人數 ”的文件  

CB(2)3088/03-04(01)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panels/ed/minutes/ed180199.htm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ed/papers/1063c0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211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papers/ed1028cb2-15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305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papers/ed0428cb2-1826-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306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40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papers/ed0216cb2-128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papers/ed0216cb2-284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40719.pdf
ed0719cb2-3088-1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