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香港教育經費支出與發達地區比較 #

國家/地區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丹麥 7.8% 7.8% 7.5%
芬蘭 － － 6.3%
新西蘭 6% － 6.1%
法國 5.6% 5.6% 5.8%
美國 5.5% 5.5% 5.3%
英國 5.5% 5.4% 5.3%
加拿大 4.9% 4.8% 4.8%
澳洲 4.5% 4% 4.5%
德國 4.5% － 4.5%
韓國 4.2% 4.8% 4.9%
香港 3.52% 3.33% 4.48%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2）
註：#「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教育支出佔GDP比例為5.4%。

■早前有關注組發起「守護聖士提反，向轉直資說不」活動。 資料圖片

■■近年直資學校受到家長追捧近年直資學校受到家長追捧。。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施政報告》鼓勵從教育、就業和全人發展3方面培
育青少年。圖為特首梁振英出席施政報告青年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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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

升學權利 直接資助計劃推行已廿多年，

當中加入此計劃的學校有：傳統

愛國學校、買位私校、津補學校和新開辦學校等，此計

劃可謂推動香港教育的多元發展，讓家長有更多選擇。

然而，2010年的審計報告帶來一定程度的「震撼」，

部分人士的「檢討論」更帶有直資學校「存廢」的潛台

詞。其焦點正是：直資學校欠缺嚴謹監管、拒清貧學子

於門外和窒礙窮苦學童往上流的機會等。社會貧富懸殊

日漸嚴重，以往標榜扶助基層學童的傳統名校轉制直

資，難免會被人批評其「忘本」；究其因，香港的教育

制度要走向公正、平等，關鍵在於學生會否因為經濟問

題而失去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優質教學資產是否繼續

被封閉和壟斷？

■莊達成 匯知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通識教育科

專業發展學會會員

傳統教師的責任是傳道、授業和解惑；然而，社會大環境的急劇轉變，教師的身
份和職責也作出相應轉變和調整，教師所肩負的工作、責任等也越來越重。教育始

終不是商品或交易，教育制度和政策或許可改變或重整，但學生的學習、成長卻不可從頭開始。香
港的教育經費開支應以學生、教師、學校共同推動優質教育的目標為依歸，讓各方都能透過教育而
有所得益。多元辦學、公平和平等的教育機會，應是香港不容挑戰的核心教育價值，也是香港可持
續發展的重要基石。

作者簡介
莊達成 曾任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曾任教高
補通識教育科，現任教高中和初中通識教育科。香港中
文大學教育學院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
編著《如何做好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一書。

｜結｜語｜

■責任編輯：吳欣欣 ■版面設計：吳景強A27 文匯教育通識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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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直接資助計劃簡介
背景：在1991年9月起推行的直接資助計劃（直資計劃），是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

第三號報告書的建議，及經行政局通過而設立。政府透過提供資助，鼓勵那些已達到相
當高教育水準的非官立中學加入直資計劃，以提高私校教育的素質。此外，直資學校亦
可自行釐訂課程、收費及入學要求。1999年3月，行政會議接納私立學校政策檢討報告
中的建議，讓資助小學在2000學年起可申請加入直資計劃，及在直資計劃內提供新增
的改善措施。同時，教育局已增加資源和支援，以促進優質直資學校的發展。

目標：協助私立學校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體系，在官津學校教育以外提供另類的優
質學校，使家長為兒女選擇學校時有更多選擇。 ■資料來源：教育局

資料B：2012至2013年度直資校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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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中一*/小一學費 直資中學數目 直資小學數目 總數（佔全港直資校比例#）

5,000港元或以下 17 0 17（21%）
5,001港元至10,000港元 10 2 12（15%）
10,001港元至20,000港元 10 8 18（22%）
20,001港元至30,000港元 12 7 19（23%）
30,001港元至40,000港元 7 2 9（11%）
40,001港元至50,000港元 2 1 3（3%）
50,000港元以上 3 1 4（5%）
總數 61 21 —

■資料來源：教育局
註：* 在中學裡，其中4所為高中書院，以全年中四學費計。

#全港共有73間直資學校，包括52間開辦中學課程，12間開辦小學課程，和9間
同時開辦中學及小學課程；表中將該9間學校的中學及小學學費分開計算。

資料C：「直接資助計劃」相關評論
傳統名校的大門本為所有學生而開，不論其貧富差距。但名校轉為直資學校後，雖
然說直資學校需撥出儲備用作推行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但助學金只佔學費收入的
10%，即使全部用盡，基層子弟的入學機會也會大幅減少。現行的直接資助計劃容許學
校可自行釐定課程、收費及入學要求，變相鼓勵更多有名的資助學校脫離公營教育體
系，進入高收費的直資計劃。
直資學校雖然在取錄學生方面享有較大彈性，但同時須按照其學校的傳統和教育目
標，就收生事宜制訂合理和專業的標準。直資學校接受公帑資助，須向公眾及持份者問
責，展示所提供的優質教育，是以學生的最佳利益為依歸。在制訂收生政策及標準時，
直資學校有責任適當地運用教育局賦予直資學校的彈性，以專業規範制訂收生準則，並
必須顧及學生全人發展的需要。 ■資料來源：本地各大報刊

a. 中小學的直接資助計劃可如何有助改善香港整體的教
育素質？解釋你的答案。

b. 有人說：「在香港，要達致學生全人發展的目標，應
優先考慮廢除考試制度。」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種說法？解釋你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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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先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教師「生活現況」調查摘錄
香港戒賭中心接獲的求助個案中，有七成是專

業人士，包括工程師、醫生、政府公務員、紀律
部隊、教師，平均欠債達600萬元，當中以教師佔
大多數。分析指出，不少求助者均以家庭、子女
或工作壓力大，作為自己繼續賭博的藉口，卻不
知道自己已沉迷。另外，香港女教師協會與香港
教育政策關注社的一項調查發現，教師的起薪點
雖然超過兩萬元，但四成受訪教師自認是「基
層人士」，近四分一沒有私人物業，只能租住
私人樓宇或居於公屋。不少現職教師直言不敢
退休、不敢結婚和不敢轉職。

■資料來源：本地各大報刊

資料B：教師「專業自主」相關評論
香港的教師，不是普通的僱員，而是具備專
業空間，可進行專業討論、自主決策、累積經
驗，讓學生得到最好的學習經歷。教師有較充
分的專業自主空間，但帶來的副作用卻是教師
的忙碌。社會大眾對教師的期望不止於課堂教
書，還要做班主任，兼顧課外活動，承擔行政

職務，甚至負擔許多臨時工作，如開放日、畢業
典禮、對外比賽等。近年，課程改革、集體備課
的興起、課外活動的增加、與家長和社會交往的
頻繁，教師身上增加許多非傳統的正規任務。這
些現象，都令教師未能享受悠長假期；反觀，現
時英國教師可享有長達6周的暑假。有教師團體建
議，教育局規定教師至少有連續28日暑假，而標
準工時則訂為每周40小時至48小時，確保教師團
隊的身心健康。 ■資料來源：本地各大報刊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全球化

a.參考資料，指出並解釋可導致香港教師壓力來源的兩個社會因素。

b. 你是否同意「在香港，家長、校友積極參與校政決策的現象已嚴
重削弱學校和教師的專業自主。」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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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

a. 描述及解釋資料A顯示香港教
育經費支出數字的一些趨勢。

b. 參考資料，你認為港府可透過
甚麼方式來擴闊香港青少年的國際視野？解
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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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平等 Educational Equity
人們不受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信仰、性別及地域

等限制，在法律上享有接受教育的同等機會和同等權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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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B：《施政報告》「培育下一代」摘錄
政府鼓勵多元卓越文化，從教育、就業和全人發展3方

面培育青少年，為全港不同能力、志向和教育水平的青年
人，提供多元化的學習、培訓和發展機會。青年人要養成
積極的人生觀和正面的社會意識，既關心香港和國家的發
展，也具備國際視野；既重視個人權利，也承擔對社會的
義務。
政府正積極探討將「國際青年交流計劃」擴闊到更多地

點。民政事務局亦和青年事務委員會合作，資助社區團體
安排青年到內地交流和實習，預計名額會由現時的9,600名
增至下年度的14,000名。香港/內地「工作假期計劃」實行
以來，深受青年人歡迎，至今已超過30,000名香港青年前
往多個國家，旅遊及短暫工作。政府會與更多國家商討簽
訂這計劃。 ■資料來源：《施政報告》（2014年度）

■■繁重教務令部分教師繁重教務令部分教師
疲於奔命疲於奔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直資名校的入學簡介會吸引大直資名校的入學簡介會吸引大
批家長和子女到場批家長和子女到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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