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D(1) 
檢討工作小組就教院的申請徵詢持份者的名單

A.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E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浸會大學)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公開大學) 

B. School Associations 
Committee o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Council of Non-profit-making Organizations for Pre-primary Education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 
Hong Kong Primary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Hong Kong Aided Primary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Heads of Secondary Schools (香港中學校長會) 

Hong Kong, Kowloon & New Territories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dvancement Association Ltd 

(港九新界幼稚園教育協進會) 

Hong Kong Subsidized Secondary Schools Council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Non-profit-making Kindergarten Council of Hong Kong (香港非牟利幼稚園聯會) 
The Association of English Medium Secondary Schools (香港英文中學聯會) 
Th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ese Middle Schools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 
Subsidized Primary Schools Council (津貼小學議會) 
Hong Kong Kindergarten Association (香港幼稚園協會) 
Grant Schools Council (補助學校議會) 

Hong Kong Direct Subsidy Scheme Schools Council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C. Teachers’ Un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of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 
Hong Kong Teachers’ Association (香港教師會)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Hong Ko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Association (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 
D.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Employers’ Associations 
Employers’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僱主聯合會)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香港總商會)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香港中華總商會) 
E. HKIEd related groups 
The Academic Staff Association of the HKIEd (香港教育學院教學人員協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The HKIEd Alumni Association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 
The HKIEd Students’ Union (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 
F. Others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The Hong Kong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Limited (香港教育行政學會) 

*************************** 



附 件 D ( 2 )  

 

(譯本 )  

 

[箋頭：香港中文大學 ]  

 

來函檔號： UG C/ GE N /2 74 / 23 /2 01 4  

香港灣仔  

港灣道 6 至 8 號  

瑞安中心 7 樓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  

安禮治博士  

 

安禮治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 )申請正名為大學  

 貴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日來信，邀請本校向香港教育學

院 申 請 獲 授 大 學 名 銜 檢 討 小 組 提 交 書 面 意 見 。 本 校 特 此 修 函 回 覆 如

下：  

 教院近年致力發展成為一所主要提供師資教育並輔以其他與

師資教育有關學科的院校，成績有目共睹。教院已具備大學普遍應有

的 質 素 和 特 質 ， 與 國 際 大 學 的 基 準 看 齊 ， 因 此 ， 我 們 支 持 教 院 的 申

請，俾使該校使用大學名銜。  

 至於教院的未來方向，我們相信，在整個教資會界別的角色

劃分策略下，該校會繼續擔當重要的一員，為提升教資會界別的國際

競爭力作出貢獻。根據與教資會議定的教院角色說明，該校現時的重

點是提供師資教育課程。我們認為，教資會界別應協助教院在這方面

   



盡展所長。教院正名為大學後，亦可開辦更多高級學位課程及進行與

教育有關的學科研究，有助推動教院成為師資教育的重要學府，提供

各類師資教育課程，以配合社會的人力需求。此外，日後的教院與中

大教育學院 (後者屬中大這所具有國際地位並以研究為主導的綜合大

學的一部分 )  應繼續有清晰的角色劃分。我們希望教院日後繼續按照

角色劃分策略發展。  

 我們明白，在評審過程中或在檢討小組的報告內，貴會可能

會向政府、教院或公眾披露我們在本函所述的意見和看法。祈盼這些

意見會有所助益，並盼望各方理解，我們的意見旨在協助教資會界別

壯大發展，以提升教資會界別的國際競爭力。  

沈祖堯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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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 )  

 

[箋頭：香港大學 ]  

 

香港灣仔  

海港道 6 至 8 號  

瑞安中心 7 樓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秘書長  

安禮治博士  

 

安禮治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 )  

申請正名為大學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日來函收悉。香港大學獲邀就香港教育

學院 (教院 )申請准予在其校名加入 “大學 ”名銜一事提供意見，本人

現向檢討小組提出本校對此事的回應。  

 

香港大學全力支持授予教院大學地位，以及准予在其校名加

入 “大學 ”名銜。此舉對該校教職員和學生均有助益。持有教院學位

的畢業生，與在本港其他高等教育院校畢業並獲頒授相若程度資

歷的同學，應視為一例，無分軒輊。准許教院在其校名加入 “大學 ”

名銜，是對該校所頒授的資歷及該校畢業生地位的認同，給予教

師專業以至廣大市民適切的正面信息。此外，該院校得以正名為

大學，也提升教職員的自豪感。  

 



 
 

本校支持教院釐清本身的角色和使命，並持守所選的教育要

務，專注職前師資 (尤以小學的師資為然 )培訓及其他對香港有所裨

益的範疇。要發展成一所出色的大學，教院必須與其他大學協作，

精益求精。因此，我們樂於與教院加強合作，繼續推展兩校悠久

的合作關係。  

 

 

 

校長  

馬斐森教授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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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HONG KONG AIDED PRIMARY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網    址：http://www.apsha.org.hk  

電話：2109 0087 傳真：2109 0086            電子郵件：info@apsha.org.hk 

 

贊 助 人：  謝凌潔貞女士  JP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就香港教育學院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申請『正名』一事，香港資助小學校

長會原則上持正面的態度，本會大概有如下意見： 
 
1. 香港教育學院在這二十年來一直秉承過去師範學院的傳統，不斷培育大

量的優秀的中、小學前線老師，這個角色是其他大學的教育學院不可比

擬的。而在培訓的內容及範疇中，除了涉及教學技巧、課程理論、心理

學及社會學等外，還貼近政府的各項政策(例如小學教學、非華語學童學

習中國語文、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教學、電子教學等)，而進行相關的師

資培訓。這都足以証明其發展方向是邁向『師範大學』的道路。 

2. 多年來，香港教育學院的教授們都積極推動各方面的研究及成立各類中

心(例如領導力、創意、小班教學等)，都是為了發掘更多現今教育所面

對的相關問題而作出實在的改革建議，這也是非常重要。若能正式獲得

『正名』之後，我們相信，這個研究的方向及範圍將會更為廣泛，對香

港的教育邁向國際化將會更有好處。 

3. 近年來，有部份教師在培訓後未能達至應有的教學技巧，確實令人擔心

的。這無擬對香港教育學院有少許影響，但按現實情況，香港教育學院

絕對『不會手軟』，對一些在實習期間表現遜色的學生將會不獲畢業資

格，因此，我們仍要抱有信心。只要能獲得『正名』，將會加大一點師

資力量，讓受訓的學生能夠得到更多的基本教學技巧、研究方法、師德

培育、合作學習、自主學習等實踐及行動計劃，對香港教育也將會起著

積極的作用。 

4. 現時教育所面對的局面更為複雜，教育工作者要懂得應付家長、學生及

社會人士所提出的各項疑問，他們甚或要求教師們要闡明自己的立場，

這更迫使教師們對周邊發生的事務更不可置若罔聞，因而教師們要學懂

更多思考及分析方法，以便有效回應各方面的提問。香港教育學院多年

來的培訓，在此有足夠的基礎，但要提升教師在這方面的能力，教育學

院在課程上更需要有所加強，也無可避免地邁向更深更廣的教學內容。

因此，要將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為『師範大學』更是刻不容緩，否

則，香港教育學院永遠都吸引不到最優秀的中學生入讀。 
 
 
就香港教育學院正名一事，本會認為不應再拖延了，並應從早制定合適的法

案，從而將教師的名份提升到一個更高更專業的台階，對倡導『尊師重遁』

的風氣也有一定的裨益。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 
梁兆棠 

 

首席名譽會： 李宗德先生 
GBS  JP 

名譽會長： 鄺啟濤博士 MH 

 李小萍女士 

 
鄧錦雄博士 MH 

施杰柎先生 

名譽主席：  陳典琪校長 

 梁紹川校長 

  林湘雲校長 

 張志鴻校長 

主      席： 梁兆棠校長 MH 

副 主 席： 張勇邦校長 MH 

  林碧珠校長 MH 

 冼儉偉校長 

 周瑞忠校長 

秘書主任：  林傑虎校長 

  鍾麗金校長 

政策主任：  詹漢銘校長 

 孔偉成校長 

權益主任：  曾嘉麗校長 

 賴子文校長 

公關主任：  梁少霞校長 

 郭妙嫻校長 

財務主任：  張漪薇校長 

 黃偉德校長 

總務主任：  陳桂芝校長 

 曾碧霞校長 

學術主任：  陳頌康校長 

 陸國森校長 

  杜家慶校長 

康樂主任：  陳紹鴻 校長 

 冼翠華 校長 

 金永添 校長 

會籍主任：  馮淑楷校長 

  吳信昌校長 

福利主任：  蔡婉英校長 

審查主任： 沈耀光校長 

附件 D (5 )  

mailto:info@apsha.org.hk


附 件 D ( 6 )  

 

 

(譯本 )  

 
 

[箋頭：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  

 

香港灣仔  

港灣道 6 至 8 號  

瑞安中心 7 樓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  

安禮治博士  

 

安禮治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 )申請正名為大學  

 本人謹代表香港津貼中學議會致函告知，本會十分支持批准

教院在其名稱加入「大學」名銜。  

  

 

義務秘書  

劉志遠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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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9 )  

 

 

(譯本 )  

 

[箋頭：補助學校議會 ]  

 

來 函 檔 號 ： U G C / G E N / 2 7 4 / 2 3 / 2 0 1 4  

 

香港灣仔  

港灣道 6 至 8 號  

瑞安中心 7 樓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  

 

安禮治博士  

 

安禮治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 )申請授予大學名銜一事，補助學校議會

眾校長對此表示支持，惟教院須符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所定及國際

上有關使用大學名銜的各項指引和規則。  

 補助學校議會支持教院此項申請的原因之一，是教院獲授予

大 學 名 銜 後 ， 將 有 助 該 校 推 展 發 展 計 劃 。 此 外 ， 教 院 獲 正 名 為 大 學

後，學生及家長對教院所頒授的資歷亦會另眼相看。  

 

補助學校議會主席  

賀敬修士  

(代 表 補 助 學 校 議 會 眾 校 長 )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教協會就教育學院正名為大學的立場書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就香港教育學院（教院）正名為「大學」一事，本會認為可以有助提升本港教師

地位及專業水平，長遠更可吸引更高水平的學生投身教育事業，提升本港整體教育質

素。故此，本會對此表示贊成，並提出以下意見： 

1. 近十年教院的學術水平不斷提高，並已符合申請成為大學的基本條件。教院先於

2004年取得自行評審學位及以上程度師資訓練的資格，更於 2010年開始獲得大

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認可，開辦哲學及博士研究生課程，足證其課程的

質素保證、學院設施和教與學的學術質素已達高水平。

2. 近年教育學院除了提升教學質素之外，亦不斷提高研究水平。為了更切合香港需

要，教院逐步發展為一所以教育為重點，同時輔以一系列與教育相輔相成的學科

的大學。院校於 2010年已開辦一些非教育學士課程，令學院提供更廣濶的課程

選擇。

3. 政府於 2007年否決教院正名大學，曾經以教院課程有欠「多元化」為由而拒批。

但事實上，現時全球亦有不少知名的師範大學，以專職培訓教師作為使命，未必

一定要多元化。這情況又以在亞洲區最為普遍，其中南韓、新加坡、內地及台灣

更不乏一些國際知名的師範大學。

4. 雖然歐美部份師範學院，最終合併入其他大學之中，例如國際知名的哥倫比亞大

學教育學院（仍擁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權，包括獨立受託人董事會及財政獨立），

但更大部份的師範學院都往往能升格成為大學。因此，希望政府不應以教院只是

培訓師資的學院作為藉口，拒絕教院正名為大學的申請。

5. 事實上，教院過去因為沒有大學之名，令其不能招收到高質素的中學畢業生，亦

窒礙了教院與其他院校的學術交流，因為在內地，"學院"地位較低，一般指的是

只能開辦非學位課程的省級院校。

本會期望，教院正名為大學後，能秉承傳統，繼續培訓更多具質素及品格優良的

教師，作育英才，為社會作出貢獻。同時，亦不應有負大學之名，提升教研水平，以

改善教學質素。望教資會可以接納本會意見，推動本港教育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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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1 1 )  
 
 

(譯本 ) 

 

[箋頭：香港僱主聯合會 ]  

香港灣仔  

港灣道 6 至 8 號  

瑞安中心 7 樓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安禮治先生  

 

安禮治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 )申請正名為大學  

 

 香港僱主聯合會獲邀就標題事宜提供意見，謹致謝意。  

 

 教育是培育年輕一代的基石。為他們奠定穩固基礎，有助他們在

成長路上掌握足夠技能，為面對國際競爭做好準備。教院歷史悠久，

一直為社會栽培準教師，專業地位無可替代。為教院提供足夠條件，

助其更上層樓，在在切合整體社會利益。  

 

 準教師身負教導下一代的重任，實有必要接受高水平的師資培

訓。本會確信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已採用行之有效的評審準

則，為正名申請審視教院的學術資格，因此不擬就此發表意見。我們

預計，教院獲授大學名銜，將有助吸引世界各地學者到該院任教，從

而提升該院的教學水平。我們亦相信，在這樣的條件下，教院更能實

踐“促進及支持香港教師教育的策略發展”的使命。  

 

 教院每年栽培大批準教師，但有別於在其他高等院校 (例如香港大

學及中文大學 )畢業的準教師，教院的準教師被視為能力稍遜。因此，
1 

 



附件 D (1 1 )  
 
 

有志從事教育專業的學生均視教院為次選，造成惡性循環。若情況持

續，相信教院難以更積極推動優化本港的教育制度。過去十年，我們

的教育制度歷經不同階段的改革，以應付社會結構和人口轉變帶來的

種種可預見的問題。我們的教育專業人員必須通過適當培訓，作好準

備，以擔此重任，而第一步需要由他們的自身教育和個人成長做起。 

 

 面對激烈競爭，香港商界如能延攬優秀人才，便是具備發展和成

功的競爭優勢。年輕一代日後會投入社會工作，如果他們質素高，可

勝任工作，這是僱主最為樂見的。所指的質素不單指學業成績，還包

括各方面的發展，由工作態度以至待人接物的技巧皆然。教師啟蒙下

一代，任重道遠，因此，我們殷切期望教院能培育出優秀的專業教師，

以應社會需要。  

 

 教資會如需要僱主提供更多意見，請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樂意

為優化我們的教育制度獻一分力。  

 

 

總裁  

龐維仁  

 

二零一五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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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1 2 )  

 

(譯本 )  

新界大埔  

露屏路 1 0 號  

香港教育學院  

科學與環境學系轉交  

香港教育學院教學人員協會  

 

香港灣仔  

港灣道 6 至 8 號  

瑞安中心 7 樓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  

安禮治博士  

 

安禮治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 )申請正名為大學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就教院正名一事邀請香港教育學院教學

人員協會 (協會 )提供意見的來信已經收悉。  

1 .  協會自二零零七年起明言支持教院爭取正名為大學。我們已在二

零零九年三月十日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表明立場。  

(英文版 )  

http://www/legco.gov.hk/yr08-09/english/panels/ed/papers/ed0416cb2-1336-2-e.pdf 

(中文版 )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ed/papers/ed0416cb2-1336-2-c.pdf 

   



 

 

2 .  此後，教院進一步加強學術發展，展現研究實力和高水平的教與

學質素。教院確實已符合一所大學的標準。教院上下，不論教職員或

學生，都歡迎教院正名，我們亦認為教院早應正名為大學。  

3 .  協會認為，正名為大學對教院的核心教育使命有正面影響，能即

時提升教職員和學生的士氣。  

4 .  加入大學名銜令教院更具競爭力，可吸引更優秀的學生報讀教院

的教育課程，令這些課程較其他大學的師資培訓課程及教育高等學位

課程更具競爭優勢。相比其他大學師資培訓課程的學生，教院的學生

將更感自豪，對學院更有歸屬感。  

5 .  正名為大學能釋除教院日後發展的若干不明朗因素，有助挽留教

職員，同時亦方便教職員與香港以外的院校進行學術交流，尤其是與

內地院校的交流，因為在內地，稱為「學院」的院校只能開辦非學位

課程。  

6 .  香港尚有不少人不知道教院可以頒授學位，而這種誤解影響籌募

款 項 和 外 展 活 動 。 很 多 人 看 到 本 港 其 他 大 學 由 非 大 學 正 名 為 大 學 的

「升格」過程。這個印象令他們更加認為教院仍是提供非學位課程的

院校。香港教育學院 ( Ho n g  K on g  In s t i t u t e  o f  E du c a t io n )是由各間教育

學院 (C o l l e ge s  o f  E d uc a t io n )在一九九四年合併成立，合併後的中文名

稱同樣是「教育學院」。教院的研究和教學質素雖然早已達到大學水

平，但由於未獲正名，一直難以扭轉社會對教院的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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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環顧本地提供師資培訓學位課程的院校，教院的規模最大。倘教

院成功申請正名，教師專業便可視為得到認可，與其他具「大學」名

銜的專上院校所培訓的其他專業看齊，教師專業因而受惠，從而吸引

更多優秀學生投身教師專業。  

8 .  授予教院大學名銜，可提升教院的聲望，加強香港作為區域高等

教育 (包括師資培訓及教育研究 )樞紐的地位。教院已充分顯示在師資

培訓方面的領導地位，更為鄰近國家提供支援。國際學生和訪客的相

關經濟活動會惠及本地經濟，而本地學生與國際學生增進交流，更是

獲益良多。  

9 .  若政府再次否決教院正名為大學，將嚴重影響香港的教師專業，

香港難以承受，政府須予以深思。  

1 0 .  因此，協會大力建議政府授予教院大學名銜。決定讓教院正名，

對提升香港教師專業及推動香港發展為區域教育樞紐，都有助益。  

 

香港教育學院教學人員協會主席  

郭炳偉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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