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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幼稚園教育將於2017/18年推出，其中優質是政府一直宣傳的重點。從「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討論
開始，便強調要為孩子帶來「優質而全面」的幼稚園教育，而施政報告亦標榜是「免費優質」的幼稚園教
育政策。究竟新政策能否帶來更優質的幼兒教育呢？本文在肯定目前政策方向的前提下，討論新政策下將
帶來甚麼樣的質素改變。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提出五個政策槓桿(Policy Lever)以促進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的質素[1]，包括﹕

1. 制訂質素目標及法規；
2. 設計及推行課程及標準；
3. 改善幼師的學歷、培訓及工作條件；
4. 家庭及社區參與；及
5. 加強資料搜集、研究及監察。

本文將聚焦在第3至4點上，原因在於政府已於「免費幼稚園委員會」已訂出清晰目標，而目前幼稚園亦受
一系列法規所監管，例如《教育條例》及《幼兒服務條例》。當中，容或有值得改善之處，但大體上算是
清晰及全面。而課程方面，政府亦正提出修訂現時《學前教育課程指引》的諮詢稿，建議在「兒童為本」
的原則下作出多個微調，因此並不預期有重大改動。至於第5點加強相關研究及監察，教育局向立法會提
交的文件已表示會鼓勵，期望當局可以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及研究資助局等渠道作出具體行動。再者，
自2007/08年以來已全面推行「質素評核」，並將進一步加強，而學校的評核報告均置於網上予公眾監察，
較中小學更為透明。

幼師學位化無望

OECD的報告指出幼師在促進幼兒發展及學習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幼師的學歷、專業發展及工作條
件是需要著力之處。根據教育局的文件，教育局將與本地專上院校強化現時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並已訂
出支援特殊需要、幼小銜接及新入職啟導三個範疇[2]，這方面的效果仍有待觀察。

不過對於業界一直以來關於幼師學位化的訴求[3]，當局仍然只是列作長遠目標[4]，這樣便很難期望在師
資上有很大的躍進。然而，二零零零年教統會已建議將幼師的入職條件提升至證書/高級文憑/副學士水平
列為下一個目標，並將提升至學位水平作為長遠目標[5]。十六年過去了，2015/16年取得證書學歷的在職教
師比率已達93.5%，顯然已達至當年訂下的目標，然而幼師學位化至今卻仍然繼續列為長遠目標，而非中
短期目標。令人更感遺憾的是教資會資助的職前幼兒教育學士學位的數目從2011/12年的116個逐步減少
至2015/16的25個，與所謂長遠目標完全背道而馳[6]。

工作條件未見改善

合理的薪酬、工作時間及工作量亦是三項重要的工作條件指標。在薪酬方面，新政策提供建議的薪酬範圍，
其起薪點無疑較現時為高，這或許有助吸引優秀人材入職。不過，由於當局只以薪酬範圍的中位數計算教
師薪酬的資助，且新政策將更嚴格限制收取學費，校方要挽留資深幼師反而更為困難。這便是業界一直指
出薪酬範圍中位數變頂薪的問題，對教學團隊的穩定性未有足夠的保障。

此外，政府宣稱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將師生比例由原來的1:15改善至1:11[7]，看似大幅改善。不過，根據
教育局向媒體披露的資料，目前幼稚園的師生比中位數已為1:11[7]；換言之，師生比只會稍有改善而已。
不過，這個細微的改善卻被賦予更多指定工作，包括發展校本課程、參與發展活動、照顧學童不同需要學
童、與跨專業團隊協作、家長溝通⋯⋯等等。究竟這個師生比的改動是減輕還是增加教師的負擔，實在令
人感到疑惑。

家庭及社區參與較薄弱

除了學校外，家庭亦是培育幼兒成長的重要場所，因此家長的參與十分重要。此外，如能與社區協作，善
用社區資源亦肯定能夠提升幼兒教育的質素。香港在兩方面均較為薄弱，沒有系統性的配套，只有不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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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零星服務。反觀台灣各地設有親子館、韓國亦有Aicorea及德國有STÄRKE，他們為幼兒家長提供親職
教育及支援，令家長與學校同步共同促進幼兒成長。「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提出設立地區家長資源中
心提供一站式的親職教育及支援幼兒成長服務，希望當局很快會著手規劃。

此外，一些國家也積極鼓勵個人或機構支援幼兒教育，例如日本幼稚園容許所在地的居民到校擔任義工，
讓地區人士更了解幼稚園的運作，亦令社區與學校的關係更緊密：日本及德國均有私人基金會設立各類的
中心，以支援幼兒發展。香港不少大型企業或基金會傾向捐款予大學或中小學，予幼稚園較少，而直接成
立中心提供服務則更幾乎沒有。儘管有很多研究確認幼兒教育的重要性，但如無政府的鼓勵，實在不容易
推動私人機構向幼兒教育機構提供捐助，政府實有需要在這方面加把勁。

勿奢望質素大躍進

儘管政府透過「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增加對幼兒教育的投入，減少家長的財政負擔的目標是達到的，但
在進一步提升幼兒教育質素方面，仍待當局提出更有力的措施，現階段實不宜奢望質素有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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