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教統局局長就「中英並行教學模式」議案致辭全文（只有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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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二月七日）立法會會議上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就「中英並行教學模式」議

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女士：

　　有關雙語教學研究的目的和內容，我在十二月十三日回答楊耀忠議員的口頭質詢時已經作出

解釋，但我亦很多謝張宇人議員今日再提出議案，讓我在這裡再就中英並行教學試驗計劃再作闡

釋。今日我亦希望藉此機會，更詳細地解釋政府的語文政策和教學語言的關係。

　　特區政府的語文政策，是培養年青人掌握兩文三語，即中、英文和普通話。對大部分香港人

而言，母語或第一語言是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都是第二語言。所以，回答司徒華議員的提問，

母語教學在香港是指以廣東話教學，目前政府無意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掌握母語與學習第二

語言的過程，有很大的分別。人自出生便接觸母語，通過生活的體驗，潛移默化，自然地掌握母

語的規律和運用，這是潛意式的學習。掌握第二語言通常需要經過正規的訓練，熟習文法的規律

與詞彙的特性，這是有意識的學習，需要下更多功夫。

　　多項研究顯示，年紀越輕越容易掌握第二語言。除了年齡之外，尚有四個因素會影響第二語

言的學習成效，包括社會環境、教師的能力、學生的特性和教學的條件等。社會環境是指社會對

第二語言的重視程度、語言環境和日常運用的普遍性。教師的能力包括教師本身的語文水平、對

語文結構的認識以及教學的技巧。學生的特性包括家庭背景、年齡、學習態度和方法等。而教學

環境是指課程、教材、教學和評估的方法。以上每一個因素都影響學習的成效，而且環環緊扣，

必須整體配合。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將會全面研究如何加強學習第二語言的四項因素，以

提升年青人兩文三語的能力，陳智思議員亦是委員會的成員，大家可以將你們的意見向他反映。

　　政府的教學語言政策，是讓學生在最少語言障礙的情況下，掌握學科知識和發展高層次思

維。社會上有不少人誤以為只要利用英語教學，英語能力自然會好起來。這種想法單純地把語文

能力建基於語言環境上，而忽略其他學習因素，結果只會弄巧反拙。

　　語言學中受到廣泛認同的「閥限理論」（Threshold Theory）指出，一個人的語言水平，反映
他的認知發展程度。而母語和第二語言的運用能力必須達到基本水平，才可以有效地透過第二語

言學習其他學科。否則，不單第二語言學不好，連對學科知識的掌握亦會大打折扣。

　　事實證明，自從一九九八年政府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政策以來，教育界普遍認同母語教學有助

提高學生的認知及學習能力，不但令課堂內的討論氣氛變得活躍，更加速教學的進度和加強學習

的深度。因此，政府將繼續全力貫徹以母語為主的教學語言政策，同時亦從多方面 手，改善兩

文三語的教學成效。

　　有鑑於部分學校的傳統是採用英語作為授課語言，長期以來亦取得良好成效，所以政府亦容

許已證明具備適當條件的學校，採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在不影響學生掌握學科知識的大前提

下，加強學習英語的環境。這些學校的教師和學生，都必須有足夠的英語水平，能應付教與學的

需要。否則，我們不但達不到「添加性雙語能力」（Additive Bilingualism），即第一和第二語言
皆精的目的，反而會做成「削減性雙語能力」（Subtractive Bilingualism），即在一種語言能力有
所進益時，另一種語言能力卻被削弱。同時對學科的學習成效亦產生負面影響，因而減低學生對

學習的興趣。

　　我舉出這些學理，是想說明如果我們要提高學生的兩文三語能力，絕不能單憑直覺，必須以

事實辯證，找出切實可行的辦法。過往中英夾雜的教學語言，「掛羊頭賣狗肉」式的英語教學環

境，對學生所做成的損害已是鐵證如山，我們萬萬不能重蹈覆轍。



　　政府於一九九八年正式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政策時，曾根據學生能力、教師能力和學校的支援

策略及措施三項準則，批准一百一十二所學校以英語授課。不過，當我們細心分析這些學校目前

的收生情況，不難察覺到有些學校，有部分學生並不符合利用英語學習的基本條件，包括有些是

第三、第四組，甚至少數第五組的學生都在英文學校內。從學校行政和運作的穩定性而言，沒有

可能要求學校每年按照收生的情況來改變教學語言，但也不能因此而犧牲少部分學生的利益。我

很同意余若薇議員的意見，教育應該為學生服務，要因材施教，所以我們一定要尋求辦法，讓所

有學生也能通過適切的語言媒介，充分掌握學科的知識。這亦是進行中英並行教學模式試驗計劃

的目的。

　　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去年檢討中一派位機制時提出，由二○○一年起，派位組別將由

五組減至三組，若情況許可，在二○○五年起，學生派位組別將完全憑校內成績決定。展望將

來，二○○五年後每一所小學都會有第一至第三組別的學生。在這個制度下，將來中學校內學生

的能力差異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很難確保每一名被派往英文中學的學生都適合以英語學習。張宇

人議員建議以英語能力作為升中派位的唯一標準，這與教統會的建議及教育改革的基本意念有所

違背。

　　學生之間存在能力差異，是十分自然的事，即使目前劃分五個派位組別，每所學校內的學生

之間亦有一定程度的能力差異。派位組別減少後，英文中學有可能取錄更多語文能力未達到可以

用英語學習的學生。如何選用合適的教學語言，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夠充分掌握學科的知識，是英

文中學必須面對的課題，假如處理不善，將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絕不能掉以輕心。根據現

行的教學語言政策，英文中學基本上不容許用中文授課。到底目前英文中學如何照顧英語能力較

差的同學，是我們關注的問題。我們絕對不願意見到不適合英語授課的學生被勸喻轉校，作為解

決問題的方法，但這個情況現時是存在的。

　　除此之外，學校還有兩個選擇，就是轉用母語教學或加強英語培訓，讓能力較差的學生可以

追上。據我們所知，現時某些英文中學已有採取措施，幫助語文能力稍遜的學生，例如在開課前

及利用長假期為學生提供以雙語進行的輔助課程。教育署的雙語教學研究督導小組，會先行全面

了解英文中學現時採用的各種輔助措施，然後把其中一些證明有效的方法，在其他英文中學試

行。

　　對於中文中學而言，教統會建議的派位制度，亦同樣會令他們取錄到能力差異較大的學生。

由於這些學校採用母語教學，以上情況不應對教學語言造成新的問題。反而我們值得研究可否在

母語教學的主體上，因應教師和學生的語文能力，以不影響學生掌握學科知識為大前提，嘗試豐

富校內的語言環境，使學生在紮實的母語及學科基礎上，增加他們以外語學習學科知識的機會。

這種增潤學習活動，適用於所有具備足夠第二語言能力的學生，因此不會在中文中學之間做成分

化，亦有助學生在升學時，更容易適應以英語為主的學習環境。

　　對於已選擇由下學年在高中轉用英語教學，或部分科目採用英語授課的學校，我們有需要密

切留意學生的學習成效和適應情況。研究結果對於初中銜接課程（bridging programme）的設計，
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因此中英並行教學的研究主要會有三部分，包括英文中學處理學生之間語文能力差異的方

法、中文中學在高中階段轉用英語授課的適應問題，以及中文中學在初中階段的增潤英語學習活

動。教育署已成立督導小組，設計各項研究和訂立選取樣本的準則。小組成員包括語言專家、學

者、校長和多位學校議會代表。小組在定出研究方案的細節後，一定會公布有關詳情。較早前有

些關於研究的初步構想經過非正式渠道過早披露，以至引 無謂的揣測，這是令人遺憾的。我希

望議員不要基於以往的資料作太多揣測，讓督導小組有詳細情況後，自然會全盤公布。

　　由於香港獨特的歷史因素和社會環境，討論教學語言政策往往滲入情意的考慮。但制訂政策

必須建基於紮實的學理和驗證，所以我們必須進行嚴謹的研究，以便教統會在二○○三／○四學

年檢討升中派位制度時，能同時協調教學語言政策。我必須強調，我們並無任何預設的政策取

向，我亦衷心希望大家能以理性、客觀和科學的態度去討論問題。最後，我更希望校長、校董和

辦學團體，不要以能否招徠學業成績好的學生，作為決定教學語言的主要考慮，而是 眼於學生

的利益。我亦寄語家長，在替子女選擇學校時，充分照顧子女的性向和能力，避免揠苗助長而弄



巧反拙。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詞。

完

二○○一年二月七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