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紓緩壓力 小六減公開試
全港評估中一編班試間隔 3年只評估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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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中國商會主辦的首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昨日

在港開幕。為期兩天的年會以「全球資源重組與中國

海外投資戰略」為主題，聚焦國家「走出去」戰略，

探討香港在國家「走出去」戰略中的地位和功能。中

聯辦主任彭清華在開幕式宣讀了李克強副總理的重要

批示，進一步彰顯國家對香港的支持和關懷。香港特

區政府和企業界應緊抓機遇，積極探討如何盡快落實

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的戰略，創造互

利雙贏局面。

李副總理的重要批示說：「加快實施『走出去』戰

略，是『十二五』規劃提出的重大任務，是開創對外

開放新局面的要求。內地與香港企業攜手聯合『走出

去』，更可優勢互補，大有可為。希望廣大企業界人

士緊抓機遇，奮發進取，多方式多渠道走向世界市

場，在國際競爭中磨礪成長壯大，在相互合作中實現

互利共贏。」這一重要批示，是李副總理8月訪港時

宣佈的有關「挺港」措施的進一步闡述和深化。　

李副總理8月訪港帶來「挺港36招」，對本港應對金

融危機和全球衰退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並已顯現出成

效。進一步理解、把握和落實這些政策，香港在目前

巨大的外圍危機衝擊下就能夠化險為夷、化危為機、

渡過難關、戰勝逆境。「挺港36招」其中強調推動內

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鼓勵內地和香港企業

以聯合投資、聯合投標、聯合承攬項目等方式，共同

開拓國際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市場。這一政策措施的

戰略意義在於，可進一步釋放香港服務業的巨大潛

能，是兩地企業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

必然選擇，有利兩地企業更好地從全球獲取技術、市

場、戰略資源，拓展兩地企業的發展空間和國際競爭

力，共同增強兩地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後勁。

在國門初開、百廢待興之際，香港扮演了「引進來」

的極為重要和不可取代的角色，香港商界參與其中得

到巨大發展，同時亦令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

心的地位得以保持。隨 內地經濟飛速發展及進一步

開放，香港以往扮演的「引進來」的中介角色逐漸淡

化，必須從「引進來」為主轉變為配合國家實施「走

出去」戰略為主，以推動香港在更廣闊的空間裡進行

經濟結構調整，同時為香港引進更多內地和海外的人

流、物流、資金流和商務流，令香港成為國家「走出

去」戰略的最佳中介和橋樑，成為商賈輻輳、萬商雲

集的國際商業樞紐。

到目前為止，內地對外投資總額約65%是在香港及

通過香港向海外投資完成，香港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

平台。充分提升香港在國家「走出去」戰略中的功能

和地位，這是香港的需要，也是國家的需要，其中的

重大意義，將極大地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內涵，

使內地與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互補互利的優勢產生

質的飛躍。 (相關新聞刊A2版)

教育局昨宣佈，未來3年會隔年舉行小

六全港性系統評估，以及中一入學前學科

測驗，以減輕學生考試壓力。在新安排

下，小六學生只需要參加其中一個公開考

試。事實上，現行考核制度下，本港小六

生須接受頻密考試，對學生帶來沉重壓

力，甚至引發學生不堪重負而輕生的問

題，確實需要盡量減少考試，紓緩學生的

考試壓力。長遠而言，本港教育改革更應

注意與國際接軌，逐步取消小學升中考

試，將教學的重點由「應試教育」轉變為

學生素質的培養，促進愉快學習，有利學

生全面發展。

現時小六學生在六年級下半個學期內，

需先後面對學校呈分試、畢業試、全港性

系統評估（TSA）和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

等四個考試，令學生疲於應付。當中TSA

和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的結果，關乎學校

的成績水平及學生本人升中派位，更對學

校、老師、學生及家長造成巨大壓力。教

育局將兩試分開來考，但是仍留下尾巴，

學校依然會為學生操練兩個考試。目前在

「三三四」學制下，會考已與高考合併，

中學升讀大學也只需要考一次試，為何小

六生仍要面對頻密的考試，實在沒有道

理。教育局應該取消小六生不合理、不必

要的考試，真正為學生減負。

在追逐名校的思維驅使下，本港教育部

門、學校、家長都過分重視考試，令學生

陷於沒完沒了的補習、應試之中，學生因

不堪考試重負而輕生的事例屢見不鮮。前

日就有一名小五學生疑因學業問題跳樓。

賽馬會防止自殺中心資料更顯示，2005至

2009年間，每年有2至5名15歲以下的兒童

自殺身亡，即每一萬名該年齡組別的學

童，就有二至六人因而喪生，考試壓力太

大是導致學生輕生的重要誘因之一。

教育當局應該正視問題的嚴重性，現在

是加快本港考試制度的改革，為普羅學生

鬆綁的時候了。美國的小學生升讀中學不

必通過考試，而是按照學區進行劃分；英

國近年很多中學都願意調整入學程序與門

檻，讓更多學生進入就讀，有些學校索性

就不考試，而只審核學生的成績或看其面

試表現來決定。本港可以借鑒國際成熟的

辦學經驗，在中小學階段逐步改變應試教

育、精英教育的思維和操作模式，落實求

學不是求分數的理念。 (相關新聞刊A4版)

李副總理批示體現國家重視香港 縮減過多考試 紓緩學生壓力

學校自願考核 仍有學生「避不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考慮到目前小六

生考試壓力沉重，教育局昨公佈，未來3年只會隔

年舉行小六「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及「中一

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中一編班試），即明年和

2014年的TSA，及2013年的中一編班試會暫停，

由應屆起的小六生將會受惠。另教育局會成立小

組檢討TSA的題目、考核內容及實施安排等方面，

並進一步研究兩試是否合併。

在現行考核安排下，港生在小六下學期起，要先後參加呈
分試、畢業試、TSA及中一編班試，考試頻密，不少學生被
迫接受操練，以爭取佳績。教育局去年成立專責工作小組，
就有關情況進行檢討。教育局昨宣布，接納小組建議，即於
未來3年隔年舉行小六TSA及中一編班試，即2012年只舉行中
一編班試，翌年是TSA，2014年再進行中一編班試。

孫公：新安排無礙教育系統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表示，未來3年小六生只須參加其中1項

公開評估，以減輕考試頻次太密對學生構成的壓力。他又指
新安排不影響教育系統穩定。
回應學界質疑為何不索性取消小六TSA，以徹底為學生減

壓，教育局發言人指，TSA為學生基本能力評估的一部分，
目的是回饋教與學，可助學校統計基本能力達標的學生數
目，改善教學，故有必要保留，強調結果與中一派位無關，
並非公開試。另由於小六TSA舉行至今已有9年，教育局會另
設新的工作小組展開相關的檢視工作，從題目、考核內容、
報告功能、實施安排等各方面作進一步研究。

「停試年」學校可自決參與
至於中一編班試會否長遠保留，教育局發言人表示，該試

可助學校評估學生中、英、數3科的強弱項，讓校方可作相
應的拔尖補底措施，教育局亦會每兩年抽樣成績，作為中學
派位機制的調整工具。適逢2012年是中一編班試的抽樣年
度，故教育局才選擇舉行該試而暫停小六TSA，以減低影
響。
據了解，TSA及中一編班試就算在「停試年」，考評局仍會

向學校提供試題，讓學校可自決是否參與，並作校內評估。
教育局發言人透露，不少學校已表態無意安排學生應考「停
試年」的考試，不過發言人亦承認，部分學生仍有機會同時
面對兩試，但教育局不樂見學校有操練考試的文化，希望學
校可為學生提供發展的空間。

全港性系統評估：簡稱TSA，自2004年
開始實行，每年所有小三、小六及中三

的學生均須參與，以了解全港學生在中、英、數3科的
水平，這並不計算個別學生成績，僅用來評估學生整
體狀況，以供學校及教育局衡量教學政策的成效。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簡稱中一編班試或Pre

S1，是讓中學評估中一新生的中英數表現，以此分
班，並配合「拔尖保底」措施，教育局亦會每兩年抽
樣成績，作為中學派位機制的調整工具。另由於有關
中一編班試成績並不影響已入中學考生本人，但會影
響其所屬小學排名，變相「師兄師姐考試，其結果影
響師弟師妹」，故小學有誘因操練學生，以考好該試。

考試內容越來越深
學界關注重點：上述考試近年引來學界及家長很大

的反響，不少教學人員均感到學生在小六階段要同時
為以上考試作密集操練，導致壓力過大，老師的工作
負擔亦越見沉重。此外，也有人投訴TSA考試內容越
來越深，而中一編班試水平也超出小學範圍，令學生
和小學教師壓力倍增。學界不少團體均努力爭取取消
TSA或將兩試合併以減少考核，減低學生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忙應付兩試 教與學俱疲
小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TSA及中一編班試就算在「停試年」，
考評局仍會向學校提供試題，讓學校可
自決是否參與；有學校已率先表態，指
會「自願參加」考核。有學界人士及家
長批評當局容許學校有「自願」的選
擇，為小六學生面對過多考核的問題留
下尾巴，並擔心有小學為了盲目保持學
校的成績水平，依然會為學生操練兩個
考試，最終仍是無法為小六學生減輕考
試壓力。

有學校稱一定參加自願試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長鄭德富表

示，該校在沒有中一編班試的那年，一
定會參加自願考核機制，「因為我們始
終都要為學生分班」。教育評議會副主
席兼風采中學校長曹啟樂則表示，不會
額外參加中一編班試，主要是因為該校

已有自己的分班試系統。
曹啟樂坦言，當局容許學校「自願參

加」的做法很有問題，「就算學生只被
要求考TSA，中學也有可能要學生參加

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小學教師在不知
道學生將來會否被中學要求考該試的情
況下，最終仍可能會要求學生兩個試都
做好準備。」他期望教育局最後能將兩

試合併，又或者取消TSA，以真正減輕
學生壓力。

名校為保持成績照舊催谷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校

長蔡政鴻表示，擔心學界最後也會兩試
一同操練。九龍塘學校（小學部）校長
楊美娟表示，雖然新安排能紓緩學生及
教師壓力，但始終也希望兩個考試可合
併為一。至於會否安排學生參加「自願
考核」，楊美娟則指要看該校教師的意
見。
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劉李偲

嫣指，新安排「表面上是好事」，但認
為其力度很弱，相信一些名校為了保持
成績水平，最終都會為學生準備兩個考
試。她又表示，現時家長最關注3年後
會有甚麼措施，擔心有關政府官員換屆
後，又會改變有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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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現時的小六生，要為升中而面
對一系列的考試，經常被安排
接受不同的操練，可謂苦不堪
言。就讀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小六的朱愷穎和蘇樂軒昨得悉
可以免去一個公開試，大表高
興，他們坦言：「試過因備試
與家人或父母之間起衝突，如
果考少個試，可以減輕壓力
囉。」

操練兩試影響日常教學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設有全港

性系統評估統籌主任，專責處理
有關事宜的阮美霞表示，現時為
避免額外補課加重學生壓力，只
好在課堂抽空操練2個公開試，
但時間有限，最終影響日常教
學，令教師左右為難。

校長談鳳儀表示，現時小六
學生既要面對校內呈分試，又
要應付TSA和中一編班試，大批
學生、家長及老師均向她反
映，大量考試令他們承受很大
壓力。教育局的「梅花間竹」
安排是「有好過無」。她認為中
一編班試成績並不影響已入中
學考生本人，但會影響其所屬
小學排名，變相「師兄師姐考
試，其結果影響師弟師妹」，有
關安排很不合理，建議該試應
改變運作方式，「學生應學懂
為自己負責，自己考試，結果
應只影響自己一人。」，她亦支
持取消TSA，讓學校有更多時間
為學生作升中準備。

家長：望減輕女兒壓力
該校家長陳太表示，明年暫

停TSA，可減輕女兒壓力。其女
兒現就讀六年級，為應付將來
的中一面試，已報讀英語會
話、繪畫等不同課程，生活繁
忙，並因時間編排問題，而放
棄學習鋼琴。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校長鄭德富表示，一定會
參加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
的自願考核機制。

資料圖片

■曹啟樂指，考評局提供
自願參加的選擇，最終會
令學校為學生準備兩個考
試。

資料圖片

■劉李偲嫣指現時家長
最關注3年後會有甚麼措
施，擔心有關政府官員
換屆後，又會改變有關
政策。 資料圖片

■談鳳儀(左)希望取消「全港性系統評估」，同時改革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阮美霞(右)指，為平衡
考試與學生生活，常感左右為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朱愷穎(左)和蘇樂軒(右)同指，試過因備試與家人
或父母之間起衝突，明年「考少個試」，他們感減輕
壓力及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現時香港小6學生「一年多試」，
難關重重；學生、老師及家長都要
為考試花盡心機，壓力甚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陳太表示，女兒課後報讀英語
會話、繪畫等不同課程，並因繁
忙放棄鋼琴，而暫停「全港性系
統評估」則可減輕女兒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