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主流學校教育少數族藹學生所面對的挑戰之研究

(2018-2019) 2020年 1 月

硏究團隊於2018年10至1 1 月到訪九所小學，與9位校長及24位
教師進行訪談；按照訪談所得的結果，設計了校長及教師閤卷

，並於2019年2至6月進行全港性的問卷調查。
121 位
校長

受訪教師來自至少

135所小學，佔全港
有取錄非華語生小學

的46.2%

612位
中文科教師

1230位
教師 完成問卷調查

\ 
607位
非中文科教師

11 位教師沒有回答其任教的科目

有信心教導
非華語生，達至與華
語生相近的學習水平

參加閤卷調查
的校長佔全港
有取錄非華語

生小學的

41.4% 

校長認為教學助理普遍缺乏教學經驗，而非華語生卻
需要由具備豐富教導非語生經驗的老師作抽離支援

93% 
校長表示聘請有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相關教學技巧的老

師遇到較大困難

校長認為從未接受過本地幼稚圜教育的非華語尸生最難
適應主流課程

校長認為教育局應增加運用津貼的靈

運用部分津貼來促進非華語生家長及嘮模齣遘蓮丶舉
辦文化交流活動等



• • 「讓非華語生跟上主
流課程的進度j 遇到
很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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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非華語生達
到主流課程的學

．夏鵾」遇到很
教學時要同時兼顧非
華語及華語生，感到
很吃力

• • 
． 非中文科教師 · 中文科教師

中文科教師所面對的挑戰

中文科教師認為，主流中文課程對非華語生來說程度過深

中文科教師認為，坊間缺乏針對中文作第二語言學生的需要，又
能配合主流課程的教材

中文科教師認為，儘管應用了融合和抽離雙軌措施，非華語生仍
難以在呈分試，達到與同年級華語生相若的語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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脇同教學，教師專業培訓，完豎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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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習架構提
供教材配套

設立專責的
統籌人

• 
(NCSCO), 

． 統籌及組織
學生支援小

卜乩 組和文化融
合工作

增加津貼運
用的靈活性

為專職教授非
華語生的教師

提供專業認可

要求一定數
目教師接受
相關培訓

，「 為與非華語
生家長溝通
、文化融合
實施特別措
施

支援非中文科
科目（如數學
及常識科）的
學與教增設一個編

內的教席

(NCSST), 負
學生支援，
行小組／分組

學，以及支
文化融合 1恿匭「制定專為教

導非華語生

的教師的專
業發展要求鼓勵學校與

大學專家之
間進行更有

持續性和更
緊密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