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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由 2004年推行至今，對小學生造成的壓力，有增無

減，近年評估更變成學生和家長的惡夢，對初小學生的影響尤甚。 

教育局多次重申 TSA是低風險評估，目的是考核學生的基本能力，但為什

麼應付基本能力測試，卻需要初小學生補課，操練 TSA試卷？作為監督教學政

策的政府部門，教育局有責任確保辦學團體及學校在推行教育政策時符合政策原

意，但教育局不單沒有做好本份，更將 TSA操練文化歸咎於學校和家長。已有

校長和老師指出教育局官員帶頭向學校施壓，批評學校 TSA考試不達標，有殺

校危機1，可見教育局才是令 TSA評估變質的始作俑者。 

 

有意見認為優化措施(如改為隔年考核、抽樣考核等)可改善補課及操練情況，

但這無助改善 TSA對日常教學及測考的影響。正正由於小學三年級需要應考

TSA，現時小一至小三的教科書、日常課程設計和測考模式變成以 TSA考核作

主導。初小階段的學生，理應主力培養學習興趣，打好根基，透過不同的學習形

式，掌握基本能力，而非為應付 TSA評核，以不斷操練的形式提升應試技巧，

這完全是本末倒置。初小學生為了應付小三 TSA的考試，由小一開始，每天應

付大堆功課及測考溫習，普遍睡眠不足，缺乏休息及玩樂時間。若繼續以這種模

式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只會訓練出一堆沒有靈魂的考試機器。 

 

現時，已有數萬家長向教育局發出怒吼，要求立即取消小三 TSA。另一邊

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離地」言論，如指 TSA受老師歡

迎2，亦拒絕面對家長，出席 11月 29日的會議。究竟局方有多大誠意和勇氣面

對現時初小學生的慘況？教育局應果斷取消小三 TSA，並全面檢視現時以考試

主導、學術主導的評核模式，讓不同能力及專長的學生，均能夠得到適當培育，

發揮潛能，而非過早因公開考試的壓力，磨滅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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