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行政長官辦公室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鈞鑒： 

 

在過去兩年，本會均就特首閣下的施政報告提出一些建議，從教育願景

的共同建設、教育質素的探索、教育目標的檢視及確立、教育專業的提

昇、教育公平性的確保等各方面，期望能從教育專業的角度出發，表達

我們對教育理想的訴求。踏進 2015 年，我們再一次致函閣下，期望閣

下在制訂香港教育政策，特別是有關中學的教育發展方向，能多理解教

育前線的觀點。 

 

1. 教育檢討與規劃刻不容緩 

 

教育的基本目標是在於培育優秀的新一代，在於預備他們跨越現在，創

建未來。香港中學校長會曾多次透過不同渠道，提出香港教育體制須作

全面、實證為本的檢討。2000 年 9 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的「終身學習、

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面世，並由此開展香港的新學制改

革。但新學制推行多時，除了就個別課程的施教與考核作出檢討，整體

改革是否正讓當年規劃的「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發展藍圖」逐步實踐？是

否「能為學校、教師及學生創造空間，讓學生可享有全面均衡的學習機

會」？又是否正讓香港「發展成為多元、民主、文明、兼容、具活力及

文化氣質的國際大都會」?教育是否能真正達至普及多元、一個也不能

少？學習上的後進生又得到甚麼照顧、怎樣的多元出路？大學收生是尊

重學生的多元能力、抑或更學術拔尖？高中學習是更闊更廣，文中有

理、理中有文，抑或是學問的覆蓋面更窄更少? 

  

十多年的教育發展能否達至當日教改的目標？在瞬間萬變的社會，當天

定下來的目標及計劃又是否需要作任何檢討修訂？可惜的是，我們至今

未見任何舉措以為全面檢討作出預備，更未見任何架構可如昔日的教育

統籌委員會般，具專業及超然的地位為香港教育發展作出把脈及處方。

如何檢視、如何作整全的規劃，是今天香港教育的空白點。 

 

 



 
                                                                                                                                                                                                               

 

 

 

 

 

 

 

 

 

 

 

 

 

 

 

 

 

 

 

 

 

 

 

 

 

 

 

 

 

 

 

 

 

 

 

 

 

2. 教育政策及撥款零碎割裂 

 

教育發展未見整全的規劃，但零碎、割裂式的教育政策及撥款卻不斷出

現： 

- 幼稚園免費教育正在策劃落實中，但幼兒教育與小、中學教育的銜

接，十五年免費教育的課程發展，尚未見任何研究在進行中。 

- 為少數族裔學童所提供的中文應用學習課程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中

推出，在未知課程能否切合這些學童的就業與及升學需要時，學校

及學童已須在短短兩個月內在應用學習及中學文憑試中文科中作出

選擇。而在只有三數名非華語學生就讀的學校該如何在校內或與區

內其他學校合作開辦中文應用學習課程？非華語學生放棄了中學文

憑試的中文科而選擇修讀應用學習中文，其認受性在大學收生時有

多高?政策雖然定了，但施行方法卻未見周全，對學生的影響有多少

更屬未知之數，新教育政策推行倉卒，例子屢見不鮮。 

-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真正的學習需要是甚麼？除現金津貼外，其

他必須的有效教師培訓、足夠的專家支援、適切的課程考核調適、

多元出路的提供，至今仍未知何時會到位。 

- 此外如職業教育、資訊科技教育等課題，都應是整體教育發展重要

的部份，需要更完整、完善的規劃。 

在欠缺整體規劃下，這些政策及撥款雖仍有其特定意義，但能發揮的效

用卻成疑。 

 

3. 多項教育爭議問題懸而未決 

 

香港教育發展，尚有一些曾引來社會不少爭議的問題懸而未決： 

- 由直資學校體制所引起的教育公平性爭議； 

- 教學語言分流問題； 

- 教師編制與教師工作量問題； 

- 學童人口驟降驟升問題； 

- 資助大學學位不足的問題。 

 

這些持續困擾著學界的問題，正不斷削弱接受公帑資助的本港大部份津

貼中學，對學童接受公平及優質的教育、對香港未來的發展，起著深遠

的影響。 



 
                                                                                                                                                                                                               

 

  

 

   

 

 

 

 

 

 

 

 

 

 

 

 

 

 

 

 

 

 

 

 

 

 

 

 

 

 

 

 

 

 

 

 

 

 

4. 教育政策與其他政策互不配合 

 

教育發展不能獨立於香港其他政策而推行，而須與青年政策、人口政

策、以至香港的長遠發展策略互相配合。可惜的是，教育並不是這些年

來特區政府的重點項目，教育政策本身或是規劃不全、或是藥石亂投、

或是視而不見、或是輕重不分。對一個除人力資源外、已沒有其他天然

資源的香港來說，其傷害難以言傳。 

 

我們期望在制訂新一年的施政發展時，能就教育的方向目標、政策的鋪

排配置、策略的設定推行、以至資源及人力的配套，作出更好更詳細的

規劃。教育的全面檢討及長遠規劃，其成效不會見於一年半載；但教育

的欠缺檢討及規劃，其禍害卻見於當時當刻。 

 

如有任何問題或查詢，敬請致電 20191001聯絡本人 

 

 

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 

 

李雪英謹啓 

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 

 

副本寄送：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