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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幼小階段第二語言學習者之語言教育政策比較研究 
 

研究撮要 

公平教育不僅僅是均等的教育。雖然每個兒童，不分種族都應享免費教育權利。然而，

他們卻可能受限於一個均等卻未必公平的教育策略、模式和措施。香港的公營教育     

正是一例。華裔學生和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水平差異是不公平教育體系的結果。許多

公營學校使用粵語作為教學語言，但卻未有為母語不是中文的少數族裔學生提供足夠

的支援。由於欠缺第二語言政策，大多數少數族裔學生在十二年中小學教育後，中文

水平僅與主流小學二年級相若，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在教育上真正發揮潛能。本研究的

目的旨在檢視三個國家的語言教育政策，整理當中值得借鑒之處，為本港語言教育政

策提供建議，讓少數族裔兒童儘早掌握中文。 

1. 研究目的 

1.1 探索三地幼兒語言教育政策，包括加拿大安大略省、芬蘭和德國。 

1.2 分析以上三個國家語言教育政策和程序的共通點，及其如何幫助第二語言學習者     

達到所有學生應有的預期學習成果。 

1.3 借鑒以上三國的經驗，提出第二語言教學的語言教育政策建議。 

2. 語言教育政策和程序的共通點 

2.1 立法 

研究中的三個國家都有教育及相關的法例，確保每個人能以該國家的語言充分地參與

社會，並協助他們克服和消除相關教育上的歧視。 

2.2 政策與策略 

研究中的三個國家都制定了發展、落實幼兒第二語言的計劃支援的相關政策和程序。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為幼兒至十二年級的英語學習者制定了實用指南和課程資

源指南，以協助全省所有英語學習者參與學習，使他們獲得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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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才能，實現個人成功，及參與社會，為社會作出貢獻 (MOE, 2007)。芬蘭和德國

參考了歐盟委員會的《幼兒教育和保育質量框架》Quality Framework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以及《 2016 年第三國公民融入行動計劃》2016 Action Plan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ird-country nationals，確保有移民背景的兒童儘早融入主流教育結構，

以避免他們在學校無法追上進度和被社會排斥。在芬蘭，聯邦政府學前移民兒童政策

的目標是保障學前教育公平發展及有劃一的教學指導，以保證所有兒童都有平等的就

學先決條件。 

2.3 接待與迎新 

迎新程序對於歡迎第二語言學習者及其家庭尤其重要。在安大略省，區域教育局

(district school boards) 必需制定包容和非歧視的迎新程序。芬蘭則有規定學校需讓家長

了解教育情況並讓他們積極參與其中，例如為家長提供培訓，讓他們了解課程，以便

他們能夠更好地指導和支援他們的幼童。在德國，聯邦政府的早期語言學習計劃《因

為語言是世界的鑰匙》Early-Years Language Learning: Because Language is the Key to the 

World 支援日託中心和幼稚園學生的語言發展。在巴伐利亞 Bavaria，學校會邀請家長

和子女一同參加學前語言促進計劃，讓家長了解教學法並在家中提供支援。與安大略

省和芬蘭一樣，巴伐利亞的學校亦會定期讓父母了解子女的語言發展情況。 

2.4 評估和編班 

幼稚園教師應具文化敏感度。評估工具，口語溝通技巧、閱讀理解和寫作的策略應符

合學童的語言和特性。在安大略省，英語能力不會影響年級安排，編班安排的最終決

定是經過學生、教職員和家長三方協商。在芬蘭，《國家幼兒教育及照顧核心課程》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規定，在學生閱讀和寫作

能力不足以參加基礎教育的情況下，幼稚園應採取適當的支援措施，讓習得鞏固語言

能力，並使其進步。在德國，學生達到小學年齡時應預期能以德語交談、以德語聆聽

和閱讀故事。德語未達水準的學生必須在註冊和入學間的幾個月內繼續參加當地幼稚

園或小學的語言促進小組。有移民背景的幼童通常可以在六個月到兩年內融入主流教

育。除了評估學生的教學語言水平和先前的學習，芬蘭是研究中唯一的國家評估學生

的社交和情緒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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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課程設置 

在安大略省，區域教育局必需發展課程及服務，使英語學習者能夠在學習英語的同時

繼續接受教育，持續回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在芬蘭，《國家學前教育核心課程》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Pre-Primary Education 為移民背景兒童發展芬蘭語或瑞典語，

定立了學前課程標準和教學模式（Holm 和 Londen 2010），讓移民背景學生儘早融入

教育。在德國，移民背景兒童的學前預備班課程旨在提高他們的德語水平，因為僅得

小學提供「德語作為第二語言」課程，大多數省份的中學都使用德語作為教學語言。 

2.6 監測、評估和報告 

在安大略省，每個學年至少總結一次關於每個英語學習者的英語習得水平的相關資料，

並收錄在安大略省學生記錄中，以追踪學生的進展、監察學業，向公共問責。 安大略

省教育部並會使用這些資料為省內英語學習者設定基準。 在芬蘭，《幼兒教育和及照

顧法》Act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規定了視學、監測、評估和數據收集的

細節，並為教師提供支援，例如發展專門為移民背景兒童的語言知識和技能、表現和

進展的持續評估工具。 

3. 討論 

3.1 為少數族裔家長的簡介會 

香港教育局自 2017/18 學年起，每年與非政府機構合作舉辦約六至七場簡介會，向家

長介紹幼稚園（K1）的入學安排。這些簡介會以英語進行，並提供烏爾都語、印度語

和尼泊爾語的即時傳譯，以告知家長幼稚園申請和入學程序。但總參與率通常低於所

有 K1 非華語學生的 2.5%。然而，諸如對幼稚園的期望以及幼稚園如何支援少數族裔兒

童等資訊則只以小冊子和視頻方式提供。根據香港融樂會 2019 年《少數族裔家長對

「幼稚園教育計劃」的支援措施意見調查》的研究，73% 受訪家長沒注意到教育局或

平等機會委員會就非華語學童支援措施發出的幼稚園單張（Unison, 2019 ）。小冊子和

短片並不如面對面的簡報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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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20/21 學年起，教育局為非華語學生家長提供一系列家長教育計劃，包括家長教

育講座暨展覽及社區活動，旨在協助他們支援子女的學習，鼓勵子女掌握中文，並使

他們能夠更全面地了解多階進出的升學途徑。該計劃的有效性仍有待觀察。 

3.2 早期沉浸及學前準備 

香港教育局 (EDB, 2017) 在《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指出，「非華語幼兒的母語不是中

文，在入學前，他們較少甚或沒有機會接觸，學習中文的『起步點』與華語幼兒並不

相同」。然而，政府並沒有籌辦非華語兒童學前中文學習項目；而每所獲得非華語資

助的幼稚園實際上也不一定提供中文學習支援。事實上，審計署署長的報告 (Director 

of Audit, 2021) 發現，在 2018/19 年度，有 3% 的幼稚園用不到資助額的一半，15% 的幼

稚園則用不到資助額     的 70%。報告敦促教育局應提高督導訪問的及時性，以監察幼

稚園使用津貼的情況。 

教育局為新來港的兒童在入讀主流中小學前設立為期六個月的全日制「啟動課程」，

於每年九月和三月舉辦。該課程包括學術和非學術元素，例如英語和中文、學習技巧、

個人發展、社會適應、體育、藝術等，旨在幫助兒童融入本地教育體系和及社會環境。

「適應課程」是一項由教育局資助，非政府機構主辦的六十小時課程、為年齡介乎六

歲至十八歲，來港定居不足一年或在本地學校接受教育不足一年的非華語兒童報讀。 

課程內容包括個人成長、社會適應、基本學習技巧和中文學習。教育局亦為升讀小一

至小四的少數族裔學生提供為期四個星期的「暑期銜接課程」學習中文。但據審計署

報告，參與率從 2013 年到 2019 年持續下降。更可惜的是，教育局一直以來都沒有評

估上述項目的參加者之中文水平，及其是否能順利在主流學校以中文學習。 

3.3 數據收集和報告 

一項幼稚園民意調查（Unison, 2019）顯示，22%的受訪家長不了解子女在校學習的中

文程度，16.8%的家長無法曉得子女的中文能力。超過半數的家長表示，他們沒有信心

讓子女入讀主流小學，因為他們覺得子女的中文能力不足以讓他們順利銜接到主流小

學。這情況並不理想，因為事實上，幼稚園須在學年結束時（截至八月）就有關非華

語資助的運用和支援措施，向教育局呈交年度學校報告，總結實施情況及評估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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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幼稚園應加強家校溝通。有效的家校溝通不僅能幫助子女早日適應和融入學

校生活，還能增進家長對學校課程的了解。 

3.4 少數族裔語言教育政策的目標 

香港的語言教育政策是「兩文三語」。但小學的中國語文科教學語言沒有明確的政策，

大多數學校也沒有統一的方法或途徑來實施三語教育（Wang and Kirkpatrick, 2015）。

使用普通話教中國語文科 (普教中)是學校的決定。小學可在不同年級使用普教中。但

許多學校忽視了少數族裔學童的學習需要，用普教中之餘，其他科目用粵語教授，有

時侯令少數族裔學生無所適從。 

現時並沒有針對母語不是中文的少數族裔學生的語言教育政策。《幼稚園教育課程指

引》和《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EDB, 2014）（下稱「學習架構」）中的

非華語兒童中文學習部分可能是僅有的相關文件。學習架構旨在幫助非華語學生解決

學習中文的困難，以期促進非華語學生儘早銜接主流課堂。但現實中，大多數少數族

裔學生的中文能力並未能讓他們銜接至主流中文課堂，甚至在入讀中學後倒退。儘管

在香港接受了 12 年的中小學教育，大部分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只達 GCSE 中文或 IGCSE 

中文的程度，這僅相當於主流的小學二年班的水平。 

3.5 跨業協作及支援 

語言習得規劃是多方面的，涉及從心理到社會的一系列問題（Siiner et al., 2018）。然

而，香港對少數族裔學生沒有特別的社會心理支援。現時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與教

並非基於尊重人權及社會公義。許多學校和老師甚至將其視為一種負擔。從香港融樂

會的經驗，學校社工似乎還未意識到少數族裔學生的社會心理需要。 

3.6 教師專業發展 

香港教師無需具備相關專業資格即可教授少數族裔中文。教育局沒有為幼稚園、中小

學和特殊學校訂定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培訓要求。根據審計署署長報

告書 （2021），由 2014/15 至 2019/20 學年期間，全港共有 13,794 名教師在 988 間中

小學和特殊學校教授中文科。當中有 252 間學校（其中 157 間學校取錄了 230 多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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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生），共計 9,986 名教師並沒有參加由教育局提供的培訓。其餘曾參加培訓的教

師的受訓時數則普遍偏低，約 46% 的受訓時數僅得 5 小時或以下。 

教育局提供專業發展計劃，並委託本地大學為教授少數族裔學生的老師舉辦教師工作

坊。然而，這些培訓課程被認為過於理論化，大多數授課教師沒有教授少數族裔的經

驗，因此不了解教學的實際需求。而當中大部分課程僅限於支援教師教授中文科，亦

被批評無法有效提升教學學質素。（Oxfam et al., 2020）。 

教育局自 2014/15 學年推出「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以鼓勵教

師修讀有系統的兼讀制課程，以提升其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所需的教學知識及技

巧，並了解華語及非華語學生在文化上的差異，更好地裝備自己。但《政府對非華語

學生的支援》主動調查報告（Office of the Ombudsman, 2019）指出，該計劃並不受歡

迎。 2014/15 至 2017/18 四個學年，只有 68 名中國語文科教師獲批資助，其中只有 24

人完成課程。 

4.  政策建議 

從研究加拿大安大略省、芬蘭和德國的語言教育法例和政策，我們意識到包容和尊重

多樣性是公平教育體系的必要條件。為提升少數族裔的教育質素和公平性，政府應考

慮借鑒其他國家的的經驗，發展第二語言教育政策，包括以下建議： 

4.1 為少數族裔家庭規劃 

教育局應要求學校向少數族裔家長介紹幼稚園和小學的教育內容。一般如評估、報告、

工課政策、如何在家支援學習等。必要時提供即時傳譯。由於中文學習是家長的主要

關注點，因此學校應詳細解釋支援措施，以便他們能夠選擇為子女最合適的學校。 

4.2 預備班 

研究發現（Koehler, 2017），與一開始就完全沉浸主流教育相比，預備班可為教學語言

的學習提供更多的時間和空間。教育局應考慮將「啟動課程」擴展至學前兒童，並要

求幼稚園為中文水平低的少數族裔兒童開設預備班。教育局可藉鑑德國的早期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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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計劃支援日託中心和幼稚園發展學前語言班，讓員工接受在職培訓，通過遊戲進行

語言刺激和識字教育。 

4.3 迎新程序和接待 

迎新程序能幫助少數族裔兒童適應新的學校環境，令他們在學習中取得良好進展。每

個學生都應感覺愉快及被照顧和重視。教師和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中文教師都應該與

家長見面。如果家長不能用中文或英文溝通，學校應考慮是否需要翻譯員。在註冊和

迎新過程中，教育局應鼓勵學校更有效地利用社區資源以協助學校。 

4.4 家庭和社區參與 

尤其是在幼兒教育，家庭和社區參與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二語言教育政策應確保學校

採取適當措施，讓少數族裔家長了解課程、子女的進步，尤其是中文能力，以便他們

能夠在校外提供指導和支援。教育局可以參考芬蘭的家長培訓計劃，以提高他們的育

兒技巧。少數族裔事務督導委員會應協調跨業合作，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圖書館、

文化和宗教團體等實施家長培訓計劃。 

為了讓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教育局應鼓勵學校制定家校合作計劃，例如邀請華裔和數

族裔家長到校做義工，並參與課堂和家長分享會，為子女們樹立積極的榜樣，鞏固家

庭和學校之間的聯繫。 

4.5 初步評估和數據收集 

初步評估和數據收集對於了解兒童的學習至關重要。因此，教育局應要求幼稚園和小

學時收集諸如母語、原區地、出生地、在香港的年數、宗教、經濟狀況以及先前的學

習或參加過的課程等資訊。這些資訊有助於編班，讓老師因認學生的學習需提供適當

的支援。 

4.6 課程 

第二語言學習必須具長期目標和課程連續性。教育局應明確少數族裔在幼稚園和小學

的中文學習階段性目標和能力水平，以便學校、家長、督學和教育政策制定者能客觀

地判斷教學質素，促進調整及優化課程和支援措援，完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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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沒有達到預期能力的學童，應提供增潤班和輔導班，以促進他們掌握及熟練中文。

如果他們在其他用中文教授的科目也落後，亦應提供輔導班。 

4.7 持續評估及和向家長報告 

為了更了解少數族裔學童在其發展階段的中文程度，教育局應制定衡量標準，以跟踪

他們的中文聽説讀寫能力。 

學校應定期向家長解釋評估做法、學習期望及子女的進步。同時也應鼓勵和歡迎家長

積極參與討論評估結果和課程安排。 

4.8 教師培訓和專業發展 

教師在提升學習和學生成績方面是很重要。但只是滿足標準的教學已不再足夠；文化

敏感亦應提高。老師如何使用適當的教材和策略來促進少數族裔的成就應有專業的準

備。有第二語言職前或在職培訓的教師應獲得專業認可。 

4.9 社會和情感需求 

如果不支援學生的社交和情感需求，就無法充分發揮學生的發展和潛力（Krachman et 

al., 2018），尤其是來自移民背景的學生，他們可能面對額外的挑戰，例如文化障礙、

校園遇到的困難、隔離、敵意和欺凌。校內社工應積極支援少數族裔學童的個人、社

會和情感發展。學校社工在少數族裔學生中的角色和責任需予清晰界定，並向他們提

供文化意識、敏感度和應對能力培訓。 

4.10 資源分配 

分配資源支持少數族裔教育應被視為投資，因為他們也是香港的未來。 政府應審查當

前的資助模式和資助金額，以確定是否足以實施支援措施。 資源應為成果導向，並用

於促進學習。 

4.11 政策監測 

語言教育政策的評估能為監測教育系統的公平性提供重要的資訊。 因此，必須制定嚴

格的監測和評估框架，以向公眾問責，提高政策效率，並促進學習，優化少數族裔兒

童中文習得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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