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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27 日 

香港融樂會回應教育局就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所提交的討論文件 (CB(2)909/17-18(01)號文件) 

目的 

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於二月二十七日討論少數族裔兒童的教育事宜，

教育局已就會議提交討論文件。此意見書主要就教育局討論文件中的部份內容作出回

應。 

1. 「學習架構」並非真正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教育局應認真發展中文

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課程」。 

現時的「學習架構」並不如教育局所言「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

「學習架構」是參考以中文為母語作爲基礎的中國語文學習進程架構，將八階

學習成果拆細。有團體、教師、及學者亦批評「學習架構」只是跟據主流中文

課程的學習目標拆細，描述學生中文能力，而不是跟據母語非中文的學生的學

習需要而設計課程，及指導老師調整教學方法。 

教育局曾於立法會CB(4)1437/16-17(02) 號文件中解釋不能設立中文作為第二語

言課程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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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的回覆實在令人懷疑教育局是否真正理解「中文作為第二語

言課程」的意思。事實上，「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並不是一個內容較淺易

的課程，而是透過合適「母語並非中文的學生」的教學方法，讓他們能達至華

語學生的中文水平。教育局應認真發展「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課程」，以真

正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2. 教育局應為本地土生土長的非華語學生設立劃一的階段性學習目標。 

教育局以非華語學生「有語言文化的差異及學習中文的年期不同」為理由，不

能為「全港的非華語學生提供按劃一的階段性學習目標設計的教材」；可是，

在香港出生及由幼稚園開始一直學習中文的非華語學生亦日益增加，教育局理

應尤其為幼稚園及小一至小三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設立劃一的階段性學習目

標，設定非華語生在不同教育階段須學習的知識內容和掌握的能力，列出生關

鍵性的學習水平要求和學習進展的「里程碑」。如其他科目，亦有就不同學習

階段（如小一至小三、小四至小六等）訂立學習目標。由於政府並沒有為非華

語學生訂立「階段學習目標」，大部份即使本地土生土長的非華語學生經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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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的主流教育制度後，中文亦只有小一、二程度的局面；亦有非華語同學曾

表示升到中學後所學習到的中文比小學的還要淺。 

本會不接受教育局以「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的不同起步點和能力」的理由，拒

絕為非華語學生設立階段性學習目標。以華裔學生為例，即使英文並不是華語

學生的母語，在英語學習的進程中亦有不同的起步點和能力，可是在同一級別

的課堂中，學生所學習的英文課程亦不會大相逕庭；對於英文能力稍遜的學生，

老師會以不同的協助（如補課、課後輔導等）期望提高學生的成績，其他科目

（如數學、通識等）亦然；而並非像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般，一發現學生中文

能力弱就把學生調去淺易課程。 

事實上，曾有新來港的非華語學生只用一至兩年的時間學習中文，亦能在其他

中文資歷考試 (GCSE) 中取得 A* 的成績，這反映了在香港教育制度下長大，

由幼稚園開始十五年的教育制度下亦只被教授至 GCSE 中文水平的本地非華語

學生的情況實屬不平等及不能接受。 

教育局應以不同措施支援不同背景的非華語學生：為本地土生土長的非華語學

生設定劃一的階段性學習目標，清晰地為老師提供從第二語言學生角度出發的

學習領域課程指引，詳述在港生長的少數族裔學生，也有能力應在各級達至怎

樣的中文水平； 

教育局亦應強化現時為新來港學生所設立的全日制「啟動課程」，包括加強對

新來港非華語學童宣傳，並考慮把其設為新來港非華語學童必修課程，以確保

學童有基本及足夠的語言能力入讀主流學校。 

3. 教育局應就非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中文學習發展有系統的教材，以協

助學生有目標地銜接主流中文課堂。 

教育局早前委託了一所高等院校與小學協作， 按「學習架構」的第二階和第

三階發展共八冊相關「課本」。教育局亦正委託一所高等院校發展一套初小級

非華語學生適用的教材。教育局應解釋現時不同院校就「學習架構」所發展的

教材是否有連貫性。 

現時實施「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學校中，主要依賴老師設計校

本課程及教學材料以教授非華語學生。可在修讀教育文憑的課程中，亦未有提

及如何有效教授中文予「母語非中文」的學生，因此只依賴老師設計校本課程

或調適中文課程並不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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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局應公開就「學習架構」評估制定的研究框架、並預計評估報告完成日期。 

教育局指局方每隔三年便會檢視「學習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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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關方法卻缺乏透明度及令人

質疑當中的準確性1。教育局雖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為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

支援措施制訂評估研究框架的顧問服務（審核 2016-17 年度開支預算，答覆編

號 EDB347），並於 2014 年 9 月完成制訂研究框架，可是到現在仍未公開檢討

框架的內容，令公眾無從得知檢討的詳情。就此，教育局應公開為非華語學生

習中文的支援措施制訂評估研究框架以確保檢討的公正及正當性。另外「學習

架構」自 2014/15 學年起實施至今已第四年，教育局應公佈預計完成「學習架

構」檢討報告的確實日期。 

5. 教育局應加強「學習架構」和額外撥款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融樂會剛公佈的《「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額外撥款的問責性之研

究》發現有關「學習架構」及撥款欠缺問責性和透明度，各持分者和公眾難以

監察其落實的過程和成效。教育局應檢視監督機制，並確保學校把獨立的中英

文撥款計劃書和報告上載至學校網頁供公眾閱覽，而且當中需包括額外撥款所

資助的非華語學生支援措施的資料，及根據教育局的評估工具或校本評核匯報

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表現，以加強額外撥款的透明度和助公眾評估額外撥款

的成效。 

6. 教育局加強其在《學校概覽》的監督角色，以確保家長獲取足夠學校資訊，並

在選校時作出知情的選擇。 

融樂會歡迎教育局與業界探討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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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支援」一欄內以劃一形式，指

出學校為錄取的非華語學生提供額外支援。本會上月公佈的《學校概覽能否為

少數族裔選校提供足夠資訊之調查》顯示，即使獲得教育局為協助非華語學生

的中文學習的額外撥款，不少學校亦未有披露針對非華語學生的學習支援措施

等的相關資料；中文和英文版本的學校概覽內容亦有差異之處。因此本會認為

除了在學校概覽內加入「給予非華語學生和家長的支援」一欄，教育局應同時

加強其在為學校概覽收集學校資訊時的監管角色，並檢視有獲取額外資助或已

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是否已在其概覽內列出相關支援措施。 

                                                           
1 例如教育局在立法會 CB(4)1165/16-17(01)號文件中第 31 段指出，「絕大部分（超過九成）非華語學生的家長表

示他們了解學校為其子女提供的中文學習支援， 並指出他們已通過不同的途徑（ 包括與教師溝通）， 從學校獲

取有關資訊」，這與立法會聽證會上的非華語家長所分享、及前線服務少數族裔的社福機構與非華語家長接觸的

經驗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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