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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小班教學政策及增加小一每班派位學生人數的相關事宜小學小班教學政策及增加小一每班派位學生人數的相關事宜小學小班教學政策及增加小一每班派位學生人數的相關事宜小學小班教學政策及增加小一每班派位學生人數的相關事宜」」」」 

教協會提交的意見書教協會提交的意見書教協會提交的意見書教協會提交的意見書 

2014年 5月 12日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小班教學小班教學小班教學小班教學的的的的政策政策政策政策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1. 收生定義收生定義收生定義收生定義：政府由 2009 學年起，於公營小學的小一班級開始分階段實施小班教學，並逐

年推展。根據政策文件，實施小班教學的學校，以 25 人為標準班額，收生上限 27人，其

餘學校每班獲派 30 人，收生上限 33人。換言之，於 2009學年加入小班教學的學校，至

2014 學年便會涵蓋小一至小六所有班級。 

2. 過渡措施過渡措施過渡措施過渡措施：教育局於 2008年 2月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指出：「學校開始推

行小班教學後，不可以再選擇回復至每班 30 名學生，因為這樣做會造成混亂，同時也會

浪費政府、學校和教師在籌備小班教學時所付出的努力。」可見，政府只有小班教學政策，

及維持大班教學的過渡期安排，意味由政府向小班教學的學校加派至每班 30 人的做法，

並非既定政策，也沒有政策依據。 

3. 推行進展推行進展推行進展推行進展：：：：教育局於 2013年 8月，教育局發出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統一派位的修訂安排（第

14/2013 號），仍然重申上述標準班額及收生上限的定義。至 2014 學年，共 344 所小學

（75.8%）推行小班教學。 

現況現況現況現況：：：：學額規劃失衡學額規劃失衡學額規劃失衡學額規劃失衡    禍及小班教學禍及小班教學禍及小班教學禍及小班教學 

4. 北區學額北區學額北區學額北區學額首先首先首先首先失衡失衡失衡失衡：：：：由於政府欠缺完善學額規劃，面對本地出生人口上升、內地新來港及

跨境學童增加，以及新房屋發展計劃等因素，令個別分區小一學額失衡。本學年北區欠缺

逾千學額，令家長怨聲四起，當區小學除了加開 14班小一及向大埔區借調學額，當區 18

所小班教學的學校，小一均需加派至每班 32 人。為此，當局下學年增設「跨境學童專用

校網」，估計提供 3 千個學額。據北區校長得悉，明年當區小一每班人數可望回復至小班

水平。 

5. 學額學額學額學額問題問題問題問題陸續陸續陸續陸續浮浮浮浮現現現現：：：：問題並未解決。教育局已向 3個分區（元朗、大埔、觀塘）中的 5個

校網提出，明年在已推行小班教學的學校，每班加派 5人至 30人甚至 31人，作為紓緩學

額不足的臨時措施。以觀塘區為例，教育局去年 12月向當區小學校長簡報，2014學年當

區將短缺約 550 個小一學額，解決措施主要是在其 27 所推行小班教學的小學，每班小一

加派 5 人至 30 人。及後，教育局在業界多次要求提交準確數據下作出修正，表示觀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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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學生增長少於預期，但仍有 24所小學需要加派至每班 30人。該些學校若開設 5班小

一，加派學生將達 25 人，等同增設一班小一。但當局只會分階段提供有時限的額外助理

小學學位教師教席，換言之，加派學生的學校，所得的支援與一直維持 30 人大班模式的

學校相同。 

6.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混亂混亂混亂混亂學界學界學界學界受受受受苦苦苦苦：：：：學校履行政策發展小班教學，但教育局學額規劃混亂，又繞過與學校

協商的應有程序，強行要學校由小班回復大班，學校原有規劃被擾亂，也浪費了小班教學

的部署和經驗。但最荒謬的是，局方一方面在觀塘區的小一班級加派學生，但另一方面，

部分學校有空置課室沒有盡用，最後竟導致有學校預設小一班額減少，學校總體班數不增

反減，出現縮班。即是說，觀塘區小學，部分要加派小一學生，也有學校可能縮班！可見，

技術官僚只視學生為一個數字，為求行政方便隨時可加可減，沒有探求措施的合理性及其

對學校和學生的影響，結果削減學校資源、損害小班教學的成效和教育質素，嚴重損害了

學生的利益，做法不可接受。當區小學為此發動聯署，獲 4,056位家長、教師及家長教師

會成員簽名支持，聲援學校行動。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貫徹貫徹貫徹貫徹小班政策小班政策小班政策小班政策    完善人口規完善人口規完善人口規完善人口規劃劃劃劃    維護學生利益維護學生利益維護學生利益維護學生利益 

7. 堅守堅守堅守堅守 25人人人人的的的的小班教學小班教學小班教學小班教學：：：：本會認為，教育局必須以保障學生學習質素為第一考慮，堅持 25

人的小班教學政策，讓已推行小班教學、認同小班教學理念，並感受到小班教學優點和成

效的學校，繼續維持 25人的小班教學。而因各種因素仍維持 30人大班教學的學校，當局

也應制定明確時間表，盡快落實推行。 

8. 完善規劃及對策完善規劃及對策完善規劃及對策完善規劃及對策：：：：分區學額相繼失衡，禍及小班教學，歸根究底是當局欠缺完善的人口規

劃所致。當局必須盡力搜集可靠數據，包括跨境學童的來港趨勢，以及出生率變化、人口

的構成和遷移等，並作出相應規劃及對策，包括如何有效使用各區空置校舍及課室、增加

可用課室、完善校網安排等，避免「大肚班」出現，影響學校的班級結構，並積極維持小

班教學政策，在滿足供求的同時，設法維持教學質量。 

9. 制訂制訂制訂制訂雙非雙非雙非雙非跨境學童跨境學童跨境學童跨境學童應變措施應變措施應變措施應變措施：：：：在規劃工作上，跨境學童與本地人口增長，兩者問題性質不

同，前者人數大起大落，後者升幅相對穩定，而且不局限於鄰近邊境地區，應對策略上應

有分別。未來數年，預料是「雙非」跨境學童人數的急升期，但至 2019 年便會消失，面

對這類學童人數大起大落，為免校舍最終荒廢，浪費硬件投資，理論上應盡量避免興建新

校舍，而應善用空置課室、加建臨時課室、重用空置學校等方法增加學額，及完善校網安

排以協助學生分流等，作優先考慮的權宜方法。 

10.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本地本地本地本地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增長的學增長的學增長的學增長的學額需求額需求額需求額需求：：：：至於本地人口增長，根據人口政策諮詢文件顯示，2016

至 2018學年將是小一學位需求的高峰期，原因包括本地女性所生的嬰兒數目回升，對於

相對穩定的人口回升，當局在落實所有合理可行的對策後，應審慎研究增建學校的需要

和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須避免日後學額需求回落，而導致大規模縮班殺校的另一波震盪。 

11. 不容違反小班政策人數規定不容違反小班政策人數規定不容違反小班政策人數規定不容違反小班政策人數規定：：：：本會認為，在小班教學制策下，每班學生人數有明確規定，

不能隨意上調。若因應「就近入學」原則需照顧區內學生的需要，在落實所有可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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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仍然非不得已需增加每班派位人數，亦只能按照小班原有政策，在施行小班教學的

學校，以 27 人為每班人數上限。而當局現時每班要增派 5 人，其實是將學校倒退回 30

人的大班教學，有違政策原則。而以每班人數上限 27人加派，也只能是短暫性的權宜措

施，不能成為定制，學校應盡快回復 25人的小班教學。而加派的學校，當局也必須補足

資源，包括教師人手、班級津貼及相關資源以支援教學，令學生所得資源不會減少，維

持教育質素。由於小班教學由 2009學年開展，首屆小班的學生新學年將升讀小六，接近

完成小班教學的一個周期，當局必須制定明確時間表，盡快在全港開展小班教學，讓所

有小學生公平享有小班教學的優勢。 

12. 尊重業界尊重業界尊重業界尊重業界充分諮詢充分諮詢充分諮詢充分諮詢：：：：鑑於小一學生增加的趨勢，未來數年也有可能繼續在其他分區發生。

本會要求當局，必須做好學額規劃，並充分諮詢區內學校，認真回應學校的意見，不容

小班教學政策倒退，以維護學生利益，保障教育質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