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試指出羊群心理、考試主導、家長忙碌、補習學校宣傳等因素。

2. 同學可指出任何兩個國家或地區。上文提及了台灣和韓國，後者實施「補習宵禁
令」、設立監督網站等；有跨洲的比較則更好，如比較香港、美國和非洲的教育和補
習模式。

3. 同學可先指出何謂「過度補習」，再評論何謂「求學不是求分數」，最後把兩者連
結。同學須有立場。很大程度同意：補習老師的年薪動輒上千萬港元，並以巨星形象
包裝，灌輸怎樣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另一方面，老師的權威形象減弱，成為了尖子
學生拔尖的「工具」。很小程度同意：補習社並沒有強行要求學生報名，在商業角度
看完全是合法合理，而學生在求分數之餘也可探求其他道理，兩者並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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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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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昔「補底」今怕「蝕底」
南宋忠烈文天祥曾

說：「讀聖賢書，所

為何事」，當時他答案是為了仁至義盡，以求

無愧於心。如果問現在香港莘莘學子同一道問

題，相信大部分會回答：「為考試，為入大

學。」幾十年來，香港學生一試定生死，考試

成績好或壞，與個人前途有莫大關係。

因此，專為提升學生考試成績的補習服務便

應運而生，而部分補習名師天王收入之高，令

人咋舌。近日，有著名補習機構登報誠邀某著

名中文科名師「過檔」，更以天價8,500萬港

元年薪為條件，不禁令人驚嘆這個行業收入之

高，也顯示補習風氣在香港之盛。下文將討論

香港補習盛行的現況，並分析其原因。

■徐溯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通識科教師

唔 補 蝕 底

現代教育日前於報章刊
登全版廣告，開出年薪
8,500萬誘對手遵理學校中

文名師林溢欣過檔，掀起全城熱話。市場人士之前認
為，計劃上市的遵理有四成收入與林溢欣有關，若他一
旦離開，勢將打擊遵理的上市估值及投資者認購意慾。
林溢欣在面書貼文回應事件，指自己會繼續留守遵理，
相信能為遵理的上市計劃打下強心針。
林溢欣回應說：「我還是當初的那個我，4年過去了，
教學熱誠依舊，當日的『當仁不讓，不卑不亢』還是我的
座右銘。」他稱，自己與學校長久以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關係，共同構建理想的教學平台，所以只要是一個公平、
合理、有共同理念的工作環境，都願意繼續留守。

在補習產業尚未盛行的時
候，補習往往是一些成績未
如理想的學生作「補底」之
用。然而，在今時今日，補
習風氣盛行，不少學生及家
長抱着「有病醫病，無病強
身」的心態參與補習。

即使沒有太大需要，都會怕「蝕底」而報讀補習課程。
部分補習名師標榜能在短時間內利用一些應試技巧，考取
好成績；一些底子差的學生，紛紛想找捷徑，用最省時最
方便的方法來考取好成績，而正中其下懷。

目標入大學 必然求分數
在香港，政府提供了十二年免費教育。當中包括免費

六年制小學課程（小一至小六）、免費三年制初中課程
（中一至中三）及免費三年制高中課程（中四至中
六）。雖然近十年教育局不斷灌輸「愉快學習、求學不
是求分數」的理念，但事實是，中學時期的最後一年仍
舊是採用考試作為評核方法，部分香港學生依然是以取
得好成績、考入大學為目標。
在社會上，學業成績則往往被當作評核個人能力的其

中一項重要指標。可以說，本港教育制度偏重「應試文
化」、「考試導向」，考試成績決定個人的前途，這就
是補習文化的根源。

父母俱工作 無時間跟進
香港的生活壓力大，無論中產人士還是基層家庭，均

花費大部分時間於工作上，大部分父母都有工作，部分
小學及初中學生的父母，往往難有空閒時間照顧子女，
以及跟進其學業。如此一來，便將託兒、教育子女的
「裙帶」責任交託予補習社，期望補習社能在指導子女
的學業之餘，同時於父母工作期間加以照顧，避免其在
街頭流連或在家中獨處。

老師權威減 名師變巨星
學校老師過去具專業、權威的形象到現在已不復當年，

學校尊師重教的風氣已見減弱。老師對於一些尖子生而
言，可能只是榨取知識、幫助其入大學的「工具」。
日校教師的權威形象較上一代弱，而補習界有別於傳

統教育界，其目標只是教授如何在公開試中考取好成
績，加上這些學校更善於包裝宣傳，把老師塑造成天王
巨星的形象，並以考試技巧、速成班等噱頭吸引學生報
讀，補習風氣因而更為盛行。

考試仍當道
家長當託兒

韓國政府曾為了阻止全民瘋狂
補習的風氣，實施「補習宵禁
令」，即晚上10時以後不准再開

補習班。
韓國補習風氣高居全球之冠，家長大花錢讓孩子補
習，補習費平均佔每個家庭支出的近20%，有許多家庭
為了讓孩子補習導致經濟困難。
政府有見及此，決定出重手管控猖獗的補習班，希望
能夠恢復家長對國家教育體制的信心，減輕家庭財務和
心理負擔。除了宵禁，當局還設立監督網站、發獎金鼓
勵民眾檢舉收費太高或違反宵禁的補習班，首都首爾市
還派糾查員在街上巡邏，找出穿學校制服的深夜補習學
生。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現代八千萬誘名師過檔

小 知 識

想 一 想
1. 根據上文及就你所知，試指出補習風氣在香港盛行的原因。
2. 承上題，試以香港比較全球兩個國家或地區的補習情況，並指出
原因。

3. 「在香港，過度補習的風氣令『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心態無法普
及。」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概 念 圖

答 題 指 引

延 伸 閱 讀
1. 《補習社「山埃貼士」考評局講
座「解毒」》，香港《文匯報》，
2016年1月11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6/
01/11/ED1601110001.htm

2. 《日「谷」16小時 1/4韓學生
「想」自殺》，香港《文匯報》，
2015年10月6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5/
10/06/GJ1510060018.htm

3. 《台 6 歲以下幼童 禁補習英
數》，香港《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
08/31/TW1308310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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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日 香 港 -

■■補習文化不只在香港盛行補習文化不只在香港盛行，，在在
台灣台灣、、韓國等地也非常流行和普韓國等地也非常流行和普
及及。。圖為本港補習學校內的眾多圖為本港補習學校內的眾多
名師課程名師課程。。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香港有「補習之都」的名稱，在其他的一些亞洲國家
及地區，補習班也非常流行。如韓國把國家3所名校首
爾大學、高麗大學及延世大學統稱為「SKY」，當地學
生不惜花費長時間補習，目的只為考進這3間大學，否
則就自覺得「低人一等」。當地甚至流傳着「四升五
落」說法，即考生必須每天只睡4小時才能考上名校，
若睡了5小時就會落榜，可見考生的壓力之大。
有韓國補習名師認為，若家長對教育制度有信心，就
不會付錢讓子女補習；要建立信心，學校教師的薪酬應
與表現掛鈎，吸引更多優秀教師，學校亦應多與家長及
學生溝通。
而台灣補習社林立，數目更被指與超級市場的數目相
近，補習名師更會成為電視明星。由此可見，補習風行
並不只在香港盛行，已經成為亞洲地區一個普遍現象。

韓生「四升五落」為上「SKY」

相信無人會否認，香港是一個應試至上的地
方，「求學不是求分數」實在是天方夜譚。把分
數放在首位，無疑能增加升讀大學的機會。這種
心態，造就一個個年薪千萬的補習天王。
然而，學生的解難能力，思維邏輯到底有沒有得

以加強，畢業後到底能否適應社會，實在存有很大
疑問。如何避免「高分低能」，「只懂考試，不懂
做人」，是有關當局及學校的一大課題。

結語

香港補習風氣

背景
近日，有著名補習

機構以天價8,500萬
港元年薪為條件登
報，誠邀某著名中文
科名師「過檔」。

其他國家及地區情況
韓國：瘋狂補習、流傳「四

升五落」說法
台灣：補習社數目與超市相

近

在港盛行原因
．羊群心理
．考試主導的教育
．家長上班
．補習學校廣告招徠

■韓國補習風氣高踞全球之冠。圖為韓國補習名師金尚
澤（音譯）在上課。 網上圖片

■■「「求學不是求分數求學不是求分數」」的教育理念是否的教育理念是否
能在香港普及能在香港普及，，有待討論有待討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