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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教院的未來  

4.1   在研究過教院的《發展藍圖》、其 2009-12 三年期的

學 術 發 展 建 議 和 其 他 補 充 資 料 ， 並 與 教 院 的 管 理 團 隊 討 論

後，工作小組相信只要教院願意把握機會，該院應有能力擴

闊學科範圍，及發展研究。然而，教院在這些範疇還要下很

多 功 夫 ， 而 各 方 面 的 發 展 均 應 以 提 升 師 資 教 育 質 素 為 着 眼

點。  

4 .2   教院明白有需要檢討師資培訓的模式，尤其是純粹教

育學士學位課程的前景。《發展藍圖》的建議是在幾乎所有

科目都開辦雙學位課程。基於前面各章所述的理由，工作小

組十分關注教院是否已為此作好準備，以及開辦大量雙學位

課程會對該院的教職員及資源構成的影響。同樣重要的是教

院現時還未有頒授這類學位的權力。  

4 .3   此外，工作小組認為，教院應檢討現時和建議的課程

組合，研究如何更好地平衡不同教學程度（幼兒、小學和中

學 教 育 ） 的 課 程 數 目 。 日 後 如 適 量 增 加 中 學 教 育 方 面 的 課

程，將可以使教育架構更全面，讓學生及研究人員受惠。  

4 .4   根據教院就研究發展提交的補充資料，教院現正計劃

為 新 研 究 人 員 提 供 研 究 支 援 ， 並 已 制 訂 衡 量 研 究 表 現 的 機

制。要改變整所院校的文化，難度不容低估。初期的困難主

要包括平衡用於教學與研究的時間；在分配教學工作時兼顧

研究督導工作；評估研究與教學表現；教學人員和純研究人

員的態度；以及研究開支對學生及教職員的影響等。以往大

多數成功轉型的單學科教育學院，通常都是先轉型為多學科

院校，然後才培養研究文化，以符合取得大學地位的要求。

教院在推行 “3+3+4”學制改革時間，同時進行這兩項艱巨的變

革，所面對的挑戰將更見複雜。  

4 .5   教院若根據工作小組建議的路線轉型，除仍主力發展

其核心教育課程外，將會提供較闊的學科選擇。我們預計教

院會以幼兒及小學教育為強項，但可擴展中學教育課程、教

育 深 造 文 憑 、 教 師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 以 及 博 士 程 度 的 研 究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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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這些改變均與教院在《發展藍圖》及其他補充資料提出

的建議一致。  

4 .6   我們鼓勵教院推行《發展藍圖》所載，旨在提高師資

教育質素的建議，包括支援研究為本的教學模式，為發展全

人教育增撥資源，以及為學生提供更多海外學習經歷。  

4 .7   如教院決定按《發展藍圖》建議，發展主要為非學位

的自資或區域性活動，則必須考慮這些計劃會否對教職員及

其他資源構成壓力，及影響其優先研究和擴展學位程度課程

的目標。  

院校的類型  

4.8   教院在《發展藍圖》和其他補充資料中，以及在與工

作小組晤談時，表達了力求進步的決心，誠值得讚許。這與

教院自 1990 年代以來依循的發展路徑是一致的。  

4 .9   要令教院向前邁進，工作小組認為教院應增加學位程

度的學生人數、加強研究實力，以及擴闊學科領域。工作小

組了解，教院希望在擴展學科領域和加強實力的同時，繼續

以教育課程為其核心定位。  

4.10  工作小組認為，教院開辦其他學科，除能豐富其教學

和研究環境，還可為學生提供靈活的升學及就業途徑。我們

相信，經適當籌劃，教院應能制訂策略以確保在擴闊學科領

域之餘，仍不失教育的連貫性，亦不至令資源和發展重點偏

離教院的學術目標。  

4.11  工作小組認為，教院不宜像港大或中大般開設多個專

業學系或開辦大部份主流學科的課程而成為一所綜合院校，

因為在現階段朝這個方向發展，會令香港高等院校之間出現

不必要的角色重疊，並不符合經濟原則。  

4.12  工作小組深明，教院希望其採取的發展途徑最終會使

該院取得大學地位。因此，工作小組參考過多個與香港情況

相約的國家及地區高等教育體系，以研究他們稱為「大學」

的院校一般具備哪些特質（見第 3.15 段，我們就大學具備的

特質的研究結果載於附件 F）。雖然目前教院明顯不具備這

些條件，但工作小組相信教院若能落實本報告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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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加強實力，為日後當局再次審議其大學名銜作好準備。

更重要的是，這些發展可以為學生提供更豐富的學習環境、

更 多 研 究 機 會 、 更 多 課 程 選 擇 ， 以 及 更 靈 活 多 樣 的 就 業 途

徑。此舉亦有助推動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  

院校整合方案  

4.13  工 作 小 組 檢 視 世 界 各 地 師 資 培 訓 院 校 的 進 程 時 發 現

（第 2 章），師資教育院校大都是通過與其他單學科或多學

科院校合併而提升實力。這類合併或其他形式的整合，多通

過在大學內成立教育院系或建立其他聯盟體制，讓教育學者

可以在多學科的學術環境下追求其專業目標。不少一流師資

培訓院校都經歷過這種整合過程，例如哥倫比亞大學的師範

學院、范德堡大學的畢保德學院，以及倫敦大學的教育學院

等。這些以教育學科為重點的院校在宣傳資料中指出，學生

就讀這些院校的好處是可以修讀多學科大學的課程，而伙伴

大學的學生也同樣可修讀這些院校的課程。  

4.14  對 於 教 院 來 說 ， 這 樣 的 院 校 整 合 有 下 列 各 項 主 要 特

點：  

 可維持以教育學科為重點，以期發展為得到廣泛承認

的教育專科院校；  

 可取材自一系列已具規模並經評審的學科，以豐富學

院的教育課程；  

 可為學生提供更多升學途徑和就業機會；  

 有機會儕身於積極從事研究的群體中，並進行跨學科

研究；以及  

 能在較短的時間內，為本身的教育課程、教職員和學

生取得大學地位。  

4.15  此外，教院若與結盟大學訂定合作安排，便無須獨自

承受單科學院所面對的經費和收生壓力。發展跨學科課程亦

能在教育人材需求下降時起緩衝作用；而在報讀教育課程的

人數上升時，該校則可得到結盟大學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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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教院可以把一套獨特的教育產品帶進結盟大學，另一

方面卻可受惠於規模效益，以及在開辦自資課程和全球市場

方面，借助結盟大學的經驗和聲譽。這樣的整合安排亦可為

教院提供一個更穩固的平台，使其能更迅速地實行進軍國際

及輸出服務的大計。  

4.17  與發展為獨立的多學科院校相比，教院與具規模的大

學結盟，不但可繼續發展其教育目標，並可在較短的時間內

實現本報告的大部分建議，所需的社會資源也較少。  

4.18  雖 然 這 個 方 案 可 優 化 香 港 的 師 資 教 育 和 實 現 多 個 目

標，但要推行這發展方向，顯然必須找到一個願意合作的伙

伴，而且雙方都要相信合作對大家有利。  

獨立發展方案  

4.19  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多學科院校可分為幾類。有些院校

著重推行通識博雅教育；在香港，浸大和嶺大都可以歸入這

個類別。另一類多學科院校則圍繞一個重點範疇開辦一系列

學科，科大就是例子。  

4.20  教院亦可自行發展成為以教育為重點及具備研究實力

的多學科院校，以加強本身的實力，提升香港的師資教育，

從而落實本報告的全部建議。這個方案可讓教院朝着鮮明獨

特的願景前進。新院校如能按計劃有系統地發展，致力迎合

香港的教育需要，以及擴闊校內學生的學習、研究和就業機

會，便可為香港高等教育界增值。  

4.21  教院按計劃有系統地擴闊學科領域之餘，亦可與香港

及 各 地 其 他 院 校 進 行 實 質 協 作 。 事 實 上 ， 不 論 是 現 在 或 將

來，教院都宜多與其他院校合作，因為此舉能使學術課程更

為充實，尤其對新的和正在擴展的學術範疇而言，更可避免

課程重疊，浪費資源。   

4.22  工作小組建議，如果教院選擇獨立發展成為一所多學

科院校，則除教育學科外，還應開辦一組（例如至少三個）

其他學術課程。這對一所大學的學科領域的最低要求，是與

其他地區（包括中國內地）的慣常做法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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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雖 然 何 謂 一 個 學 科 很 難 明 確 界 定 ， 但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每一個學術範疇，例如人文、創意藝術、社會科學、資訊科

技 、 健 康 衞 生 ， 管 理 及 行 政 等 ， 都 應 由 一 個 完 整 的 學 系 負

責，並為每一學位課程提供一個或最好多個主修科目。因為

這一小組學科應與教育有關，所以我們並不預期教院會開辦

如工程、牙科、法律、建築等課程。  

4.24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 新 學 科 的 課 程 應 涵 蓋 足 夠 的 學 術 和

專業知識，令學生可獲得非師資教育的學位。在選定新的學

術範疇時，教院須考慮下列因素：  

 新學科會如何豐富本身的師資教育課程；  

 教院現時的強項；  

 除了與教育相關的分科外，還會開設什麼分科；  

 學生畢業後的就業機會；  

 避免與本港其他大學的學科出現不適當的重疊；以及  

 就新學科與其他大學進行教學和研究合作的機會  

4 .25   世界各地有不少前單學科學院成功擴展的例子。這些

學院所依循的擴展途徑不一，其中包括發展跨學科，或針對

新興行業及專業的學位及研究課程，或以獨特教學模式教授

傳統學科等。學科之間的協同效應，能大大提高人力及其他

資源的效率，並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術環境。教院可根據教

職員現時的強項及學術興趣，決定所開辦的學科數目和課程

深度，並與其他高等院校建立重要的合作關係。教院的發展

路向，將反映出該校對推動跨學科發展、學生的就業準備、

純理論或應用研究和教學的平衡，以及如何滿足社會需要等

課題的取向。  

建議 3 

教院應選擇下述兩個方案之一，以致力落實本報告所載的建

議：  

(a)  發展成為一所着重教育及提供其他相關學科的多學科院
校，主要開辦學士及以上程度學位的課程，並進行研究

和研究培訓；或  



   
39

(b)  與一所現有大學結盟，為教院學生提供跨學科的學習及
研究環境和靈活的升學就業途徑，並按照教院與伙伴大

學共同議定的發展計劃，制訂其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