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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 

主題： 

 

本研究項目旨在探討《種族歧視條例》下少數族裔的教育問題 

 

研究目的： 

 

 本研究項目有四個主要目的：  

 

1. 概述少數族裔教育在香港體制中的政策背景，並將之與國際主流政策比較 

 

2. 探討學校如何制訂政策和調適實務以配合少數族裔學生的需要 

 

3. 體察少數族裔學生和家長對教育的期望，及他們在各方面遇到的障礙 

 

4. 評估《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可能令香港政府面臨訴訟的範圍，並建議新的施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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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迎接相關挑戰 

 

 

研究方法 

 

 研究小組採用宏微觀方法處理研究問題，初期廣泛地研究相關政策，進而收窄至學

校實務，後期則聚焦少數族裔學生的日常生活。小組以政制和學校政策文件、決策

者、校長、教師、學生及其家庭為對象，透過文件分析、調查和焦點訪談等方式收

集資料。 

 

  

研究成果概要 

 

 

 本港學校向有取錄少數族裔學生，《種族歧視條例》凸顯了學校人口的多元文化

性質，強調需要採取特別措施，確保所有學生獲公平對待。  

         

 政府提供額外資源予指定學校，支援少數族裔學生的教育，然而，並非所有少數

族裔學生均在這類學校就讀。在一般學校，他們僅佔學生人數的稀少比例，但對

學校資源和教師專業發展的需求，亟待關注。   

 

 對學校和師生而言，中國語文教育仍是一個癥結。毫無疑問，少數族裔學生如能

習華語，對其前途有莫大裨益，但懸而未決的，是如何為這些以中文作為第二語

言的學生提供有關課程和教授中文。  

 

 教授少數族裔學生的教師面對重大挑戰，特別是有關語文方面。然而，我們的調

查結果顯示，儘管少數族裔學生的學習表現比較差，教師對他們都抱持非常正面

的態度。   

 

 由於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學校與少數族裔學生的家庭聯繫和溝通存在很大困難，

但我們的訪談結果顯示，這些學生和家長均對未來抱有期望，及認同接受教育的

重要性。  

 

政策上的意義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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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機會委員會需關注在《種族歧視條例》下少數族裔學生的狀況。該會近期一

份有關少數族裔教育的報告，提出了教育局需要處理的重要議題。 

    

 改善少數族裔教育的一個治本之道，是制訂審慎的教育政策，提高這些學生在完

成小學後繼續升學的機會。政府應訂立目標，最遲在 2020 年讓所有少數族裔學

生得以升讀中學，並提供支援，協助其修畢中學課程。 

 

 政府需採納新的政策方法，尊重多元文化主義，珍視其對本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

貢獻潛力，並認真開展工作，致力證明唯有在多元文化的情境下才能達致和諧。 

 

 教育政策變換用語，將「少數族裔學生」改稱為「非華語學生」，效果適得其反，

新詞標示了少數族裔學生在語文方面的缺陷。我們必須避免以這類手法處理少數

族裔問題。  

   

 有關學生學習中文作為第二（甚至第三）語言方面，教育局應更加重視課程發展、

資源援助和教師專業發展。這已是一個爭議不休的公眾話題，因為少數族裔社群

並不認為現行的課程安排能配合這些學生的需要。 

 

 政府對少數族裔的額外支援應擴展至學校教育的其他範疇，例如學習數學，關顧

受情緒和心理困擾的學生，協助他們適應本土文化，及促進家校協作等。 

 

 政府應開設特定課程，為本地學校培育少數族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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