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一個就讀津貼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家長，我覺得很徬徨，因為我每天都要花大量時間處理和

教導小朋友的家課，而在假期或星期日，我們也要預留時間替小兒溫習，對於我們兩夫婦也要上班

的情況來說，壓力十分大。 

 
在小兒讀一年級的時候，我曾經向學校老師查詢過有關小兒的學習情況，我亦向老師表示一年

級的課程實在太深，但老師的回應是因為小三的時候所有學生都需要考 TSA，所以如果一年級的課

程不夠深的話，就不能在小三時達到 TSA的要求，而且學校的試卷形式，亦有參考 TSA的要求，所

以提議我們多做有關 TSA的補充來溫習。 
 
今年二年級，情況更惡劣。例如中文科，要求小朋友閱讀數百字的文章，閱讀理解的題目涉及

主旨及段意，我記得這類題目在我們年少時是在五六年級才開始接觸的。英文科方面，要求小朋友

寫最少 50字的作文，小朋友的識字量和所識的句型都有限，又怎能寫出文章呢？學校為了令學生

在短時間內強記大量字詞，故此每循環週也有中文和英文默書，而範圍簡直多得不得了。由於平日

放學後要完成每天的家課，根本沒有時間溫習。因此，我們兩夫婦逢星期日也要抽出最少半天來替

兒子溫習默書，本來用來出外活動和休息的時間，就用了來作破壞親子關係的溫習活動。至於數學

科，本人覺得是考閱讀理解多於計算，因為文字題往往是設有文字陷阱，令學生容易解不通而做錯，

我們暫時的解決方法就是無可奈何地操練。 
 
我實在不明白為何學校已有那麼多默書和評估，學生仍需要參加 TSA這類與學生升學無關的考

試，以我所知，教育局會每幾年一次就到學校進行外評，而學校也有自評機制，其實是否只有 TSA

才能知道學生的能力水平？每間學校的家長和學生的背景和社經地位也不同，最清楚學生需要的，

一定是家長和學校老師，而不是教育局。教育局應該檢討可以從什麼其他途徑收集學生的能力水平

數據，而大前提是不影響老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 
 
另一方面，我也質疑教育局的角色，為何只有直資和官津學校必須參與 TSA？而國際學校和私

立學校就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與，難道國際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學生能力水平數據是沒有用的，故此

收集與否，並不重要？既然教育局認為學生的能力水平數據是那麼重要的，就應該強制性全港學校

也必須參與 T S A，真真正正收集全港學生的能力水平數據，而並非只針對直資和官津學校，但我

相信這做法將會引起更多家長的不滿。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就讀於官津學校的非華語學生也必須參

與 TSA，請問要求這些連廣東話也未會說的學生參與 TSA，得出來的「未達全港水平」的成績，有

何作用？不但浪費了老師和學生的時間，也浪費了公帑。 
 
除此之外，現在越來越多私立學校選擇不參與 TSA，這會造成更不公平的局面。由於私立學校

的學生升讀中一後，也需要參與「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簡稱 HKAT，這對我們這批就讀官津學校

的學生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已有私立學校的校長在學校通告中指出不參與 TSA，學生就可以不用

花時間去準備 TSA，從而有更多時間全力以赴去應付 HKAT，在這樣的情況下，私立學校的學生理論

上在 HKAT中應該會取得更佳的成績。作為家長的我，真的很擔心孩子將來會否要做得比別人多，

但中學派位又不見得比別人好。 
 
以現在的情況，我建議立刻取消小三 TSA，以減輕家長們的壓力。如果真的不能取消，最起碼

給予學校和家長選擇權，讓學校和家長來決定是否參與 TSA。大家停下來想一想，我真不希望看見

有罷考和亂考的情況出現。 

津貼學校小二家長：湯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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