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港性系統評估意見書 

 

本人從幼稚園到大學畢業都是本港完成，可謂見證著每一個階段學習及教育制度。然後，眼看著不斷又不

斷的所謂教育改革，實在令人對教育局的政策摸不著頭腦，改革原為令教育變得愈來愈好，而實際上卻只

是令人覺得制度反覆、複雜而愈走極端。一個幼稚園學生上課所學的都已經是令現今家長感到程度之深實

屬非常，到小學中學的教學制度以至全港性系統評估更是將學生推到懸崖邊緣，想當年我的小學中學階段，

放學後功課應付完畢，還有許多空餘時間玩耍，享受童年樂趣，雖然當年的學習都離不開填鴨式將內容硬

塞在腦中，尚不至於放學後連半點喘息的機會，好讓腦袋可以在其他方面有較正常的發展。但現在學生每

日分秒必爭，與時間競賽，面對一堆功課不是說拍一下手完全不用思索就可以完成，功課就應該是讓學生

思考上課所學到的是否能夠融會貫通，唯現今之制度下，學生每日就被迫以神童速度完成功課，再加上所

謂「不應有任何壓力」的 TSA，教育局口口聲聲說評估不會對學校 / 學生有任何實際影響，卻在門後以此

作恐嚇，學校能不就範？成績不好就只會淪為被針對之對象，唯有將壓力推在學生身上，本來已經千瘡百

孔的填鴨再加上此等無稽之催迫，我實在奇怪吳克儉還可以厚顏無恥地說出對學生不會造成任何壓力這等

不負責任的話。教育理應是發展學生潛能，教育知識之餘並引導其思考、探索，並非硬性將所謂的問題和

模範答案塞入腦中應付到考試就叫好，功課和所謂的練習操練，不單扼殺了他們的思考空間，將整個學習

生涯用死板的學習環境所填滿，如何提高競爭力？考得再好，都只是死讀書的一群呆冬瓜和機械人，要與

世界競爭只會貽笑大方。 

現在大家都集中評論小三評估，但如果是為了想知道學生的進度及教學有否需要調整，學校平日的測驗和

考試不是已經達到目的？每間學校都根據其學生而有自己的教學方針和安排，一個統一的所謂評估何以幫

助評估水平？更何況已經實際上有不少參與制定評估人士挺身證明其題目嚴重偏離其應有水平，教育局此

等行為想證明香港有多少神童？還是有其他目的？不達標就說成是學校有問題，再伸延到學生身上，評估

愈去偏鋒而妄顧學生所承受之苦？身為家長，眼看此等教育制度淪陷至此，現在除了站出來為子女爭取，

實在別無他法，若教育局仍然漠視訴求，一意孤行繼續執行，相信家長們亦絕不會就此按奈，屆時局方只

會更為進退不得，故請局方立即撤銷所謂的評估，全面檢討現行教育制度，讓學生真正做到循序漸進的學

習，避免過份催谷學校及學生死讀書。如局方真正參考外國典範，相信德國會是一個不錯的範例，法例規

定幼稚園學生根本不是上堂學寫字，是體驗人生，繼而產生創造力及思考力，亦懂得照顧自己甚至別人，

亦會學會珍惜大自然及其所有，要寫字人生漫漫長路何需急於一時？德國人創意及學業絕不令人懷疑，亦

令經濟發展如此穩健，從不會有人質疑其學生所謂輸在起跑線，學早一年又如何？我只知現在香港很多兒

童連基本自理能力都缺乏，學業再好又如何？卻毫無創造力和創意，教育不只是教孩子背誦書本答案，是

全人發展，但局方只會說不會做，繼而將責任卸諸學校、甚至家長身上，試問若非要跟隨局方指引，學校

和家長又怎會如此逼迫學童？造就如此多怪獸家長，甚至補習天王，只有填鴨死讀書的制度才會衍生此等

人物。就連近如台灣，都立例保障學生學習環境，香港還要如何推卸責任？ 

相信局方當中亦有不少家長，試問諸位又會願意見到自己的孩子每日連吃飯休息時間都沒有，全部用來做

練習，又或是諸位其實只一心將孩子送去國外讀書？但如果香港教育制度好，又何需每年花費巨款學費及

生活費？留在香港已經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以及發展，請閣下好好反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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