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1484/09-10(07)號文件  

檔 號：CB2/PL/ED 
 

教育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0年 5月 13日會議  
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小班教學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有

關在中小學推行小班教學的事宜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政府當局於 2003-2004學年在小學實施具效能的分班分組

教學策略試驗研究 (下稱 "該研究 ")，識別在選定的公營小學實施小

班及各式分組教學的優良做法，以便向其他學校推廣並加以調

適，藉以提高學習的成效。在第一階段，當局進行了一項調查，

以瞭解當時在學校實施具效能的小組及各式分組教學策略的優良

做法。鑒於第一階段的研究結果，政府當局重訂了第二階段的研

究重點，並在一些選定的學校試行小班教學。參與研究的學校獲

得有時限的額外資源，由 2004-2005學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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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回到普通

班。該兩批學生在小二以後的學習情況以縱向方式跟進，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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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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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研究為期 4年，至 2008年年底結束。  
 
3.  教育局局長於 2007年 9月 9日宣布，由 2008-2009學年起，

小學採用傳統教學法的班級的標準班額，由每班 37人減至 35人，

而活動教學班的標準班額則由每班 32人減至 30人。行政長官在

2007-2008年度《施政報告》中進一步宣布，由 2009-2010學年起，

當局將會循以下方向由小一開始在公營小學分階段實施小班教

學，到 2014-2015學年推展至小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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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於有足夠學額的校網，校網內各小學可選擇是否推行小

班教學 (即以 25人一班為派位準則 )。對於不選擇推行小班

教學的小學，每班的派位人數會維持在 30名；及  
 
(b) 對於學額可能不足的校網，政府當局會先讓校網內各學校

表達實行小班的意願。經考慮有關校網內所有學校的意願

後，如預計仍會出現學額不足的問題，政府當局會研究解

決方法，包括向鄰近校網 "借位 "，以及研究興建新校的可

行性等。不過，若基於實際的限制因素，令校網內的學校

未能由 2009-2010學年起推行小班教學，政府當局會另行

考慮方法，協助該等學校推行校本措施。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4.  事務委員會曾在多次會議上討論與小班教學相關的事

宜。事務委員會曾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綜述如下。  
 
該研究的中期結果  
 
5.  在 2007年 2 月 12日 的 會 議 上 ， 政 府 當 局 及 劍 橋 大 學 的

Galton教授 (即受委託進行該研究的顧問 )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該研

究的中期結果。該研究的中期結果及初步分析載於附錄 I。  
 
6.  根據該研究的觀察所得，未有足夠證據顯示接受小班教學

的學生，在學業成績、對科目的態度和學習動機方面，比普通班

的學生表現較佳。委員質疑上述觀察是否屬實，並且指出，這項

觀察所得與參與研究學校所分享的經驗大相徑庭。委員促請政府

當局發表該研究的中期報告，以瞭解該研究的設計及其採用的研

究方法。  
 
7.  政府當局強調，該研究的結果和觀察所得只屬初步，政府

當局無意藉初步研究結果，貶低小班教學的效益。為保持該研究

的獨立性，以及避免對參與研究的學校造成不必要的干擾，教育

局採取一貫做法，即不公開正在進行的調查研究的中期結果。待

該研究完成後，教育局會發表該研究的終期報告結果。  
 
過渡期  
 
8.  當局宣布在公營小學實施小班教學的決定後，事務委員會

曾邀請政府當局向委員簡述有關的推行細節。委員察悉，截至

2008年 2月，參加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的公營小學共有 463所，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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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所 (或 70%)欲 於 2009-2010學 年 由 小 一 班 級 開 始 推 行 小 班 教

學。在 2008年 3月至 6月期間，政府當局對 36個校網的學位供求情

況進行評估，以確定學位供應是否足夠應付 2009-2010至 2014-2015
學年這 6年間的推算學位需求。根據推算，在該 323所學校當中，

將會有 297所學校 (即佔 92%)會由 2009-2010學年開始推行小班教

學，因為預計這些學校所屬的校網不會出現學額短缺的情況，或

預計短缺情況只屬輕微 1。當局會向準備推行小班教學但由於學校

所屬的校網預計會出現學額短缺的情況而未能如願的學校提供額

外資源。當局也會為所有維持每班 30名學生的學校提供額外資

源，條件是學校已就如何提升學與教的成效擬訂具體計劃。  
 
9.  委員認為當局應訂定過渡期，並應在過渡期結束後在所有

公營小學推行小班教學。委員認為，由於小學的學生人口每年均

有波動，因此學額不足只屬短暫性質。政府當局應考慮採取短期

措施，例如在興建新校前向鄰近的校網 "借位 "。部分委員認為，在

過渡期結束後，當局應終止向維持每班 30人的學校提供額外資源。 
 
10.  政府當局解釋，其政策方向是鼓勵小班教學，而非強制推

行小班教學。當局應給予學校彈性，讓學校決定是否推行小班教

學，而在作出決定時，既須考慮是否有足夠課室可供運用和受訓

教師的數目等實際情況，亦須顧及學校、家長和學生的意願和需

要。政府當局認為不宜為所有公營小學設定實施小班教學的時間

表。推行進度將視乎學校是否選擇和準備推行小班教學而定，以

及在個別校網推行小班教學是否可行。政府當局計劃就每個校網

6年內的學額供求情況進行評估，第一個規劃期由 2009-2010學年

至 2014-2015學年。政府當局會在每年 3月致函尚未實施小班教學

的學校，邀請學校提供擬推行小班的年份，以便作出規劃。對於

在該 6年間預期欠缺班數的校網，政府當局會考慮採取短期措施。

若出現持續短缺的情況，政府當局會考慮在這些校網進行建校計

劃及／或修訂校網的分界。  
 
11.  根據最新資料，小班教學第二個規劃期 (即 2010-2011學年

至 2015-2016學年 )已經完結。在 2010-2011學年，實施小班教學的

學校將增至 318所 (69%)。  
 
標準班額  
 
12.  部分委員認為應進一步減少每班 25人的標準班額，以期盡

量發揮推行小班教學的效益，並促請政府當局檢討每班 25名學生

是否小學教育的理想班額。  

                                                 
1  截至 2009年 12月，已於 2009-2010學年推行小班教學的學校共有 301所，佔公營

小學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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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府當局認為，以每班 25人為標準班額屬適當；相對於澳

洲、日本及英國公營小學的平均班額而言，香港的標準班額已相

當理想。即使以每班 25名學生的標準在小學推行小班教學，政府

當局已須處理某些校網在基建設施方面的限制；因此，若進一步

減少標準班額，將會對資源構成重大影響，同時也會受到若干實

際情況的限制。  
 
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  
 
14.  委員注意到，當局沒有定出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的時間

表，並促請政府當局提供具體時間表。有委員建議由 2008-2009學
年開始，每年將中學的每班人數減少兩人，讓接受小班教學的學

生能在 2014-2015學年完成小學教育後，升讀班級人數較少的中

學。  
 
15.  政府當局表示，尚未就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作出決定。鑒

於推行小班教學對財政有重大影響，政府當局因此決定率先在小

學教育推行小班教學。由於小學的小班教學政策及新高中學制將

會由同一學年起實施 (即 2009-2010學年 )，因此，在未來數年間，

政府當局會集中籌備及安排這兩方面的工作。儘管如此，政府當

局同意，由 2009-2010學年開始，在 9月點算學生人數時出現過剩

教師的學校的中一開班數目的計算準則，將由每班 35人逐步減至

每班 30人。  
 
在特殊學校推行小班教學  
 
16.  委員對特殊學校的每班學生人數表示關注。委員察悉，供

輕度及中度弱智兒童入讀的特殊學校以 20人為一班，並促請政府

當局檢討及減少特殊學校的班額，以改善這些學校的教與學環境。 
 
17.  政府當局指出，不同類別的特殊學校一直推行小班教學，

學生人數由每班 8至 20人不等。當局根據不同類別特殊學校的學生

情況訂定特殊學校的每班學生人數。政府當局正檢討不同類別特

殊學校的每班學生人數，並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  
 
教師的專業發展  
 
18.  委員關注當局為推行小班教學所提供的教師專業發展計

劃。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與師資培訓院校初步商討，為職前及

在職教師提供所需的專業發展課程。培訓課程將旨在加強教師運

用小班環境優化教與學的能力。當局亦會舉辦專題工作坊及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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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此外，當局將會識別一些在小班教學方面具有經驗的學校為

"種子學校 "，以分享經驗的方式為其他學校提供支援。政府當局在

落實專業發展計劃前，將會參考小班教學研究結果及顧問的建議。 
 
 
最新發展  
 
19.  政府當局已於 2010年 1月發表該研究報告。報告全文已上

載於教育局網頁，印文本亦放置於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的

中央資源中心，供公眾人士參閱。 "該研究有關有效教學策略及支

援模式的相關研究結果摘要 "及 "2008-2009年舉辦與前述相應的專

業發展計劃以支援教師發揮小班教學的最大成效 "，分別載於

附錄 II及附錄 III。  
 
 
有關文件  
  
20.  載於立法會網站的有關文件一覽表現載於附錄 IV。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5月 7日  



附錄 I 
 
 

在小學實施具效能的分班分組教學策略試驗研究  
中期結果  

 
 
  Galton教授根據首兩年的數據及觀察所得，提供以下初步
分析：  
 

(a) 未有足夠證據顯示接受小班教學的學生，在學業成績、

對科目的態度和學習動機方面，比普通班的學生表現較

佳；  
 
(b) 曾嘗試根據多項 "共通能力 "(例如批判性思考能力、解

難能力和創造力 )將每一個學科測驗項目詳加分析。就
小班教學對提升這些共通能力的作用，暫時未有定論； 

 
(c) 把其中 5所取錄較多清貧學生的學校與其餘的學校比

較，分析顯示，就第二批學生而言，接受小班教學的清

貧學生在中文和數學科的表現較佳，但在第一批學生中

則並無這情況出現。第一批學生由小一至小三都在小班

上課，直至 2007-2008學年升讀小四時，便會重回普通
班學習。第二批學生在小一和小二以小班教學的形式學

習，在 2007-2008學年升讀小三時，則重回普通班學習； 
 
(d) 在有系統的課堂觀察中蒐集到的資料，有跡象顯示參與

研究的教師 (尤其是中文和數學科教師 )正改變其慣常
的做法，有較高層次的解難式提問和更多不同的回饋方

式，但整體上未有證據顯示教學模式有重大的改變；  
 
(e) 雖然人們普遍相信在小班的環境下，學生可以得到更多

的個別照顧，但從有系統的課堂觀察所得的資料顯示，

在小班中教師給予學生的個別照顧並不多；及  
 
(f) 個案研究顯示，學校和教師仍未達致願意主動修訂課程

以充分發揮小班效益的階段。  
 
 
 
資料來源：上述資料由劍橋大學的Galton教授在 2007年 2月 12日的教育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提供。  



 

 

 為支援教師實施小班教學以提升教學效能，教師專業發展計劃應涵

蓋以下六大原則： ( i)  訂定清晰的學習目標、 ( ii)  使用延展性的提

問技巧、 ( ii i)  增加學生參與、 ( iv) 進行兩人及小組活動、 (v) 提供

適切的回饋以及  (vi)  設計評估學習的架構。  

附件  

 

研究結果摘要  – 發揮小班教學成效的有效教學策略及支援模式   

 

 

 透過延展的全班討論和增加兩人和小組活動，以鼓勵學生多發言及

參與，對提升學生學習的理解至為重要。這亦有助由現時側重全班

授課，即學生大部份時間觀看或聆聽老師教學，過渡至建議的教學

模式。建議的策略應首先著眼於改善全班討論時的提問質素，以及

在進行兩人小組活動時有效地利用朋輩輔導，讓能力較高的學生幫

助能力稍遜的同學，教師亦因而可以給予更多個別關顧。當教師已

純熟運用這些有效的全班教學策略後，可實施小組合作活動。  

 

 就照顧學習差異，應採用適切的課堂組合模式及教學策略，以便提

升學生的學習水平，其中包括靈活的分組策略（讓適應較快的學生

自行學習的同時，教師可集中照顧能力稍遜的學生），朋輩輔導，

以及創設與學生日常生活相關的教學資源。此外，教師若能掌握提

升學生自我期望的技巧，讓學生明白進步與否繫於他們的努力而非

他們缺乏能力，這樣學生才較容易獲得最大的改善。  

 

 應推廣「學習圈」的支援模式，以便學校與學校間以及學校內的不

同科組分享教學經驗，每次共同探討某一特定的教學課題，讓教師

互相觀摩和評鑑課堂教學和策略運用，以提升參與教師的教學專

業。   

 

 

 

附錄 II



 

 

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舉辦與前述相應的專業發展計劃以支援教師發

揮小班教學的最大成效  
 

推行時間  專業培訓及支援活動  

2008 年 4 月  舉辦「合作學習」校本工作坊  

2008 年 4 月

至 6 月  

成立共同備課學習圈，以支援教師共同備課、互相到學校

觀課，以及檢視教學法  

2008 年 5 月  舉辦研討會，由上海的教育工作者講解當地的小班教學情

況  

2008 年 7 月  舉辦分享會，由具備小班教學經驗的校長及教師分享規劃

小班教學的經驗  

2008 年 9 月

至 2009 年 8

月  

建立學校網絡，定期提供專業支援、經驗及資源分享  

2008 年 10 月  舉辦研討會，由教育局人員講解小班教學的目標及實施策

略  

2008 年 12 月

至 2009 年 6

月  

為中文、英文和數學科教師成立學習圈，讓他們定期參與

工作坊，並每月會面一次，互相到學校觀課，然後在教育

局學校支援組的輔助下進行反思討論  

2008 年 12 月

及 2009 年 4

月  

前往上海考察，進行學校探訪，透過觀課體驗有效的教學

法；並與當地的專家及前線教育工作者就如何順利推行小

班教學，交換雙方在實施策略、支援措施及其他具體因素

等方面的意見及經驗  

2008 年 12 月

至 2009 年 6

月  

與師資培機構分享小班教學研究的結果，以期強化教師培

訓計劃和規劃中的在職教師培訓課程   

2009 年 3 月

至 5 月  

為中文、英文、數學和常識科教師舉辦工作坊，講授如何

透過有效的策略以發揮小班教學的優點  

2009 年 5 月

起  

在六年期間舉辦在職教師培訓課程，並按情況需要提供代

課教師  

2009 年 10 月

至 11 月  

為中文、英文和數學科教師舉辦工作坊，講授如何透過有

效的策略以發揮小班教學的優點  

 
 
 
 
 
 
 
 
 
 
 
 
 
 
 
 
 
 
 
 
 
 
 
 
 
 
 
 
資料來源：  節錄自教育局於 2009 年 12 月提交的立法會CB(2)645/09-10(01)號文件  
 附件。 

 

附錄 III



附錄 IV 
 

有關小班教學的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15.7.1998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6項質詢  
 

立法會  30.9.1998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20項質詢  
 

立法會  14.10.1998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20項質詢  
 

教育事務委員會  18.1.1999 
(議程項目 III)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  19.12.2001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45至47頁 (質詢 ) 
 

立法會  3.7.2002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49至54頁 (質詢 ) 
 

立法會  13.11.2002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2至16頁 (質詢 ) 
 

教育事務委員會  18.11.2002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  27.11.2002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59至99頁 (議案 ) 
 

教育事務委員會  19.5.2003 
(議程項目V)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16.6.2003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立法會  3.12.2003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60至104頁 (議案 )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80715fc.pdf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80930fc.pdf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counmtg/hansard/981014fc.pdf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panels/ed/minutes/ed180199.htm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1801.htm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19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703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13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211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11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27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305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5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306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03ti-translat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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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16.2.2004 
(議程項目 III)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19.7.2004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  27.10.2004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48頁 (質詢 ) 
 

教育事務委員會  8.11.2004 
(議程項目V)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12.2004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5至64頁 (議案 ) 
 

教育事務委員會  13.6.2005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  8.6.2005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53至55頁 (質詢 ) 
 

立法會  8.3.200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52至54頁 (質詢 ) 
 

立法會  17.5.200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50至54頁 (質詢 ) 
 

立法會  21.6.200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56至64頁 (質詢 ) 
 

立法會  6.12.200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28至34頁 (質詢 ) 
 

立法會  24.1.2007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33至188頁 (議案 ) 
 

教育事務委員會  12.2.2007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財務委員會  20.3.2007 政府當局就初步問題的書面

答覆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40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2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407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7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1027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411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02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50613.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613.htm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08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08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7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1-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06-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2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702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2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fc/fc/w_q/emb-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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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16.4.2007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CB(2)1653/06-07(01) 
CB(2)1735/06-07(01) 
(只備英文本 ) 
 

教育事務委員會  18.10.2007 
(議程項目 I)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29.2.2008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CB(2)2654/07-08(01)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5月 7日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704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4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papers/ed0416cb2-165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english/panels/ed/papers/ed0416cb2-1735-1-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710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10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8022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22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papers/ed0229cb2-2654-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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