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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非華語學生  
學習中文及選校  

 
目的  
 
 承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在 2017 年 6 月 26 日討論支援非華

語學生中文學與教的進展，本文旨在回應有關「中國語文課程第

二語言學習架構」（「學習架構」），以及支援非華語（特別是少數

族裔）學生選校的跟進關注。  
 
「學習架構」  
 
2. 教育局在文件（CB(4)1165/16-17(01)號）中，就兩方面向教

育事務委員會匯報支援非華語學生中文學與教的進展：（一）根據

研究及語文專家意見所制訂的研究框架，教育局由 2014/15 學年

開始收集和分析量化及質化的數據，評估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包

括「學習架構」）的成效（詳情見文件的第 2 至第 20 段）；及（二）

獲提供 80 萬至 150 萬元不等額外撥款以實施「學習架構」及建構

共融校園的學校（「有關學校」）運用撥款的整體情況（詳情見文

件第 21 至第 33 段）。  
 
3. 文件第 29 段提及非華語學生及其家長的一些轉變，包括較

多非華語學生的家長安排子女入讀本地幼稚園（即從幼稚園階段

開始學習中文）。按持份者調查結果，我們知悉相對 2014/15 及

2015/16 學年，在 2016/17 學年有較多非華語小學生指出他們曾入

讀本地幼稚園，並已在幼稚園階段學習中文。配合「學習架構」

的實施，我們期盼有關的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整體表現會如教

育局在 2015 年委託一所高等院校進行先導研究計劃（見文件第

11 段）的結果一樣，即「非華語學生愈早入學或在學習上愈早獲

得支援，將有利於他們的學習，例如曾在香港入讀幼稚園三年的

非華語學生，較其他未曾入讀幼稚園或入讀時間較短的非華語學

生，中文科成績明顯較好。」（見文件第 14 段）。有關資料值得參

考，但並非用以論證「學習架構」的成效。  
 

立法會CB(4)1437/16-17(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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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於衡量「學習架構」的成效，教育局會根據研究及語文專

家意見制訂研究框架，評估支援非華語學生措施的成效，從而確

保支援服務的質素，並按需要完善個別措施。教育局會持續收集

一系列數據，以進行評估研究，當中包括非華語學生在全港性系

統評估的表現和全港性系統評估問卷調查的結果；以及透過問卷

調查及焦點面談取得有關校本專業支援服務成效的評估數據。在

課程層面，我們會持續檢視「學習架構」和發展資源配套，並在

綜合各方意見和收集不同學校的學與教經驗後，適時完善「學習

架構」，亦會因應需要每隔三年，即在每個學習階段（例如小一至

小三、小四至小六及中一至中三）完結後，檢視「學習架構」。待

相關工作完成後，會向立法會匯報進展。  
 
中文課程／教學材料  
 
5. 非華語學生就中文學習有不同的需要和期望。為非華語學生

預設一個內容較淺易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將會限制他

們的學習和就業機會。教育局由 2014/15 學年開始，在中、小學

實施「學習架構」，幫助非華語學生解決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時面對的困難，以期促成他們銜接主流中文課堂，學好中文。「學

習架構」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讓中文教師為非華語學

生訂定循序漸進的學習目標，幫助非華語學生透過小步子的方式

學習，提高學習效能。非華語學生可因應他們的學習進展，在適

當的時間融入主流課堂，學好中文。  
 
6. 學與教材料方面，教育局已於 2014/15 學年開始實施「學習

架構」前，按階段提供實用的工具及步驟幫助學校運用「學習架

構」，並提供第二語言學與教參考資料，包括把涵蓋中小學課程的

中國語文第二語言學習套系列，以課本形式派發給全港學校及學

生。其他資源配套如《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具  －  非華語學生適

用》（《評估工具》）和教學參考資料，包括圖畫書教學系列、寫作

教學系列、節日教學套等，均已上載教育局網頁，並會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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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外，我們已委託一所高等院校與小學協作，按《評估工具》

的答卷分析及教授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科教師的意見，發展以「學

習架構」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為基礎的相關課本，第一冊課本預

期會在本年內派發給學校及非華語學生。誠如我們在教育事務委

員會會議上指出，我們亦希望藉此帶動市場為非華語學生編寫和

出版更多學習中文的課本。  
 
師資培訓  
 
8. 就支援中文科教師教授非華語學生方面，一般而言，師資培

訓院校在設計和制定職前教師培訓課程時會參考相關政策和文

件，例如課程發展議會所編訂的課程指引。院校制定的職前教師

培訓課程，須配合準教師未來職業生涯的需要，讓他們具備專業

知識、教學方法及素質，以照顧不同背景（包括文化、地域等）

和學習需要的學生。以香港教育大學為例，該大學在  「中國語文

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中提供有關「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選修課

程，培訓準教師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在 2016/17 學年，有

關選修課程包括「中國語文課程（非華語學生）單元教學設計及

開發」、「國際漢語課程與教材設計」、「國際漢語教學與評估」、「國

際漢語教學話語分析」等。  
 
支援非華語（特別是少數族裔）學生選校  
 
傳統上錄取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小學名單（「學校名單」）  
 
9. 現行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小一派位）下，統一派位階段家長

選校的乙部為「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家長按意願在《選校

表格》排列申請兒童住址所屬學校網內可供選擇的公營小學的先

後次序。為照顧部分非華語學生（特別是少數族裔學生）的需要，

非華語學生的家長可在申請小一派位的表格上選擇註明「申請兒

童不能以中文作為學習媒介」。家長在表格上作出註明後，在統一

派位乙部，除住址所屬學校網內的小學外，可選擇「學校名單」

上位於其他學校網而傳統上錄取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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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育局曾於 2004 年度小一派位（即 2004/05 學年入讀小一）

修訂上述安排，讓所有非華語學生如他們的華語同儕一樣，在統

一派位乙部選擇只屬於他們住址學校網的小學，讓他們受惠於沉

浸中文語言環境的「主流」小學，以便適應本地課程和融入社群。

及後平衡不同持份者的意見，特別是部分非華語兒童的憂慮後，

教育局在 2005 年度小一派位（即 2005/06 學年入讀小一）起作出

現行的安排（見上文第 9 段）。我們已在《小一入學申請表填表須

知》的註 3 清楚說明「學校名單」的作用，並鼓勵家長盡早讓申

請兒童入讀提供沉浸中文語言環境的小學，幫助他們學好中文。

在 2017 年度小一派位（即 2017/18 學年入讀小一）統一派位階段，

我們進一步修訂選校時向非華語學生的家長派發的單張，強調教

育局已向學校提供額外撥款，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呼

籲家長選擇申請兒童住址所屬學校網的小學（即不在「學校名單」

內的學校），讓其子女受惠於沉浸中文語言環境，學習中文，並清

楚指出「學校名單」只屬仍有憂慮的家長作參考，以避免不必要

的誤會。  
 
獲提供額外撥款學校的名單  
 
11. 由 2013/14 學年起，教育局取消了只為部分學校 1（即所謂的

「指定學校」）提供額外撥款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安排。所有錄取

10 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均按其錄取非華語學生的數目，

獲提供額外撥款，以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此撥款模式

旨在消除「指定學校」這不恰當標籤所引致的誤解，以及提高學

校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意識。  
 
12. 近年部分持份者希望教育局可整合錄取 10 名或以上非華語

學生，並獲提供額外撥款的學校的資料，發放給非華語學生的家

長，以便選校。就此，我們曾與業界聯絡探討在促進非華語學生

                                           
1  2006/07 至 2012/13 學年，我們為錄取一定數目的非華語學生、有照顧非華語學生經驗、願

意與教育局合作發展校本支援措施，以及願意與其他學校分享經驗的學校，根據其錄取非華

語學生的數目，提供每年由 30 萬至 60 萬元的額外經常津貼和專業支援服務，讓這些學校發

展特設校本支援措施和中文教學材料，並透過我們成立的學校支援網絡，與其他錄取非華語

學生的學校分享，從而惠及所有非華語學生。這些學校一般被簡稱為所謂的「指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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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中文及融入社群的前提下，如何協助非華語學生家長選校。

業界一般認為若發放獲提供額外撥款的學校名單（並以地區細分

及列出非華語學生人數），將有違經諮詢持份者後取消所謂的「指

定學校」的原則和理念。現行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有效學習中文

的措施，特別是為所有錄取 10 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額

外撥款的模式，旨為擴闊家長的選擇，避免非華語學生過份集中

在部分學校，讓非華語學生受惠於沉浸的中文語言環境。事實上，

在適用於公營學校的派位安排下，所有小學和中學均有同等機會

錄取非華語學生，另行提供一個錄取一定數目非華語學生的學校

名單，其性質和作用恐怕等同以往所謂的「指定學校」名單，最

終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業界亦明白家長需要參考資料，但認為

有關資料不應是片面或簡化成學校名稱及其錄取非華語學生的數

目，以免家長誤會及為學校帶來不必要的標籤效應。在增加透明

度的前提下，我們與業界正積極探討方便家長選校的相關安排，

例如獲教育局提供額外撥款的有關學校在《學校概覽》（《概覽》）

的「學生支援」一欄內以劃一的形式，指出學校為錄取的非華語

學生提供額外支援，幫助他們學習中文，並請家長向學校查詢詳

情。  
 
13. 我們會繼續為非華語學生的家長提供小一派位的專設簡介

會（輔以即時傳譯服務）。如所有家長一樣，我們亦鼓勵非華語學

生的家長參加由個別學校和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籌辦的學校參

觀，進一步了解學校情況，以便選擇適合其子女的學校。  
 
《學校概覽》內普教中的資料  
 
14. 現時《概覽》的資料均由學校提供，個別學校也會在《概覽》

內提供「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或各種配合支援非華語學生

學習的資料。對於在《概覽》內加入「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的資料，我們在每年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檢討《概覽》項

目時，會將有關建議轉交委員會考慮。  
 
 
 



6 

其他  
 
15. 2013/14 至 2016/17 學年，各區中小學（官立、資助和直接資

助計劃）按非華語學生及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分別佔學生總人數

的百分比的數目見附件。  
 
教育局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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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14、 2014/15、 2015/16 及 2016/17 學年錄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數目  
（按非華語學生佔校內總學生人數百分比劃分）  

 
非華語學生 

佔校內總學生人數 
百分比 

小學數目 中學數目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0% 154 152 146 150 191 189 175 180 

>0% - 10% 281 278 289 284 243 240 251 245 

>10% - 20% 12 12 8 8 5 5 3 3 

>20% - 30% 3 8 9 11 7 7 7 6 

>30% - 40% 3 2 2 4 2 2 3 4 

>40% - 50% 3 3 3 2 1 3 3 2 

>50% - 60% 3 2 4 3 2 1 3 4 

>60% - 70% 2 3 2 2 1 3 3 3 

>70% - 80% 2 3 3 2 4 2 2 3 

>80% - 90% 2 3 3 4 0 2 2 2 

>90% 9 7 6 5 2 2 2 2 

註： 
1. 數字顯示截至有關學年 9 月的情況。 
2. 數字包括公營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但不包括特殊學校。 
3. 非華語學生包括根據家庭常用語言而歸類為非華語學生的華裔學生。 
 
 

2013/14、 2014/15、 2015/16 及 2016/17 學年錄取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的學校數目  
（按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佔校內總學生人數百分比劃分）  

 
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 
佔校內總學生人數 

百分比 

小學數目 中學數目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0% 182 172 164 164 225 216 196 199 

>0% - 10% 254 261 271 271 211 214 230 226 

>10% - 20% 12 13 12 11 3 5 3 5 

>20% - 30% 2 4 7 8 7 6 7 4 

>30% - 40% 5 3 1 4 3 2 3 4 

>40% - 50% 1 4 3 2 0 3 3 2 

>50% - 60% 3 0 3 2 1 2 3 3 

>60% - 70% 2 4 2 2 2 2 3 4 

>70% - 80% 3 3 3 2 3 2 1 3 

>80% - 90% 1 3 3 4 0 1 2 1 

>90% 9 6 6 5 2 2 2 2 

註： 
1. 數字顯示截至有關學年 9 月的情況。 
2. 數字包括公營和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當中 1 所提供非本地課程的直接資助計劃中學因沒有提供學生的族裔而

不包括在內），但不包括特殊學校。 
3. 規劃教育支援措施時，家庭常用語言不是中文的學生均歸類為非華語學生。上述數字不包括以中文作為家庭

常用語言的非華裔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