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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兒童的教育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2011 年 12 月 12 日  

 

–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意見書  –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位議員講述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對少數族裔

兒童的教育的一些新見解。就平機會所關注的課題，在此文件而言，少數

族裔大致是指居於香港、來自低收入家庭，未能選擇入讀國際學校的南亞

裔人士，主要是菲律賓人、印尼人、尼泊爾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

加拉人、泰國人、斯里蘭卡人、越南人等。 

 

背景 

 

2. 教育對兒童的未來至為重要。平等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讓兒童能

在教育體制下平等競爭，日後在就業市場上亦然。平機會認同教育是充權

的有效方法，也是每個人的個人、社交和事業發展不可或缺的。平機會關

注到這些南亞裔兒童在主流教育體系中的高失敗率，於 2010 年 7 月成立

了少數族裔教育工作小組，專責處理這事宜。 

 

3. 工作小組會見了不同的持份者，包括：校長與教師、少數族裔家長

與學生，和服務少數族裔群體的非政府組織，以確定他們對此事的關注和

意見。雖然不同持份者可能由於本身的個人經歷和觀點而意見不同，但他

們都共同關注到在學習中文上最為氣餒。他們大多認為，雖然當局已提供

語文及其他支援計劃，但成果卻令人失望，支援措施的成效既缺乏中央監

察，也沒有質素保證。結果大量少數族裔學生在主流課程的中文科不及格，

尤甚的是由於他們中文科成績低落，拖累整體成績，以致中途放棄學業，

導致他們不能攀越升學階梯。 

 

4. 經過近一年的工作後，工作小組得出多項建議，載於 2011 年 7 月

出版的報告(已附上複本)。報告引起公眾注意，激發持份者以至公眾熱烈

討論。然而，教育局的反應卻令人失望，沒有確認少數族裔學生面對的問

題，對報告建議的回應也是模糊及缺乏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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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建議 

 

5. 雖然一次過落實所有建議未必切實可行，平機會及持份者認為，加

強學前/初小語文支援、制定另一中文課程/資格評估、和收集相關資料以

制定政策和改善支援措施的建議，應該放在首位。 

 

學前/初小級的語文支援 

 

6. 教育學家及語言學家一致認同，學生在年幼時學習外語較為容易。

在推出幼稚園學劵計劃下，有越來越多少數族裔兒童報讀主要以中文為授

課語言的主流課程幼稚園。平機會在報告內提出建議，政府應承諾為學前

少數族裔兒童提供中文支援計劃，以協助他們打好語文基礎學習中文，減

輕他們融入主流小學所遇到的語言困難。值得一提的是，一個慈善機構:

利希慎基金會已撥款進行一項試驗性計劃，聘請香港教育學院的學生和退

休教師，為約 30 間幼稚園和小學(初小級)的少數族裔兒童提供中文支援。

此計劃的兒童無疑因及早得到語文支援而受惠。平機會強烈要求政府從中

汲取經驗，認真考慮在學前級為少數族裔兒童提供有系統的語文支援計

劃。 

 

7. 除了語文支援外，若主流幼稚園內有通曉少數族裔語言又熟識其文

化的少數族裔幼稚園教師將會有幫助，他們能協助少數族裔兒童更易適應

和融入。少數族裔教師又可協助幼稚園/學校與不諳中英文的家長的溝通。

在這方面，政府應參考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大學聯招)，與各師資訓練院校

研究，提供較具彈性的中文收生標準，以取錄較多少數族裔學生，培訓他

們成為幼稚園教師。 

 

另設中文課程和認可資格 

 

8. 社會人士普遍同意，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中文科程度與主流

中文課程/資格的差距巨大。取得 GCSE 中文科資格的離校生很難達到職業

訓練的要求。儘管 2008/09 年度起本地大學已運用酌情權接納 GCSE 作為

另一中文要求，從而透過大學聯招招收少數族裔申請者，但少數族裔學生

取得大學學位的百分比率並無顯著上升。原因可能是大學極少運用酌情權，

又或少數族裔學生受中文科程度影響，以致其他科目的表現也未如理想，

窒礙他們升學。至今為止，放寬中文程度的收生要求，未必是提升少數族

裔學生求學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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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平機會倡議採取較為務實的辦法：制定一個專用的中文能力課程及

測試系統，定出不同階段教授的各級課程；評估方法和認可性。這個另設

的課程綱要/學術課程與教育局斷言拒絕的「二等」資格不同，中文能力課

程及測試系統旨在提供另一個語文資格供升學之用，亦可作為不同行業及

工作類別所要求的語文能力基準。可以國際英語測驗系統(IELTS)為參考。

課程方面可根據國家漢語水平考試委員會主辦的「漢語水平測試」作出調

適。此舉提供了一套具體及可達到的資歷，較現時教育政策下，不是要求

太高而令大多數人無法達標，就是要求太低以至資格未獲承認的情況較為

實際。它亦可提供不同水平的認可，以切合來自不同語文背景、各有不同

能力的少數族裔學生的不同需要。 

 

資料收集 

 

10. 在跟進報告的過程中，平機會設法收集有關少數族裔學生升學的統

計數字和資料，特別是他們就讀大專院校的情況。令我們很失望的是，大

專院校之間並無統一和有系統的機制收集學生的族裔、他們接受中學教育

的模式、常用主要語言等資料。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提供了有關就讀政府

資助課程的學生資料，但只是按「本地/非本地學生或華語/非華語學生」

等分類。平機會進一步向大專院查詢時，發現各院校收集學生資料時，對

「族裔」一項的詮釋差異甚大，當中包括「國籍」、「本源地」、「出生地」

和「在家說的語言」等。除了大專院校外，並無關於中小學各級少數族裔

學生離校率的準確統計數字和資料，只可憑不同年級/年齡組別按「族裔」

(定義尚不清晰)劃分的學生人口統計數字來推測。現有最新的資料已是

2006 年的中期人口統計，極之過時。 

 

11. 在缺乏有系統、按方法及統一機制下收集的準確數據和資料的情況

下，決策者如何得知問題的圍範和嚴重性，如何能制定有效政策和改善措

施，實在令人成疑。在這方面，政府應制定有效的數據收集系統，以收集

相關資料。報告又建議政府應進行全面的長期研究，追蹤少數族裔學生的

學業和社交發展，識別出政策不足之處和服務缺失，以便設計更為適切和

有效的支援措施。 

 

未來路向 

 

12. 教育是一項重要承擔。對很多少數族裔家庭而言，子女獲得優質及

高等教育，是他們日後脫貧的唯一指望。平機會準備與政府合作，提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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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族裔學生接受優質教育的平等機會。正如少數族裔社群及其他持份者一

樣，我們熱切等候教育局對上述指出的問題及報告書內的建議作出正面和

實質的回應。 

 

 

 

平等機會委員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