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對學券檢討報告的回應_101217                      第 1 頁，共 3 頁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對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檢討報告書的初步回應 

                                       17.12.2010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下稱協會)轄下共有八所幼兒服務機構，服務零至六歲的嬰幼

兒。協會欣賞政府全數接納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於二千年九月向政府提交的《香

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的全部內容，其中的第八章第一節確認幼兒教育是為終身學習

和全人發展奠定基礎的重要階段，以幫助幼兒養成樂於學習、獨立善群的態度。政府

並在二零零七年九月份開始推出為期五年的學前教育學券計劃，願意對幼兒教育付出

較大的承擔，一定程度上，既減輕家長的學費負擔，亦同時支援教師的專業進修及推

動學校的校本發展。 

 

然而有關的資助模式過於單一化，且推行倉卒而欠缺規劃，以至出現對最有需要的家

庭造成損害，並對長期致力支援有「社會需要」的家庭、積極回應兒童個別需要的全

日制幼兒學校及教師欠缺合理的支持。 

 

協會繼續秉承過去一直與政府保持合作溝通的態度，際此學券檢討報告書剛完成時

刻，提出協會的關注點、對報告書的欣賞及改善建議，以供參考： 

 

協會關注協會關注協會關注協會關注點點點點：：：：  

 

1. 同意家人是幼兒的最佳照顧者及學習榜樣，然而現實卻並非所有幼兒都能夠得到

或適合由家人較長時間照顧，尤其本港社會家庭結構改變，部份家庭功能未能有

效發揮，影響幼兒的培育及發展，因而需要入讀全日制學校以獲得更適切的培育，

支援家庭的不足。因此社區上必須要有具質素的幼兒教育機構以全日制的模式去

培育不同需要的幼兒。 

2. 教育是連續不斷的學習與發展進程，必須盡早投入資源，做好培育工作，確保幼

兒在升讀小學時，有較相近的起步點。 

3. 一如著名教育學者杜威所提倡的，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故此教育與照顧應

是綜合並行，對每天長時間逗留在全日制學校的學生尤其重要。學校須有更多的

資源，讓幼兒真正做到生活中學習，以確立學習的效能。 

4. 教育不能完全建基家長的個人選擇，必須要有政府支持及學校的專業投入及倡

導，以維持健康而優質的發展，尤其必須真正顧及幼兒的身心發展與成長需要。 

5. 幼兒教育工作者面對幼小而發展不一的學童，需要更多的支援與協作教學，使能

夠切合「幼兒本位」而剪裁課程及推動生活中學習。幼教工作者工作繁重，若支

援不足，容易產生沉重的工作與精神壓力及無力感而離職，對專業的承傳及幼兒

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立法會 CB(2)649/10-11(06)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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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日制學校具備有效辨識與及早支援不同需要幼兒的優勢；而幼兒教育階段的家

長，亦是最願意接受培育，最支持學校的一群。可惜全日制的學校資源不足，未

能持續而更具效能的推動家長教育工作。 

7. 近數十年的腦科學研究，已證實早期的學習經驗及適切的培育對幼兒的發展極其

重要。成長最快速、學習最高效能的時期是零至八歲的階段，這發展速度將隨著

年齡增長而消減。因此包括學校、師訓機構及政府，均有共同責任研發並提供最

佳的幼兒培育模式，讓幼兒得到全面而均衡的發展。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書的報告書的報告書的報告書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能指出各國的共通價值，認同幼兒早期的教育經驗，是奠定兒童在智力、情緒、健

康及道德發展的基礎，其中對於經濟上有需要的家庭的幼兒尤甚； 

2. 能清楚點出，「照顧」、「教育」和「發展」是孕育孩子全人發展息息相連的環節 ，

一改教育局向來只偏重教育的觀點。 

3. 能點出世界各國重視幼師培育，不僅加強專業職能，更重視在職的專業發展，讓在

職的幼兒教育工作者學習最新的技巧，包括培訓家長計劃。 

4. 能理解低收入家庭的苦況，建議新的學券資助與學費減免的計算方式，使家長真正

受惠於學券；並歡迎小組建議簡化全日制學費減免申請程序，取消「社會需要」評

估。 

5. 開宗明義，在建議 1 已即時指出，有需要因應宏觀環境的發展，對幼兒教育進行全

面的檢討。 

6. 確認須考慮通漲因素，而應按年調整學券面值與學費減免上限的釐定。 

7. 對預期未能按時完成認可專業課程的教師，容許彈性繼續在享有資助情況下安心進

修。 

8. 提出推動本地幼兒教育的最新發展研究，有助確立本地化的優質幼兒教育課程。 

9. 能具體關切到實務項目，提出改善學券發放的期數安排，以減少不必要的對數或調

整工序，藉以紓緩行政工作量。同時清楚界分，要求繼續將租金、差餉及地租等，

獨立發放而不納入學券資助面值內。 

 

 

就就就就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書書書書未盡善處未盡善處未盡善處未盡善處，，，，提出提出提出提出以下以下以下以下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 

 

1. 學券的面額計算學券的面額計算學券的面額計算學券的面額計算，不宜以單一方式(學生人數)計算，必須分別以半日及全日制的模

式(單位成本)計算，以保障不同需要的家庭能真正因應需要而有公平選擇入讀不同

模式學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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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日制幼兒學校因着其支援家庭的性質，會較多收取具不同「社會需要」的幼兒，

這類家庭不僅需要政府在經審批下給予學費方面的減免，他們也同時需要學校提供

更多照顧及在學習與發展差異上的個人化支援，例如額外的老師、轉導人員、治療

師、合適的課堂/後活動等，建議政府對全日制幼兒學校給予額外的校本津貼額外的校本津貼額外的校本津貼額外的校本津貼，以

加強對這些幼兒的培育，補充家庭功能的不足。 

3. 就檢討報告的跟進，要求盡快成立專責的監察組織盡快成立專責的監察組織盡快成立專責的監察組織盡快成立專責的監察組織，以督促執行部門如何就報告的

建議確立優先次序、內容細節、時間線、具體目標及達成準則。 

4. 教師為教育的核心支柱，必須為教師創造有利的條件為教師創造有利的條件為教師創造有利的條件為教師創造有利的條件，以吸引並挽留人才，使願意

獻身於行業，建議改善的範圍包括： 

4.1. 設立符合資歷的薪級表，以增加工作的安全感。尤其應有轉職時追認年資的機

制，以肯定教師的資歷經驗； 

4.2. 提供在職進修補貼，容許學校聘請代課教師以鼓勵教師進修，而同時維持合法

的師生比例； 

4.3. 將幼師培訓納入教育局提供教師培訓的行事曆中，加強每年於不同時段為幼師

安排定量合適的進修課題，以掌握最新的培育幼兒發展的資訊和技巧； 

4.4. 保留於 2012年回收的教師發展津貼，轉而成立中央統籌的幼師發展基金，使

在基本認可資歷上，鼓勵幼師持續進修學位課程及個別專科訓練(如語文、數

學、感覺統合等)，終身學習以溫故知新並學習最新的專業知識及技能，使培

育的工作更具實效。基金更同時用以推動長期的教研工作，以推動及發展具本

土特色的幼兒教育課程。 

5. 認同家長教育家長教育家長教育家長教育的重要性，建議以校本為基礎校本為基礎校本為基礎校本為基礎，給予每校一定金額的家長培訓基金，

以提供切合家長需要及具連貫性的合適課程，方能達致具效益的家長教育工作。 

 

 

社會的未來，始於今天的培育；尤以本港迫在眉睫的人口老化問題，每一位幼兒是否

能夠茁壯成長，成為社會的棟樑，實為首要議題。期望政府能夠全面資助幼兒教育，

為不同類別的幼兒教育機構提供不同的資助模式，使多元活潑的幼教機構，能夠並存

及產生協同效應，使整個幼教事業得以健康穩健發展，使幼兒真正獲得優質的教育與

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