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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香港 2000年推行之教育改革，其核心元素就是強調學生的主體性，確立教

育制度「無輸家」的大原則──並「希望通過教育改革，能夠確保每個人都達到

基本水平」，當中包括以非華語為母語的少數族裔學生。政府提出相應的教育政

策，如推出中文的補充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及應用學習中文等，可見政府介

入這問題時，將「族裔少數」變成了「語言少數」。 

 

雖然政府政策積極，但成效卻不顯著。少數族裔入讀大學的比率持續偏低，

在 2016/17學年, 共有 17,891名學生升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所資助的本科一

年級，當中只有 265人為非華語學生，約 1.4%，遠比華語學生比例為低。 

 

為更了解非華語學生於中小學的學習狀況，香港政策研究所參與平等機會委

員會的平等機會研究項目資助計劃，以探討學生能否應付非語文科目，即常識、

數學等的中文讀寫。是次研究利用了市面上的教科書，及全港性系統評估考卷設

計問卷，涉及科目包括數學、常識科、綜合人文/通識、綜合科學、歷史、中國

歷史及音樂科。是次問卷調查以便利抽樣的方法進行，於 2018 年初向全港 537

間小學及 473間中學發出邀請，收到來自 10間小學和 7間中學，約共 200名（101

名高小及 96名初中）非華語學生的問卷。 

 

調查結果 

 
總結性評量顯示，學生在非語文科的中文讀寫能力，平均得分只有總分的

30分。小學調查之中，在數學、常識、體育及音樂/視覺藝術科的字詞與課文理

解題上，只有百分之 23至 27屬正確，約為 25分；而科目內中、英用語對譯只

有百分之 20至 24屬正確，約為 22分。中學調查之中，在非語文科的閱讀及關

鍵詞彙理解題上，只有 30分；學生閱讀非語文科目文本時能力偏弱，接近三成

的文字，他們表示不明白當中的意思 (32%)。 

 

調查結果亦顯示，超過六成的受訪非華語學生認為自己未能有效地應對非語

文科目的課業 (小學生：60%；中學生：72%)。同時，超過六成的受訪學生表示

自己未能清晰了解以中文授課的非語文科目課堂內容（小學生：61%；中學生：

77%)，並對跟上課程感到吃力 (小學生：63%；中學生：76%)。 

 

在調查中，表示考慮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和中等教育普通證書 

(GCSE)中文的各佔大約四成（HKDSE：39%；GCSE：38％）。根據融樂會資料顯示，

GCSE中文程度只有小學二至三年級程度，對於選擇 GCSE的非華語學生來說，小

學或中學的非語文科目教材及課本或已超過他們的中文學習目標。 

 

總結 

 
是次研究結果反映，少數族裔非語文科目問題的成因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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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指引修訂只局限於中文科支援 

 

教育局所修訂的課程指引和學習架構旨在為非華語學生以及教師提供中文科學

習的策略和原則。雖然這可提高非華語學生中文的聽、說、讀、寫四方面能力，

但這個提升未能惠及或延伸至其他以中文教學的科目上。是次調查的評估部分發

現，學生在非語文科的題目上，使用中文讀、寫能力的總結性評量成績頗為遜色。 

 

2. 非語文科教師欠缺支援配套 

 

是次調查亦反映了非語文科老師未有針對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雖然受訪小學

生對其學校的教學質素普遍感到滿意(72%學生滿意學校提供的中文學習教材； 

89%學生滿意非語文科目教師的語言能力；64%學生認為教師清楚了解非華語學生

在語言方面的學習障礙)，但是約七成受訪中學生不滿意學校提供的中文學習教

材 (74%)，約八成受訪中學生認為教師並不清楚了解非華語學生在語言方面的學

習障礙（80%)。事實上，現時針對教授非華語學生的教師專業發展，只有給予中

國語文科教師有關的支援。 

 

3. 升中銜接的非華語挑戰 

 

調查亦顯示，中學生不論在非語文科課程學習成效和態度方面均遜色於小學生。

中學生在應付非語文科課業的能力、對教材的滿意程度等方面百分比亦較小學生

低。是次調查發現，不論是使用中文或英文與朋輩交流，非華語學生均會感到困

難，而情況於中學方面更為嚴重。 

 

4. 校外及社區支援的盲點 

 

最後，校外的支援亦未能有效解決非華語學生在非語文科目的學習需要。雖然坊

間有不少機構向非華語學生提供協助，但主要傾向改善他們的中文能力，而忽略

了非語文科目的學習需要。研究發現，超過八成學生認為自己需要額外的非語文

科補習，但只有少於兩成學生表示有參加這些補習。 

 

事實上，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以往對非華語學生的支援過於側重語文教育。對

於學童來說，香港的多元課程發展要求他們能夠靈活運用所學詞彙，表達自己所

學；不同科目更需要不同技巧，存有不同的語文困難。對於非語文科而言，加強

中文科學習未能充份地應對課程要求。 

 

建議 

 
是次研究冀望透過調查非華語學生在非語文科的學習情況以反映他們的學

習需要，現時的教育政策大多以協助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和英文為首要或唯一

的目標，非語文科的支援著實有待加強。通過是次研究，研究團隊希望當局以及

向少數族裔學生提供服務的持分者及後能夠多加考慮學生在非語文科的學習需

要，讓他們能夠真正共融於香港的教育制度。 

 



4 
 

就此，研究團隊有以下建議：  

 

1. 針對少數族裔學生而設計非語文科課程指引或補充，並以學習非語文科目為

本作出全面支援； 

 

2. 増設非語文科教師相關培訓或放寬修讀相關課程資格，向非語文科老師提供

足夠資源，讓他們儘快掌握少數族裔學生的學習能力，對症下藥； 

 

3. 提供少數族裔學生小中學銜接的支援，並不限於中文科的支援；更要為少數

族裔學生提供升中輔導，以幫助他們儘快適應新環境及改善人際關係； 

 

4. 鼓勵校外機構除了提供中文功課輔導班外，增設非語文科目輔導班，幫助少

數族裔學生掌握非語文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