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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17 年 2 月 2 4 日  
 
 
總目 156－政府總部：教育局  
分目 70 0 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向中學發放一筆過津貼以推動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教育」 
 
 

請各委員批准開立為數 1 億 2 60 萬元的新承擔額，
向中學發放一筆過津貼，以助推動科學、科技、工

程和數學教育。  
 
 
問題  
 
 我們需要加強對中學

1的支援，以促進學校推動科學、科技、工程

和數學 (S TE M 2)教育。  
 
 
建議  
 
2 .  教育局局長建議開立為數 1 億 2 6 0 萬元的新承擔額，以便向每所
中學發放 2 0 萬元一筆過津貼 (S TE M 津貼 )，用以推動 ST E M 教育。  
 
 

                                                 
1
  中學指官立中學、資助中學 (包括設有中學部的特殊學校 )、按位津貼中學，以及直接

資助計劃下的中學。  
2  STEM 是代表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及數學 (Mathematics)各

科英文名稱的首字母縮略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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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推動 S TE M 教育的政策及支援措施  
 
3 .  在 20 1 5 年及 2 01 6 年的《施政報告》，政府承諾更新和豐富科學、
科技和數學的課程和學習活動，加強師資培訓，並更積極推動 S T EM  教
育 ， 以 及 鼓 勵 學 生 修 讀 與 S T EM 相 關 的 學 科 。 我 們 預 期 通 過 推 動

S TE M 教育，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他們的創新能力、創意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學生可在數學、科學和科技領域盡展創新和多元才能，

從而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4 .  教育局由 20 1 5 年開始推行了多項支援措施，以推動 ST E M 教育，
當中包括－  
 

( a )  更新相關的課程；  
( b )  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課程；  
( c )  豐富學與教資源；  
( d )  舉辦與 S T EM  相關的多元化活動／比賽；  
( e )  設立專業發展學校以展示及分享良好示例；  
( f )  加強與社區的伙伴合作以促進協同效應；以及  
( g )  諮詢持份者以收集對未來路向的意見和建議。  
 

 
 
 
 
附件 

5 .  有關上文第 4 段 ( a )至 ( g )項支援措施的詳情，請參閱載於立法會
C B( 4 )7 9 /1 6 -1 7( 01 )號文件的附件 1 至 7。此外，教育局在 20 1 6 年 1 2  月
初發表《推動 S T E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報告，詳列在 20 1 5 年年底
至 20 1 6 年年初進行諮詢後就中小學推動 ST E M 教育所提出的最終建

議。有關建議的摘要載於附件。  
 
S TE M 教育的成果  
 
6 .  學校建基於本身優勢，並配合學生興趣，發展了不同的計劃和活

動以推動 S T EM 教育。在中學階段，S TE M 教育是課程重點之一，有些

學校調配現有資源，透過例如採購套件以用作探索生物工程、製作機

械人、為單板電腦編寫程式作感測和控制實驗，以及編寫流動裝置應

用程式作科學實驗，方便學生設計科學探究，並在專題研習中通過設

計和製作實現意念。採用這些學習輔助工具和設施後，學校發現學生

更主動學習，及積極搜集資料，與同儕緊密討論和合作，製作或構思

具創意的作品或設計，以及在學習上展現自信／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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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一直以來，很多學校在與 S TE M 相關的計劃和活動中，均有卓越
表現。有些學校提名學生參加本地、全國和國際賽事，並取得令人鼓

舞的成績。這些活動／比賽的部分優勝者和參加者，其後在專上院校

修讀與 ST EM 相關的課程，甚至建立相關事業。除此之外，香港學生

在 ST EM 方面的主要國際評估中均有良好表現。在最近的全球學生閱

讀能力進展研究 (20 1 1)、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2 01 5 )及學
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2 01 5 )報告中，本港學生在閱讀及數學素養方面位
列首五名，科學素養則位列首十名。這些優勢均是我們推動 ST EM 教

育的良好基礎。  
 
提供額外津貼的需要  

 
8 .  為強化推動 ST EM 教育，我們認為有需要為所有中學提供額外津

貼，用以發展及組織與 ST EM 教育相關的校本計劃／活動和安排學生

參與 S T EM 方面的校外活動。事實上，我們在 20 1 6 年年初已向小學提
供類似資源，以加強支援學校策劃和舉辦與 ST EM 相關的活動。部分

小學運用津貼購買器材／資源材料，或舉辦創新的學習活動。小學對

獲 發 額 外 撥 款 資 助 ， 表 示 歡 迎 ， 並 認 為 額 外 撥 款 有 助 學 校 推 行 與

S TE M 教育相關的校本活動。  
 
9 .  我們建議向每所中學發放一筆過為數 2 0 萬元的 S TEM 津貼，以加

強支援學校推行 ST E M 教育。我們預期學校獲得 ST EM 津貼後，會有

更大動力持續推行及／或加強現時 S TEM 教育方面的校本活動／計

劃，以及開展其他新計劃。我們也預期會有更多學校和學生與不同機

構一起進行 ST EM 相關活動，而學生亦會有更大興趣修讀與 ST E M 相

關的專上程度學科或接受相關的職業及專業教育和培訓。  
 
津貼的範圍和運用  
 
1 0 .  考慮到為不同背景和能力的學生提供 ST E M 教育，加上每所學校

各有本身的發展步伐或屬意的發展範疇，學校可彈性運用 ST EM 津貼

在下列範圍開展／加強校本 S T EM 教育－  
 

( a )  採購資源 (例如教具、消耗品、學與教資源材料 )及提升部分現
有資源，以推行與 S T EM 相關的校本活動 (包括研習計劃和比
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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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舉辦與 S T EM 相關的活動，例如校本科學和科技活動／比賽；

以及  
 
( c )  支援學生參加與 STEM 相關的本地、全國和國際比賽／展覽／

計劃。  
 
11.  擬議津貼供學校由 2016／ 17 學年起跨學年運用，直至 2018／ 19 學年
完結為止。在 20 18／ 1 9 學年完結時仍未用完的剩餘款項須予以退回。
學校應進行全面規劃，靈活運用 S T EM  津貼及學校其他資源。  
 
教育局的額外支援  

 
1 2 .  為協助學校構思創新活動，教育局會向學校提供相關參考資料，
例如設立項目／活動資料庫，分別列出本地及不同國家舉辦的項目和

活動，並提供相關網站的資料以供參考。資料庫會根據項目／活動的

難度、複雜程度按學習階段劃分。教育局亦會加強支援，向學校課程

統籌人員提供 ST EM 教育領導培訓，以提升他們在規劃 ST E M 教育方

面的能力。此外，教育局會定期探訪學校和進行調查，以便獲得學校

運用 ST EM 津貼的最新資料，加以整理，並通過講座、工作坊和網絡

活動，向學校推廣運用 S T EM 津貼的良好示例。  
 
問責及監察的機制  

 
1 3 .  學校須按教育局所發出的指引使用津貼，並為運用 ST EM 津貼負

責。與學校的其他特定用途津貼相同，學校運用該筆津貼會受到嚴謹

的監察，包括須在每年提交予教育局的經審核帳目內列出各項收支。

學校須就有關撥款備存獨立帳目，妥善記錄各項收支及其細項，並在

有需要時，提交相關記錄和單據／發票供教育局查核。  
 
1 4 .  學校須定期評估 ST E M 計劃／活動及津貼的運用情況，並向法團

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或校董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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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15.  按建議向中學發放一筆過 STEM 津貼的開支預算約為 1 億 260 萬元。
2 0 16 -1 7 至 20 19 - 20 財政年度估計所需的現金流量如下－  
 

財政年度  (百萬元 ) 

2 0 16 -1 7   9 6 .4   

2 0 17 -1 8   1 . 8   

2 0 18 -1 9   2 . 6   

2 0 19 -2 0   1 . 8   

總計   1 0 2 . 6   

 
1 6 .  我們已在 20 16 - 17 財政年度的預算中預留足夠款額，亦會在未來有
關財政年度的預算中預留款項，以應付本建議所需的開支。  
 
 
公眾諮詢  
 
1 7 .  2 0 16 年 1 1 月 14 日，我們向教育事務委員會簡介中小學推動 S TE M
教育的情況，並就建議撥款諮詢該委員會。委員支持有關建議。  
 
 
背景  
 
1 8 .  本港推動 ST E M 教育，乃配合全球趨勢，裝備學生應對經濟、科

學及科技的急速發展，以及社會和全球的各種轉變和挑戰。本地課程

發展的優勢及學校的經驗，是推動 ST E M 教育的基礎。  
 
1 9 .  推動 ST E M 教育的政策措施，旨在進一步培養學生在科學、科技

及數學方面的終身學習能力，讓他們能夠應對 2 1 世紀的各種挑戰；從
較宏觀的角度而言，推動 ST EM 教育有助培育具備不同知識和技術水

平的多元人才，從而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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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S TE M 教育的主要目標包括：讓學生在科學、科技和數學範疇建立

穩固的知識基礎，並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

與技能的能力；啟發學生的創意，並幫助他們掌握協作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以及培育 ST E M 相關範疇的人才／專才以促進本港的發展。  
 
2 1 .  我們留意到，隨着教育局把 ST E M 教育列為持續更新學校課程的

重點，學校更加積極推行 ST EM 教育。教育局會繼續採用連貫而全面

的方針，與學校及社區伙伴合作，逐步落實《推動 S TE M 教育—發揮
創意潛能》報告中的最終建議，藉以加強推動 S T EM 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局  
2 0 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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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ST EM註
教育  

最終建議  

 
 
( a )  更新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包括學習領域課程

指引和相關學科指引；重點為通過學生為本的教學法，培養學生

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新思維，並通過高中科目，例

如應用學習課程，培養學生的開拓與創新精神。  
 
( b )  通過支援學校在整校課程規劃和與相關組織協作，加強為學生提

供優質的學習經歷。  
 
( c )  為學校提供學習領域為本和跨學習領域的資源，以加強 S T EM 相

關範疇的學與教，並提供額外資源支援，以照顧校本的需要。  
 
( d )  加強學校和教師的專業能量、知識轉移，以及促進不同學校和教

師的交流，以建立 S T EM 教育的實踐社羣。  
 
( e )  促進社區不同持份者的參與，共同加強推動本地 S T EM 教育。  
 
( f )  持續檢視推動 S T EM 教育的進展，總結和分享良好示例，促進知

識轉移。  
 
 
(各項建議措施的詳情，請參閱《推動 STE 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報
告。該報告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 STEM 是代表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及數學 (Mathematics)各

科英文名稱的首字母縮略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