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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主席  
廖亞全先生  
 
副主席  
邱藹源女士  
 
公民黨  
 
執委  
祁梅娟女士  
 
校長  
林湘雲先生  
 
教育評議會  
 
主席  
蔡國光先生  
 
副主席  
許為天先生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校長  
葉建源先生  
 
伍文俊先生  
 
獅子山學會  
 
研究部總監  
孫柏文先生  
 
麥業成先生  
元朗區議會議員  
 
Hong Kong Minority Communities Association 
 
Rai Enraj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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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會長  
梁天豪先生  
 
副會長  
蔡敬和先生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  
 
主席  
葉賜添先生  
 
委員  
曾綺年女士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主席  
黃寶財教授  
 
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副會長  
何主平先生  
 
何民傑先生  
西貢區議會議員  
 
李桂芳小姐  
屯門區議會教育及青年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  
 
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代表  
胡添就先生  
 
委員  
傅耿介先生  
 
將軍澳家長協會  
 
內務副會長  
甘美馨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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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英文中學聯會  
 
主席  
陳璐茜女士  
 
行政會成員  
陳紹才先生  
 
香港中學校長會  
 
主席  
黃謂儒先生  
 
副主席  
阮邦耀先生  
 
香港公開大學學生會  
 
會長  
王子先生  
 
學術幹事  
崔佩琦小姐  
 
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  
 
主席  
陳玉強先生  
 
發言人  
周百嘉先生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林建華博士 
 
陳偉佳博士 
 
津貼小學議會 
 
主席 
鄧貴泰先生 

 
副主席  
張勇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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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副主席  
李少鶴先生  
 
執行委員  
莊聖謙先生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教育政策副發言人  
陳仁川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6 
梁慶儀小姐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2)8 

馬健雄先生  
 
議會秘書 (2)3 
林逸詩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6(署任 ) 
李晶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微調教學語言政策  
[立法會CB(2)623/08-09(01)及 (02)號文件 ] 

 
  委員察悉立法會秘書處擬備題為 "中學教學

語言 "的背景資料簡介。  
 
2.  應主席邀請，教育局局長重點闡述微調教學

語言政策的目標，是在推動母語教學的同時，讓初中

學生有更多機會於課堂內接觸及使用英語。為提高學

生的學習成效，學校將會有更多自主空間，可因應學

生能力、教師能力、學校支援措施及個別科目的需

要，選用合適的教學語言。他請委員參閱已於會議席

上提交的發言稿，以瞭解有關詳情。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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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後 補 註 ： 教 育 局 局 長 的 發 言 稿 在 會 後 於

2009年 1月 16日隨立法會 CB(2)695/08-09號文件

送交委員。 ) 
 
代表團體口頭陳述意見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下稱 "教協 ") 
[立法會CB(2)696/08-09(01)號文件 ] 
 
3.  韓連山先生表示，由於教育界對微調教學語

言政策意見紛紜，並為集中力量推行高中新學制起

見，教協促請政府當局將微調建議擱置 3年，以及再

次諮詢各持份者。他關注到，在建議框架之下，凡學

校在過去兩年，在一班學生當中，有 85%屬全港 "前
列 40%"的中一學生，該校便可彈性訂定其教學語言

安排，此舉可能會令 15%學生的學習成效被忽略。該

建議不但不能減少學校之間的標籤效應，反而加強了

學生之間的標籤效應。教協特別關注到，當局建議容

許學校將 25%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課時轉化，改為以英

語教授個別科目。學校很可能會以英語教授數學科和

綜合科學科，因而可能犧牲了學生的學習成效，甚至

影響到香港學生在這些科目的甚高國際排名。這項安

排亦會對教授有關學科的教師構成壓力。  
 
青年公民  
[立法會CB(2)653/08-09(01)號文件 ] 
 
4.  徐國峰先生表示，青年公民歡迎當局提出有

關微調教學語言政策的建議。青年公民認為，前線教

師對學生最為瞭解，應讓教師更靈活地採用最切合學

生需要的教學模式。徐先生提述他的親身經歷，闡釋

他升讀初中時由以中文學習轉為以英語學習期間所

遇到的困難，以及教師須用中文授課，以協助高中學

生理解課堂內容。青年公民認為，現行政策的流弊在

於當局將學校二分為 "英中 "和 "中中 "。青年公民認為

有必要區分 "講學 "(lecturing)與 "課本 "(textbook)。如

有需要，教師可在課堂上用中文解釋英文教科書的內

容。概括而言，學校應可彈性決定其教學語言安排。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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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下稱 "教聯會 ") 
[立法會CB(2)696/08-09(02)號文件 ] 
 
5.  胡少偉先生闡述教聯會意見書的重點。他表

示，各界就教學語言政策如何影響學生英語能力進行

的辯論，不應被視為母語教學的失敗。雖然教聯會不

反對微調建議，但該會關注到，政府支持母語教學的

程度，可能有別於在現行教學語言政策之下的支持

度。該會認為，母語教學對初中教育 (包括 "英中 ")有
裨益。若在教學語言方面採用彈性安排，標籤效應不

會存在於英中與中中之間，而是存在於英語能力不盡

相同的初中學生之間。教聯會特別關注到學科教師所

承受的壓力，因為他們須修讀培訓課程，為以英語教

學作準備。教聯會建議分兩階段推行微調建議，給予

學校和前線教師更多時間適應。在第一階段，當局可

於 2009年 9月將初中班級的英語延展教學活動佔總課

時的比例增加至 25%。讓學校彈性訂定教學語言安排

的措施則應在 2012年才推行。在過渡期間，"中中 "若
符合各項先決條件，可轉為 "英中 "，而 "英中 "則即使

不符合有關要求，仍可繼續採用英語教學至 2012年。 
 
補助學校議會  
[立法會CB(2)696/08-09(03)號文件 ] 
 
6.  譚兆炳先生表示，補助學校議會贊成任何有

助達致兩文三語的目標及維持香港的國際競爭力的

語文政策。補助學校議會支持微調建議，讓學校享有

更大的自主空間，可因應學生能力、教師能力及學校

支援措施，選用合適的教學語言。然而，對於當局以

"前列 40%"作為決定應否讓學校彈性訂定其教學語言

安排的準則，補助學校議會表示有所保留。補助學校

議會認為有必要協助教師提升其教學法，從而紓減教

師在轉變教授學科的語言時所產生的工作量。補助學

校議會認為，中英兩種語文都對香港的長遠發展舉足

輕重。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立法會CB(2)696/08-09(04)號文件 ] 
 
7.  廖亞全先生表示，香港津貼中學議會認為，

微調建議的制訂，必須以學生的學習果效及升學就業

需要為依歸。學校應該因材施教，為不同能力的學生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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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不同的教學語言。香港津貼中學議會贊成提高初

中班級的英語教學水平，以便學生銜接以英語教學為

主的高等教育。因此，該會贊成當局建議，將初中每

級 的 英 語 延 展 教 學 活 動 佔 總 課 時 的 比 例 增 加 至

25%。該會促請當局增撥資源，以優化小學的英語教

學，以及在中學實施小組語文教學。當局並應增加學

校編制中語文教師的人數。  
 
公民黨  
[立法會CB(2)623/08-09(03)號文件 ] 
 
8.  祁梅娟女士表示，公民黨贊成微調建議，以

增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然而，公民黨擔心，有關

建議會將學校之間的標籤效應轉化成校內標籤，並關

注學校工作量增加的問題，因為學校須在編配學生到

適當的初中班別前進行評估。公民黨並關注到，教師

是否已準備就緒，可應付 "分班 "及 "分科 "教學語言安

排的要求。公民黨促請教育局為教師提供支援，協助

教師採用適當的教學法，以應付有關要求，以及加強

與前線教師和家長的溝通，以加深他們對微調建議的

瞭解。  
 
教育評議會  
[立法會CB(2)696/08-09(05)號文件 ] 
 
9.  蔡國光先生表示，教育評議會支持當局於

2010-2011年度推行微調建議。教育評議會認為，當

局 不 再 將 學 校 二 分 為 "英 中 "和 "中 中 "是 恰 當 的 做

法，但不同意當局建議，只有符合各項先決條件的學

校才可彈性訂定其教學語言安排，因為此舉將會導致

標籤效應。教育評議會認為，所有學校都是雙語學

校，只是在以英語及中文教學的程度方面各有不同而

已。按照專業自主的原則，學校應自行訂定最切合其

學生需要的教學語言。學生應可彈性採用 "分班 "、"分
科 "或 "分組 "安排。教育評議會促請教育局在 2009年
至 2014年期間為中學提供綜合支援措施，包括加強為

採用母語教學的學校提供支援、讓學校更彈性訂定其

教學安排，以及將每班學生人數減至 30人。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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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文俊先生  
 
10.  伍文俊先生表示，他不明白教育局為何仍然

以學生的學業成績作為決定學校應採用英語還是中

文教學的準則，而這項準則會維持 6年。此外，他質

疑當局為何會以學校之前兩年的學生的學業成績，來

決定未來 6年的學生的教學語言安排。他認為，推廣

母語教學或許未能照顧少數族裔學生的需要，因為這

些學生以英語學習的成效較佳。他並對在新學制下以

英語教授通識教育科表示關注。他認為，學校在訂定

其政策時可能會較多考慮學校本身的利益，不大考慮

學生的利益。  
 
獅子山學會  
[立法會CB(2)733/08-09(01)號文件 ] 
 
11.  孫柏文先生批評現有教育制度，並指決策者

虛偽，因為決策者自己的子女可能從未就讀於本港的

教育體系。孫先生表示，由於他對現行教育制度缺乏

信心，又沒有經濟能力另謀出路，他因此根本不敢生

兒育女。他建議讓前線教師彈性訂定教學語言安排，

並讓家長為子女選擇學校，而不論居住地區、宗教或

任何其他準則。他認為不應推行小班教學。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立法會CB(2)653/08-09(02)號文件 ] 
 
12.  葉建源先生表示，雖然他同意有需要讓學校

及家長有更多自由，但兩者的選擇可能互相衝突。他

認為，現行教育制度下的核心問題在於嚴重的標籤效

應。由於當局將學校二分為 "英中 "和 "中中 "，將學生

分為 "以英語學習的學生 "和 "以中文學習的學生 "，以

致 "以中文學習的學生 "被標籤為次等學生，打擊了他

們的自信心，從而影響他們的學習動機。他認為，在

語文環境方面，香港較內地和台灣優勝，但與香港比

較，內地和台灣卻沒有在教授語文方面訂定那麼多行

政要求。葉先生促請當局給予學校更多自主和彈性空

間，讓學校在教學語言安排方面作出專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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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業成先生  
[立法會CB(2)670/08-09(01)號文件 ] 
 
13.  麥業成先生表示支持微調建議。他曾諮詢元

朗區很多學校校長及家長，並得悉他們亦支持有關建

議。有關建議將會增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而學生

若操流利英語，將有助學生銜接大學教育，從而提升

其就業機會。麥先生認為，為提高學習成效，教師應

採用彈性的教學語言安排。舉例而言，教師可用中文

解釋英文教科書的內容。他並關注到為非華語少數族

裔人士提供教育的問題，並認為這些學生以英語學習

的成效較佳。這些學生應純粹基於族裔而獲分配到以

英語學習的班別。他希望當局在微調建議下為學校提

供更多資源，以及為教師提供相關的培訓。  
 
Hong Kong Minority Communities Association 
 
14.  Rai Enraj先生表示，香港大部分少數族裔兒

童均就讀於 "中中 "，而在這些學生當中，每年約有 98%
的學生在香港中學會考 (下稱 "會考 ")中不及格。在 "英
中 "就讀的少數族裔學生的考試成績亦未如理想。結

果，只有甚少少數族裔學生可入讀大學。為解決這問

題，該會建議當局應盡量開設多些 "英中 "，尤其是在

新界區，而少數族裔兒童應有機會入讀這些學校。當

局亦應容許少數族裔團體自行決定其課程。該會雖然

承認，在香港學習中文至關重要，但認為當局不應強

迫少數族裔兒童學習中文，而應讓他們按本身的步伐

學習中文。  
 
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立法會CB(2)751/08-09(01)號文件 ] 
 
15.  何主平先生表示，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支

持微調建議，讓學校享有自主空間，可按學生的能力

決定其教學語言安排。當局應增撥資源給學校，以支

援教師推行微調建議。該會諮詢家長後察悉，他們期

望當局在推行微調建議時，對教學語言政策進行大規

模改革，而學校則希望當局讓其按照學生的不同水

平，自主訂定適合的教學語言安排。該會希望教育局

在推行微調建議時，可為不同的持份者提供適當的安

排。  



經辦人／部門  
 

 12

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立法會CB(2)696/08-09(06)號文件 ] 
 
16.  梁天豪先生表示，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相

信，微調建議可減少學校之間的標籤效應，以及提高

學生的競爭力。由於英語是大學採用的教學語言，學

生都希望在初中階段有更多接觸英語的機會。該會促

請當局為學校及教師提供更多資源，以及加強親職教

育，才可在家庭建立適當的語言環境。梁先生補充，

家長為子女選擇中學時，會考慮子女的能力，而不會

只是考慮某所學校所開辦的 "彈性班 "數目。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  
[立法會CB(2)696/08-09(07)號文件 ] 
 
17.  葉賜添先生表示，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反對微

調建議，因為此項建議會加劇學校之間的標籤效應，

而學校或會更進一步被細分為設有 "英文班 "、 "彈性

班 "及 "中文班 "的學校。有關建議不但未能減少標籤效

應，更加劇了校內的標籤效應。該會支持推行母語教

學，並贊成當局將英語延展教學活動佔總課時的比例

增加至 25%。該會建議，若在學校取錄的學生中，有

85%屬全港 "前列 40%"，有關學校可以英語作為教學

語言，而其他學校則是採用母語教學的雙語學校，但

會在 25%英語延展教學活動時間採用 "分科 "或 "分時

段 "的安排。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18.  黃寶財教授認為，大家應關注微調建議的細

節內容而非有關的名稱。他指出，家長已表明贊成微

調建議，而這項建議的大前提，是給予所有學校彈

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黃教授利用鷹架理論 (即將

學生的發展分為 3個領域：安全領域、發展領域及暫

未能達的領域 )，說明應協助學生在他們可達致的領

域內盡展潛能，不應強迫學生即時進入暫未能達的領

域，同時亦不應讓他們只停留在安全領域。應讓學生

有機會接觸英語。該會歡迎當局容許學校靈活訂定教

學語言安排，以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從而協助學生

進修及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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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民傑先生  
 
19.  何民傑先生分享他在 "英中 "就讀時的親身學

習經歷。就子女可獲得的教育而言，有經濟能力與沒

有經濟能力的家庭的待遇可說有天壤之別，他對此表

示不滿。有經濟能力家庭的子女可入讀國際學校，但

沒有經濟能力的家庭的子女卻別無選擇，只可在本地

學校就讀，而本地學校的教學語言、教職員人手編制

及獲編配的資源，均由教育局支配。他認為，將選擇

權交給家長的學券制，是當前唯一的出路。他支持任

何讓學校在學與教方面 (包括教學語言 )享有更大自

主空間的政策及措施。他促請持份者支持微調建議。 
 
李桂芳小姐  
 
20.  李桂芳小姐歡迎微調建議。她表示，為免對

教育界構成壓力及遭遇阻撓，當局應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推行微調建議，而且不應將學校標籤。她認為中英

文同樣重要，應同樣獲得重視。她建議，為提高 "英
中 "學生的中文水平，教師可在課堂上使用中文，並

開設更多中文科目，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中國文化

與哲學。同一道理，可透過各種方法提高 "中中 "學生

的英語水平，例如在課堂上使用更多英文教科書及使

用英語詞彙。  
 
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21.  胡添就先生表示，家長對微調建議表示歡

迎，但關注到當局將如何推行有關建議，以及有關建

議會否惠及學生。該會認為，有關建議會加劇校內的

標籤效應，亦會貶低母語教學的地位。將學校二分為

"英中 "和 "中中 "，學生會較易適應，因為教學語言不

是中文便是英文。然而，在微調建議之下，教學語言

安排將會趨向多元化。由於新高中學制即將推行，實

不宜令教師承受更大的工作量，因為教師可能要同時

以兩種語言教學。為確保微調建議不會出現偏差，該

會建議當局先推行先導計劃。  



經辦人／部門  
 

 14

將軍澳家長協會  
[立法會CB(2)623/08-09(04)號文件 ] 
 
22.  甘美馨女士表示，該會支持微調建議，但促

請政府當局，當學校公布資料，闡述將會採取甚麼教

學語言安排及計劃，以提高學生的中英文水平時，持

續而有效地進行監察。該會促請政府當局增撥資源給

學校，以舉辦英語教學延展活動，以及為家長提供更

多支援，協助家長選擇學校。該會並促請當局取消將

學校二分為 "英中 "和 "中中 "的做法，長遠消除標籤效

應。  
 
香港英文中學聯會  
[立法會CB(2)850/08-09(01)號文件 ] 
 
23.  陳璐茜女士表示，教育應以學生為本。在現

行制度下，約 20%的學生有機會以中英文學習，對那

些有能力學習多於一種語文的學生並不公平。由於接

受大專教育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而且有需要在非管

理級的工作崗位上使用英文，實有必要提高學生的英

語水平。該會認為，部分教師歡迎在某些學科採用英

語教學，因為教師本身過往也是以英語學習這些學

科。該會要求當局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培訓，並設立

為期 3年的過渡期，讓教師考取以英語教授學科所需

的資歷。該會贊成當局調撥更多資源予小學，以提高

學生的英語水平，以及在小學階段使用更多英語，以

協助學生銜接中學教育。陳女士補充，該會支持微調

建議。  
 
香港中學校長會  
[立法會CB(2)696/08-09(08)號文件 ] 
 
24.  黃謂儒先生表示，該會支持 "分時段 "安排，

但反對 "分班 "安排，因為 "分班 "安排會加劇學校之間

的標籤效應，而且只有 "前列 40%"的學生才可享有彈

性教學語言安排。此外，"分班 "安排亦會對各持份者

構成壓力，尤其是教師，因為他們須使用兩種語文教

授學科。他補充，一如於 2005年發表的《檢討中學教

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告》 (下稱 "2005年報告 ")所
指出，"分班 "安排會帶來負面影響，並會貶低母語教

學的地位。"分班 "安排並非提高學生英語水平的唯一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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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學生會  
[立法會CB(2)696/08-09(09)號文件 ] 
 
25.  崔佩琦小姐表示，推行微調建議的理據是良

好的，並會為學生營造更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然

而，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 "前列 40%"學生的計算

準則，主要是以學生在過去兩年的整體學業成績為依

據，而非學生的英語能力，結果會令一些英語成績良

好但其他科目成績不太理想的學生不能以英語學

習，而以英語學習可能為這些學生帶來最大裨益。其

次，當局難以評估 "中中 "用於英語延展教學活動的實

際時間，亦難以評估這些活動的質素。微調建議可能

對沒有開設 "英文班 "的中學毫無好處，因為長遠而

言，標籤效應可能更加嚴重。  
 
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 (下稱 "家盟 ") 
[立法會CB(2)707/08-09(01)號文件 ] 
 
26.  周百嘉先生表示，他個人歡迎微調建議。自

2006年起，家盟曾委託香港大學進行 6輪意見調查，

以瞭解家長對教學語言問題的意見。家長對微調建議

給予正面回應。過去 10年，母語教學已令學生的語文

水平下降，亦增加了教師、學生和家長的壓力。家長

認為，微調建議的方向正確，應該予以支持。家盟建

議，教育局在推行建議時，應增撥資源編製雙語教

材，以及減少教師的文書工作。將學校二分為 "英中 "
和 "中中 "的做法應予取消。家盟並促請教育局為持份

者提供更多支援，例如定期舉辦集思會，與持份者交

流意見及分享經驗。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27.  林建華博士表示，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支

持微調建議。他指出，直接資助計劃 (下稱 "直資 ")學
校在彈性實施教學語言安排方面具備豐富經驗。推行

微調建議及雙語教育，對香港發展為教育樞紐甚有助

益。該會認為，微調建議應以學生為本，並由學校自

主作出專業判斷。若干科目 (如宗教及通識教育 )可以

中文教授。當局亦應讓學校靈活運用 25%的英語延展

教學活動時間。應考慮提供資源予學校，以推行小班

教學。當局或可給予學校 3至 5年的寬限期，以推行微

調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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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小學議會  
[立法會CB(2)707/08-09(02)號文件 ] 
 
28.  鄧貴泰先生表示，津貼小學議會的關注重

點，是如何令學生中英兼擅，以協助他們進修及就

業。該會原則上贊成微調建議，讓學校在教學語言安

排方面享有更多的專業自主。教育局應確保，學校在

作出專業判斷時會向持份者問責。該會促請家長在為

子女選擇學校時，應考慮教學語言以外的其他因素。

該會認為，學校在決定開設多少"英文班"或"彈性班"

時，應以當屆學生的成績為標準，而非用前兩屆學生

的成績來決定，以盡量減少錯配。該會支持增撥資源

予小學，以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該會並促請教育局

制訂整體策略，提升小學的學生英語水平，而非採用

"斬件式 "的解決方案。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立法會CB(2)696/08-09(10)號文件 ] 
 
29.  李少鶴先生表示，根據一項於 2008年進行的

調查的結果，在各項教育改革中，小學教師最不滿提

升學生中英文水平的成效，而超過 90%的受訪者贊成

增加初中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該會因此支持微調建

議，以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以及增加英語延展教學

活動的時間。該會歡迎當局設立獎學金，頒予合資格

而又有志修讀英國語文師資培訓學位課程的學生，亦

歡迎當局計劃促請優質教育基金將提升學校的英語

語境列為優先資助的項目。該會建議當局為學校提供

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學助理，並應為班數較多的學

校提供更多資源，用以聘請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

師。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下稱 "民建聯 ") 
 
30.  陳仁川女士表示，民建聯對微調建議持正面

意見，因為有關建議會增加學校在決定適合教學語言

安排方面的自主程度，以增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

她強調，微調建議應以學生為本，而教學語言安排應

根據學生的能力、教師的能力及學校支援措施作出決

定。雖然民建聯支持有關建議，但關注下列事宜：當

局有否制訂機制，讓學生可在其語文能力有所提升時

轉班；教師的工作量會否增加；以及有需要消除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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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中中 "為次等學校的誤解。當局應向家長灌輸循序

漸進學習第二語言的可取之處，以及必須將子女能力

視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透過適當的教育，對 "中中 "
的標籤效應可望逐步消除。  
 
政府當局的回應 

 

31.  教育局局長表示，各持份者對擬議的微調框

架作出熱烈回應，而社會不同界別人士亦普遍接納微

調建議的目標及整體方向，政府當局感到鼓舞。各界

均認同，必須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以便他們由初中

升讀高中，或／及由高中過渡至專上教育。政府當局

在落實各項推行細節時，會考慮各與會者在會議席上

提出的關注、意見及建議。他強調，由於微調建議的

目標是在堅持母語教學的同時，讓初中學生有更多機

會於課堂內接觸英語，因此，採用英語授課的中學必

須符合有關 "學生能力 "、 "教師能力 "及 "學校支援措

施 "等先決條件的要求，應該維持不變。教育局局長

指出學習英語與營造學習英語環境的區別，並以他前

往學校探訪時的觀察所得，說明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

重要性。為進一步提升英語學習環境，初中班級的英

語延展教學活動佔總課時的比例將增加至 25%。當局

鼓勵學校善用英語延展教學活動的時間，以及制訂能

推動學生在豐富的英語環境中學習的策略。  
 
微調建議  
 
32.  梁美芬議員支持當局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她

表示，當局於 10年前將學校二分為 "英中 "和 "中中 "，
剝 奪 了 在 "中 中 "就 讀 的 初 中 學 生 以 英 語 學 習 的 機

會。她認為，從香港各處的標誌牌都中英兼備可見，

香港擁有雙語環境。她認為培養學生成為中英兼擅的

人才，並讓他們在雙語環境中學習極為重要。她支持

"分班 "安排，並引述她就讀於一所設有 "英文班 "及 "中
文班 "的中學的成功經驗，說明學校在決定其教學語

言安排方面享有自主空間的重要性。然而，她促請各

方必須審慎採用 "分科 "安排。她指出，香港中文大學

以往採用雙語教學，但演變到現階段，所有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都只以英語作為授課語言。為應

付實際需要，學生具有良好的英語水平更形重要。她

促請政府當局為本地教師及學生提供資源，讓他們參

加海外的英語沉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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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對於教協建議當局擱置微調建議，以及何民

傑先生建議採用學券制，梁美芬議員請教協及何民傑

先生澄清有關建議的內容。她對採用學券制的建議有

所保留。  
 
34.  韓連山先生解釋，由於前線教師及家長對有

關微調教學語言政策的建議意見紛紜，並提出了不同

的關注事項，而且新高中學制亦將於 2009-2010學年

推行，教協認為有必要押後推行微調建議，直至新高

中學制推行至涵蓋所有高中班級為止。教協關注到，

教師可能無法同時應付兩項措施。  
 
35.  何民傑先生回應時表示，學校應在學與教方

面享有更多的自主空間。他引述一名著名美國教授的

意見，指出讓家長在選擇學校方面完全自主，有助消

除國家的貧窮狀況。他認為學券制是有效方法。  
 
36.  李卓人議員表示，微調建議將會推翻現時在

初中階段推行的母語教學。他不反對推翻現時的母語

教學，因為當局在初中階段推行母語教學，但卻在高

等教育階段推廣英語教學。他強調，教學語言政策的

目標，應是幫助學生學習，以及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與興趣。為達致這些目標，學校應可在採取教學語言

安排方面完全自主，包括使用英文或中文教科書，但

採用不同的授課語言。他認為微調建議不能消除標籤

效應，反而會造成另類標籤效應，就是以每所學校開

辦的 "英文班 "數目標籤學校。他促請政府當局闡明，

將如何協助家長根據學校在學術方面的優勝之處 (包
括教學語言安排 )選擇學校，而不會根據某所學校開

辦的 "英文班 "數目來選擇學校。  
 
37.  教育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在擬議的微調框架

之下，學校可以專業方式更靈活決定其教學語言安

排，但亦同時堅持推行母語教學，並繼續採用以英語

授課須符合的先決條件 (一如上文第 31段所述 )。他認

為大家不宜集中討論學校之間的標籤效應。不論情況

如何，家長最瞭解子女的需要，亦最有資格為子女選

擇學校。他相信，家長在選擇學校時不會只考慮學校

將會開辦的 "英文班 "數目。  



經辦人／部門  
 

 19

38.  李卓人議員認為教育局局長的解釋自相矛

盾，因為政府當局雖然聲稱尊重家長的選擇，並讓學

校靈活決定其教學語言安排，但卻要求家長和學校在

擬議框架的規限之內作出選擇和決定。實際上，學校

不會在決定其教學語言安排方面完全自主。他重申其

意見，認為只要有助學生學習，學校應可採用能切合

其學生需要的教學語言安排。  
 
39.  張文光議員表示，教師與家長的目標一致，

都希望提高學生的中英語文能力，但微調建議如何可

達致這個目標卻令人質疑。由於微調建議的目標是提

高學生的英語水平，他認為更直接有效的方法應是透

過採取各項措施，改善英國語文科和中國語文科的學

與教成效，例如採用小班教學以改善師生在課堂上的

互動，以及為那些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開設英語輔導

班以提升他們的英語水平。若輔以適當的教學法及支

援，經過 12年中小學教育，所有學生均可望達到令人

滿意的英語水平。他認為，微調建議會在個別學校與

家長之間造成混亂及衝突，尤其是如何分配學生入讀

"英文班 "和 "中文班 "。他對下列情況極感關注：不少

"中中 "會以英語教授數學科和理科，而 "英中 "會採用

英語教授藝術科、體育科及宗教科。他對採用英語教

授學科能否有效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有所保留，並認

為以英語教授這些科目會影響學習成效。由於意見紛

紜，他質疑微調建議是否正確的路向。他要求政府當

局在訂定有關安排細節時解決教師及家長提出的關

注。  
 
40.  教育局局長回應時指出，社會人士關注到，

雖然母語教學提升了學習成效，但學生學習英文的信

心與動力均見減退。由於當局已為學校提供資源，包

括提供額外教師以小組形式教授英國語文及開設英

語輔導班，缺乏英語學習環境才是問題癥結所在。微

調教學語言政策的目標，是讓初中學生有更多機會於

課堂內接觸英語。  
 
41.  張文光議員表示，並非所有學校都有資源以

小組形式教授英國語文科，或為有需要的學生開設英

語輔導班。他再次建議當局透過推行小班教學及開設

英語輔導班，改善英國語文科和中國語文科的學與教

成效。他強調，在初中階段少數幾個學科採用英語教

學，不能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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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譚耀宗議員表示，民建聯支持微調教學語言

政策的方向，以解決家長在現行教學語言政策下提出

的關注。民建聯同意各家長團體的意見，並瞭解教師

和校長對推行安排提出的憂慮。雖然他認同當局有必

要令推行過程順暢，但認為不宜押後推行微調建議，

直至新高中學制推行至涵蓋所有高中班級為止。他促

請政府當局與學校合作處理同步推行新高中學制和

微調建議所產生的問題。他補充，標籤效應難以避

免，但他相信家長會為子女選擇最理想的學校。他請

當局詳細說明微調建議的推行細節。  
 
43.  教育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會考慮代

表團體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以及繼續與各持份者溝

通，處理他們提出的關注事項。若行政會議批准，微

調教學語言安排將由 2010-2011學年起推行。為讓學

校有時間就上述先決條件之下的校本教學語言安排

諮詢校內持份者，以及將 2010-2011學年的中一入學

安排告知家長，當局計劃於 2009年 5月底或之前將有

關詳情告知學校。若微調建議獲得的支持度不足，

"2005年報告 "所建議的修訂教學語言安排 (包括檢討

個別學校的教學語言 )，將如期於 2010-2011學年進

行。  
 
44.  梁耀忠議員認為，近年來，學生在英國語文

科及中國語文科的會考成績每況愈下。微調建議的目

標，應該是透過提供中英文科的優質教學，改善學生

的語文能力。他分享接近 30年擔任中學不同級別的數

學科教師的體驗，表示他曾用中文及英文教授數學

科，亦曾用中文作為授課語言，解釋英文教科書和教

材的內容。由於需要因應學生能力調整學科的教學語

言，因此使用英文教科書但以中文作為授課語言，實

有助促進學生學習理科科目 (如數學科 )。他認為，期

望透過以英文教授學科來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是不

切實際的想法。他認為，應讓學校自行決定適合其學

生的教學語言安排。  
 
45.  教育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追蹤研究

學生的成績後，並未察覺到學生的中國語文科會考成

績明顯下降。他重申有需要在微調教學語言框架之下

維持有關先決條件的要求。在採用英語教授學科時，

學校應考慮學生的學習需要和進度、教師的能力及準

備情況等因素，以確保有關安排不會影響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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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余若薇議員同意，微調教學語言政策的建議

應旨在改善學校的英語環境，而非消除對學校及學生

的標籤效應。她察悉，雖然各家長團體支持微調教學

語言政策的建議，但學校議會、校長及各教師協會則

提出各種關注。她質疑政府當局可否就推行細節與學

界達成共識，於 2009年5月將建議提交行政會議審議。 
 
47.  教育局局長指出，政府當局自去年起一直與

各持份者討論微調教學語言安排的建議。由於這議題

備受爭議，而持份者的利益及期望各不相同，根本不

可能就推行細節達成共識。政府當局必須在審慎研究

所接獲的關注及意見後作出決定。教育局局長補充，

微調建議並非無中生有，而是依據 "2005年報告 "中經

修訂教學語言安排所訂的原則及準則制訂。這些原則

及準則均應堅守。  
 
48.  余若薇議員表示，她個人對以中文講授英文

教科書 (下稱 "英書中教 ")的做法有保留。然而，青年

公民和梁耀忠議員指出，將這做法用於部分學生所得

的經驗有所不同。她詢問政府當局對 "英書中教 "的立

場為何。她並請當局提供資料，說明為何將英語延展

教學活動佔總課時的比例定為 25%。  
 
49.  教育局局長澄清，顧名思義，以中文作為教

學語言應包括在課堂上主要以中文授課，並採用中文

教科書和中文教材，以及主要以中文評核和評估學習

成效，令學生得以鞏固其所學知識。同一原則適用於

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情況。按照 "2005年報告 "所提

建議，英語延展教學活動佔總課時的百分比為中一

15%、中二 20%及中三 25%。為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

觸英語，當局建議將初中的英語延展教學活動佔總課

時 (不包括英文科的課時 )的比例增加至 25%。由於學

校可靈活運用英語延展教學活動的時間，教師可按適

當情況利用英文教材／資源，提升某些主要以中文教

授的學科的學與教成效。  
 
50.  主席表示，學校可能會視乎收生情況來決定

其教學語言安排。為紓解學校因學生人口下降導致收

生不足的憂慮，她促請政府當局暫緩推行中學統整政

策，直至推行微調建議為止。她請代表團體建議，有

何措施可減少因推行微調建議而可能在學校之間產

生的標籤效應。  



經辦人／部門  
 

 22

51.  黃寶財教授告知與會者，家庭與學校合作事

宜委員會曾與 18區的家長教師會聯會深入討論微調

建議。家長認為應由學校決定採用 "分班 "及／或 "分
科 "安排。家長歡迎當局要求學校公布資料，以劃一

方式說明個別科目的教學語言安排。然而，他們認為

學校不宜在中一選校概覽中公布 "英文班 "、 "中文班 "
或 "彈性班 "的數目。個別學校應向家長詳細解釋其校

本教學語言安排。黃寶財教授補充，家庭與學校合作

事宜委員會會與各聯會協作，向家長灌輸為子女選擇

學校的正確態度和方法。  
 
52.  葉賜添先生表示，香港中文中學聯會認為，

學校會在開辦彈性班方面互相競爭。若當局規定所有

學校均須將初中的 25%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課時用於

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或可減少學校之間的競爭。  
 
53.  黃謂儒先生表示，香港中學校長會建議，為

減少標籤效應，應將中學稱為 "英中 "及 "兩文三語中

學 "。英中會採用英語教授所有科目 (中國語文及中國

歷史除外 )，而 "兩文三語中學 "則會根據校本教學語

言安排，採用英語或中文教授個別學科。政府當局應

就上述劃分學校的建議諮詢學界。  
 
54.  張文光議員讀出由一名在職中學教師發出

的電子郵件的內容，以說明在學生人口下降、教師士

氣低落及新高中學制將於 2009-2010學年推行的情況

下，在 "中中 "任教的教師的工作量，以及他們對可能

須轉為以英文教授學科所產生的焦慮情緒。他指出，

雖然當局會提供專業發展課程，亦會為學校提供代課

教師，但由於預期微調建議將於 2010-2011學年推

行，很多學校已要求教師為以英文教授學科做好準

備。他詢問政府當局將如何紓減教師的工作量。  
 
55.  教育局局長同意，政府當局應盡快敲定推行

細節。他強調，根據建議的微調框架，學校可更靈活

地自行決定其校本教學語言安排，但學校在採用適當

的教學語言安排時，應考慮學生的能力及學校的情

況，包括教師的能力。學校應鼓勵教師參加相關的專

業發展課程，按適當情況為以英語教學做好準備。學

校須待學生及教師均準備就緒，方可有效地採用英語

教授某一學科。教育局局長重申，政府當局從來沒有

亦不會強迫學校採用任何教學語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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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張文光議員表示，由於學校競相招生，校長

根本別無選擇，只好採用英語教授學科。他促請政府

當局釐清各項推行細節，以紓減教師與校長的憂慮，

並呼籲那些贊成推行微調建議的代表團體及個別人

士，仔細考量有關的推行細節。  
 
57.  梁耀忠議員重申，學校應可全權自決其校本

教學語言政策，包括使用中文或英文教科書教授學

科，但授課時則採用另一種語言。他引用若干例子，

以證明 "英書中教 "的成效。  
 
58.  教育局局長解釋，由於上述安排缺乏實證支

持，當局不宜將這項安排列作微調建議下的教學策略

／教學法。個別學校或擬提供理據，證明這做法有效。 
 
59.  陳璐茜女士強烈不同意這項安排。她表示，

從學生利益的角度而言，若學校採用英語教學，便應

堅持採用英文教科書並以英文教授學科，而學生其實

會逐漸學習適應英語教學。她闡述 10年前的經驗，指

出有些學校的確曾採用 "英書中教 "的做法，結果學生

的中英文水平皆未如理想。當局因此於 1998年發出

《中學教學語言指引》。  
 
60.  主席感謝與會的代表團體及個別人士發表

意見，並請尚未提交意見書的代表團體及個別人士提

交意見書。  
 
 
II. 其他事項  
 
6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時2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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