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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 眾 多 公 共 政 策 中 ， 鮮 有 如 教 育 般 對 一 個 繁 榮 、 文 明 而 具 開 創 性

的 社 會 具 有 如 此 舉 足 輕 重 的 作 用 。 教 育 質 素 往 往 亦 是 經 濟 興 衰 的

關 鍵 。 在 這 方 面 ， 師 資 教 育 發 揮 著 核 心 功 能 ， 而 國 際 間 已 形 成 一

種 新 趨 勢 ， 從 院 校 架 構 層 面 去 確 保 教 師 獲 得 最 有 效 的 培 訓 ， 以 適

應 現 代 課 堂 的 環 境 和 需 要 。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發 表 的《 發 展 藍 圖 》，為 審 視 如 何 優 化 香 港 師 資 教 育

的 各 項 相 關 課 題 提 供 了 良 好 的 契 機 ， 而 教 院 在 探 討 這 些 課 題 的 努

力 ， 誠 屬 可 貴 。  

 

教 資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費 了 不 少 功 夫 ， 致 力 瞭 解 國 際 間 在 更 有 效 地

培 訓 準 教 師 方 面 的 最 新 發 展 。 概 括 而 言 ， 為 學 生 提 供 優 質 教 學 是

改 善 他 們 的 學 習 成 果 的 最 佳 途 徑 ， 由 此 觀 之 ， 教 院 的 運 作 模 式 及

其 擔 當 的 角 色 至 為 重 要 。  

 

在 檢 視 《 發 展 藍 圖 》 的 具 體 細 節 時 ， 工 作 小 組 有 責 任 從 促 進 香 港

高 等 教 育 界 的 卓 越 發 展 為 出 發 點 ， 去 仔 細 評 估 各 項 建 議 。 雖 然 是

次 檢 討 工 作 從 教 院 的 《 發 展 藍 圖 》 出 發 ， 但 涵 蓋 面 卻 更 廣 闊 ， 自

然 也 不 只 局 限 於 大 學 名 稱 問 題 。  

 

由 2007 年 8 月 訂 出 工 作 小 組 的 職 權 範 圍 至 2009 年 1 月 報 告 獲 教

資 會 確 認 ， 其 間 許 多 人 士 及 組 織 為 是 次 檢 討 付 出 不 少 時 間 和 精

力 ， 正 好 反 映 公 眾 對所涉 及 的 課 題 相 當 關 注 。 我 特 別 要 對 工 作 小

組 各 成 員 、 教 資 會 秘 書 處 、 教 院 高 級 管 理 層 、 及 工 作 小 組 的 特 別

顧 問 對 檢 討 所 作 的 貢 獻 ， 表 示 感 謝 。 有 關 詳 情 載 於 本 報 告 第 V 部

份 。  

 

 

賴能教授，AC （Professor John Niland AC） 

香港教育學院《發展藍圖》檢討工作小組召集人 

2009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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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語表 
  

“3+3+4”學制    三年初中、三年高中和四年大學學制  

《發展藍圖》   香港教育學院於 2007 年 6 月發表的   
《發展藍圖  – 邁向成為教育大學》  

大學理工教資會   大學及理工教育資助委員會  

工作小組     香港教育學院《發展藍圖》檢討工作小組  

中大      香港中文大學  

公開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城大      香港城市大學  

科大      香港科技大學  

師訓會     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  

浸大      香港浸會大學  

教院      香港教育學院  

教資會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理大      香港理工大學  

港大      香港大學  

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  

質保局     質素保證局  

學評局   香港學術評審局（現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

歷評審局）  

樹仁學院     香港樹仁學院  

嶺大     嶺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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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背景  

1.   政府去年邀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就香港

教育學院（教院）發表的《發展藍圖》給予專業意見。根據

政府提供的職權範圍，教資會除須考慮《發展藍圖》內載的

建議外，亦須顧及香港社會整體的利益和需要，包括如何推

動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教資會為此成立了教院《發展藍

圖》檢討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本報告載述工作小組已獲

教資會贊同的檢討結果和結論。  

2 .   教育是社會生生不息、創新求進的重要基石。教育質

素對經濟發展亦至為重要。隨着各經濟體系間的競爭日趨激

烈，教育對社會持續繁榮所起的關鍵作用更形重要。近數十

年來，香港經濟出現結構性轉變，由側重製造業轉為以服務

業 為 主 ， 要 在 競 爭 中 保 持 領 先 地 位 ， 必 須 培 育 大 量 合 適 人

才。而人才的培育，與學校和教師所提供的教育質素息息相

關 。 要 達 到 這 目 標 ， 其 中 一 個 最 佳 方 法 是 加 強 師 資 教 育 課

程，為香港的學校培訓優質教師。  

3 .  在 適 切 時 ， 是 次 檢 討 亦 尋 求 促 進 高 等 教 育 學 生 的 相

關利益，並提倡能達致以下目標的師資教育方法：  

 吸引和挽留優秀學生從事教學專業；  

 為修讀學位程度課程的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環境；以

及  

 在學生修業期間為他們提供靈活的升學就業途徑。  

教院簡介  

4.  教院在本港的高等院校中，歷史較短；該院第一批學

士學位畢業生僅於 2001 年產生。教院目前的強項，在於培訓

小學和學前教育教師；現時全港約有八成新入職的小學教師

是教院的畢業生。教院在這方面的優勢對考慮該院的未來定

位至為重要。至於中學方面，約有四份之一的新任教師來自

教院。此外，教院開辦的副學位和非學位課程，修讀人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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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然而，教院只有少數研究生，並且沒有教資會資助的

研究課程學額。  

國際趨勢：師資培訓院校和師資教育改革  

5.   工作小組參考過世界各地師資培訓院校的轉型過程和

近期趨勢後，認為大多數已發展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所採取

的發展路向優點良多。具體而言，大學能提供多元學科的學

習環境，對學生、教職員和社會都有明顯的裨益。在這樣的

大學內，學生可選擇專修一個或兩個學科，從而增加他們的

升學就業途徑。此外，一個助長跨學科研究和教學的環境，

亦有助豐富他們的學習經歷。  

6 .   政治、社會及經濟的重大變化，正為教師和師資教育

機構帶來重大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全球經濟日趨複雜及一

體化、通訊科技突飛猛進，以及社會風俗習慣改變對學校和

課堂環境的影響等。在很多國家，教育改革的動力來自因教

學水準低落而導致學生學習成效下降的結果。  

7 .   《發展藍圖》、研究文獻及教院提供的其他資料均顯

示，教院對國際間師資教育領域的重大轉變，以及單學科師

資培訓學院的發展趨向，已有所認知。而對這些國際關注事

項 、 改 革 和 政 策 課 題 的 探 討 ， 亦 為 工 作 小 組 提 供 了 背 景 資

料，作為評估教院發展建議的依據。  

對教院《發展藍圖》的評價  

8.   近年國際間在師資培訓及院校轉型的發展趨勢，正好

反映出教院本身的的轉型計劃的局限性。工作小組擔心教院

就轉型提出的發展方向及建議的本質，整體上未能令學院真

正轉型及大幅改善香港的師資教育。工作小組擔心大量開辦

自資（包括非本地）課程的建議或會分薄教院的管理和人手

資源，令教院無法專注處理更重要及適切的事務，包括將同

期實施的 “3+3+4”學制改革。我們提議，教院應重新思考其發

展 方 案 ， 爭 取 資 源 以 擴 闊 學 科 範 圍 ， 促 進 教 師 持 續 專 業 發

展，並調整緩急次序，把重點由進軍出口市場轉移至滿足香

港本身的需要，或尋求有效方法令兩者得以兼顧。根據教院

提供的補充資料，以及從與教院新任管理團隊討論所得，工

作小組認為現時教院領導層的想法較《發展藍圖》所勾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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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更為進取。我們希望教院能體會本報告對其潛力所表達

的信心，及當中各項建議對其未來發展的積極作用。  

9 .   在整份《發展藍圖》中，教院對成為大學的期盼，躍

然紙上。教院認為取得大學名銜是《發展藍圖》內多項建議

的基礎，但事實上，擁有大學名銜卻不見得是該等建議的先

決條件。工作小組認為，《發展藍圖》過於倚重大學名銜來

推動改進和變革，而非主動自我增值，令教院的教學和研究

環境得到實質改善。換言之，《發展藍圖》在教院尚未具備

大學的條件前，已提出這項要求。工作小組認為，先後次序

至為重要。部份人士基於「地位」、社會和文化因素，或本

港其他院校的所謂先例等原因，而鼓吹給予教院大學名銜。

這些無疑都是根深蒂固的論點，但我們不認為立刻給予教院

大學名銜能解決關鍵問題，就是如何首先優化和加強教院的

實力。  

10 .   工作小組最關心的是：教院作為本港高等教育界其中

一所院校，應如何發展和加強實力。工作小組在研究這個問

題時，參考了多個不同地方高等教育體系的轉型變革經驗。  

11 .   總 括 來 說 ， 絕 大 多 數 曾 為 單 學 科 師 資 教 育 學 院 的 大

學，都經過某些形式的轉型，務求營造具備下列特點的學習

環境：課程涵蓋最少一組互補性學科、具備研究能力，及絕

大多數學生報讀學士學位及以上程度課程（而非副學位和非

學位課程）。  

12 .  《發展藍圖》所勾劃的願景是把教院發展成為一所單

學科的教育大學，但《發展藍圖》並無解釋採用單學科模式

的好處，以及該模式如何勝過優點甚彰的多學科模式。工作

小組認為教院提出維持其單學科模式的理據，與確切地擴濶

學科範圍所能帶來的公認好處比較，實有所不及。再者，工

作小組相信，除了學習和研究環境得以擴闊外，引入多學科

還能為學生提供真正多元化的進修和就業途徑，令他們更受

惠。  

建議 1 
教資會界別內不宜設立一所教育大學，特別是以單學科模式

運作者；有關方面同時應採取其他策略，以提升教院實力，

從而優化師資教育及促進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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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雖然《發展藍圖》建議教院以自資課程和區域發展為

轉型基礎（第 39 至 40 段），但工作小組認為，相對於致力

實 踐 教 院 的 基 本 和 主 要 使 命  — 即 發 展 和 提 供 優 質 師 資 教

育，以及進行教育研究，以支援香港的學校  — 而言，這些

建議只屬次要。教資會固然鼓勵院校多從事開創活動，但我

們更加注重院校本身的基本角色，就教院而言，此即師資教

育。同時，我們也關心教院在未來數年為預備 “3+3+4”學制改

革而須面對的重大挑戰。  

建議 2 
教院應把重點放在：  

 香港師資教育的策略發展；  

 發展配合師資教育的其他學科；以及  

 促進研究活動和營造研究培訓環境。  

14.   教院已表明其發展和自強的決心；除上文論及的建議

外，《發展藍圖》還提出一些有助達成此目標的其他建議。

工作小組歡迎《發展藍圖》中關於發展研究和研究培訓能力

的承擔和有關策略。這些策略與我們倡議教院培養適當研究

能力的目標相符。  

15 .   工作小組亦歡迎《發展藍圖》建議教院加強參與教師

專業發展和在職培訓。其他建議如訂定國際基準及提升個別

學生的師資教育經歷等亦屬可取。  

教院的未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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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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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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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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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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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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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能

加強其實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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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綜觀世界各已發展國家的經驗，我們確信高等院校均

能 經 擴 闊 課 程 範 圍 或 與 其 他 院 校 結 盟 而 大 增 實 力 ， 並 使 學

生、教職員和社會都得到莫大裨益。  

院校整合方案  

22.   工 作 小 組 檢 視 世 界 各 地 師 資 培 訓 院 校 的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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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本報告亦闡述了教院本身、師資教育以及香港高等教

育界從院校整合中可獲得的益處。這包括教院可取材自多個

現有並經評審的學科，以豐富其學術課程；其教育課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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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和學生能在較短時間內取得大學地位，以及儕身於積極

從事研究的群體中，並進行跨學科研究的機會等。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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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在較短的時間內

落實本報告的大部分建議，所需的社會資源也較少。  

獨立發展方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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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學 生 的 學 習 、 研 究 和 就 業 機

會，便可為香港高等教育界增值。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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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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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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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考慮  

27.   本報告提出的部份建議，將牽涉財政考慮。工作小組

認為，師資教育是整體教育政策中重要的一環，值得政府投

放更多資源。但若向教院增撥經費而需削減其他教資會資助

院校的撥款，則既不可取，也不合理。然而，不論政府會增

撥多少資源予教院，教資會都樂見私人資助或其他嶄新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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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來源，並歡迎各種籌措經費的新策略。無論採取院校整合

或獨立發展方案，所需費用目前均難以準確推算，但我們明

白公眾和政府都期望得知成本概略，因此，報告也提供了一

些數據。  

人力規劃  

28.   與其他師資培訓院校一樣，教院會受政府平衡教師供

求的目標所影響。鑒於現時該院所有教資會資助課程均受人

力規劃左右，工作小組促請政府，不論教院日後採取獨立發

展，或與一所現有大學結盟，應在師資供求方面繼續採取較

靈活的處理方式，以便教院能夠制訂較長遠的計劃。  

建議 4 
政府：  

 在處理教院的發展事宜時，應在教資會現有的撥款

水平以外，給予額外撥款；以及  

 繼續靈活處理師資教育方面的人力規劃。  

面臨的挑戰   

29.   工 作 小 組 深 信 ， 教 院 管 理 層 有 決 心 帶 領 該 校 向 前 邁

進，並且具備遠見和魄力，以推行影響深遠的改革。然而，

工 作 小 組 必 須 重 申 ， 無 論 教 院 採 用 院 校 整 合 或 獨 立 發 展 方

案，要落實建議的變革，過程都極為艱巨。在未來數年，教

院很可能要用上大量人力物力，殫精竭慮，才能完成轉型。  

30 .   工作小組認為教院具備長足發展，並取得重大成就的

潛力。只將教院發展成為一所單學科的（教育）大學，目標

不免過低，既不符合教院或其畢業生的長遠利益，亦無助香

港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教院目前未有足夠及適當的條件

成為一所大學：包括多元學科的環境、雄厚的研究實力，和

對除師資教育外其他課程的自我評審資格等。除非通過院校

整合取得大學地位，否則教院必須先證明已透過上述多學科

的獨立發展方案徹底轉型，才能再要求當局重新考慮其地位

問題。工作小組理解，由於教院在轉型期間須同時應付推行

“3+3+4”學制改革所引起的轉變，因此轉型過程會份外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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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鑒於本報告提出的挑戰和機遇，工作小組建議教院應

獲所需支援，以便研究和探討上述建議的方案。我們鼓勵教

院校董會尋求具有院校改革經驗的校外專家的意見，以收集

思廣益之效。教資會會盡力向教院校董會提供適當的支援和

意見，協助教院制訂周詳的方案，以充份利用其發展機會。  

結語  

32.   工作小組提出的建議，都以學生的學習經驗為主要考

慮。本報告的建議如付諸實行，教院的畢業生將會有更多不

同 的 課 程 選 擇 （ 包 括 教 院 自 行 開 辦 和 與 伙 伴 院 校 合 辦 的 課

程），也會具備更佳能力，以應付現實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同時亦可獲得更多的就業途徑。  

33 .   教 院 積 極 發 展 研 究 的 成 果 ， 會 啟 發 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設計，更可惠及本港的學校教育政策和課程發展。《發展

藍圖》和補充資料所載的建議，應確保研究生可參與研究工

作 ， 並 透 過 本 地 和 國 際 研 究 網 絡 ， 與 其 他 研 究 生 作 定 期 交

流。  

34 .   《 發 展 藍 圖 》 為 教 院 未 來 勾 畫 的 願 景 ， 是 以 改 變 教

院的名稱和發展方向為出發點。工作小組評估過這個願景和

與教院管理團隊詳談後，贊成教院應在研究及研究培訓方面

發展，並建議教院進一步發展為一所多學科的院校。工作小

組相信這些建議將有助推動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並

為教院和香港師資教育的持續發展奠下穩固的基礎。落實這

些建議對教院日後爭取大學名銜也大有幫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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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檢討背景  

香港教育學院《發展藍圖》檢討工作小組  

1.1   為回應政府就香港教育學院（教院）發表的《發展藍

圖》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尋求專業意見（載於

附件 A(1)  ），教資會在 2007 年 8 月成立教院《發展藍圖》

檢討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和成員名

單，以及教資會的職權範圍，分別列於附件 A(2)至 A(4 )內。

根據有關的職權範圍，教資會除須考慮《發展藍圖》內載的

建議外，亦須顧及香港社會整體的利益和需要，包括如何推

動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本報告載述工作小組已獲教資會

贊同的檢討結果和結論。  

1 .2   工作小組在經探討過多方面的資料及課題後才作出相

關結論。工作小組在審視《發展藍圖》時，亦兼顧是次檢討

的宏觀策略意義。  

1 .3   教院是香港學校教師的主要提供者。工作小組認為改

善 香 港 的 師 資 教 育 ， 遠 遠 超 越 教 院 的 地 位 和 名 稱 問 題 ， 因

此，高等教育界（尤其是教資會資助院校體系）和香港師資

教育的整體發展，才是工作小組須處理的核心問題。  

報告的範圍  

1.4   本報告關乎一所現有高等院校可能採取的發展路線，

並以該院校的特定角色和教資會對香港整體高等教育界發展

的策略性方針作為基礎。本報告並非旨在為師資教育或教學

專業的發展作全面檢討，工作小組也沒有評核本港其他大學

的師資培訓課程（附件 C 載有香港浸會大學（浸大）、香港

中文大學（中大）、香港大學（港大）及香港公開大學（公

開大學）的師資教育學院／學系概覽）。本報告從教院的獨

特定位和情況著眼，故其內容並非為指導香港其他高等院校

的發展而設。最後，本報告亦非教院的質素核證或院校評審

報告。教院與其他教資會資助院校一樣，須定期接受質素保

證局（質保局） [E1] 的質素核證。  



   
10

1 .5   我們草擬本報告時，曾參考政府對師資教育的整體政

策方針。我們得悉在可見未來，現行的教育政策和師資培訓

模式預期將維持不變，特別是教育學士和教育文憑兩種課程

模式將繼續並存，而教育學士課程仍會是培訓學前教育、小

學和部份中學科目教師的主要途徑。  

1 .6   工作小組在審視《發展藍圖》時，參考了國際間與師

資教育有關的主要議題，包括多個地區內，前為單學科的師

資培訓院校的發展，以及這些發展方向的理據。  

1 .7   是次檢討中的一個主導原則，是根據香港社會的長遠

利益和需要來評定教院的發展目標。這些長遠利益和需要在

不少重要政策文件中有所詳述，並為香港目前的教育改革提

供 理 念 佐 證 。 舉 例 來 說 ， 《 終 身 學 習  全 人 發 展 》 報 告 書 提

到：  

“學生是學習的主人翁，教育的最終目標乃是幫助每
個學生達致全面及具個性的發展。 ” [ 4 5， 第 6 . 3 段 ]  

因此，師資教育機構有責任：  

“不斷更新培訓課程內容，藉以提高其適切性，幫助
校 長 和 教 師 掌 握 實 踐 教 育 改 革 所 需 的 知 識 和 技
能。 ” [ 4 5， 第 1 1 . 1 0 段 ]  

1 .8   在適切時，是次檢討亦尋求促進高等教育學生的相關

利益，並提倡能達致以下目標的師資教育方法：  

 吸引和挽留優秀學生從事教學專業；  

 為修讀學位程度課程的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環境；以

及  

 在學生修業期間為他們提供靈活的升學就業途徑。  

主要工作  

1.9   工作小組進行了下列主要工作：  

 審 議 《 發 展 藍 圖 》 [E2]和 教 院 提 交 的 其 他 文 件 ， 包 括

對工作小組提問的回應和補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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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閱有關香港現行教育改革及其對師資教育的影響的

文件；  

 檢視國際間師資教育政策和院校發展的趨勢；  

 縱覽有關最新的師資教育重點課題的文獻；  

 檢閱不同地區頒授大學名銜的準則；  

 檢閱與單學科大學和院校有關的文獻；  

 與教院的高層管理團隊對話；  

 到訪教院的大埔校園；  

 與教院的學生會、教學人員協會和校友會代表會面；  

 與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師訓會）代表會面 [E3]；  

 向持份組織（包括中小學校長協會、幼兒教育團體、

教師及其他教育團體，以及商會和僱主聯會等）徵詢

意見。附件 G 臚列已聯絡、會見和提交意見書的相

關組織名單。  

報告的編排  

1.10  本報告內容編排如下：  

 第 2 章載述教院在本港師資教育所擔當的角色，並綜

觀世界各地單學科師資教育學院的發展，以及師資教

育範疇內最新的的相關議題。  

 第 3 章審視《發展藍圖》的建議。除了關於教院轉型

的主要建議外，本章也探討教院在以下範疇提出的發

展計劃：獲教資會資助的副學位和學士學位（包括雙

學位）課程學額、研究、研究訓練、地區和國際性活

動，以及自資活動等。  

 第 4 章建議教院轉型以發揮更佳功能；並提出兩個轉

型方案。  

 第 5 章作出總結，並就教院的未來發展進程提出建

議，從而推動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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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提升師資教育質素  

2.1   教 院 的 首 要 目 標 是 為 香 港 提 供 優 質 的 師 資 教 育 。 目

前，改善教學質素，特別是加強教師激勵和推動學生學習的

能 力 ， 已 被 公 認 為 提 高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的 最 有 效 方 法 。 舉 例

說，歐洲委員會 2007 年有關師資教育的宣言開宗明義指出：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質素與學生成績有明顯的正比關係，而
教師質素也是對學生表現影響最大的校內因素 ” [ 4 0， 第 3 頁 ]。

同 樣 ， 《 香 港 教 育 藍 圖 》 (1999)也 要 求 教 師 鼓 勵 學 生 自 發 地

和有效地學習，並為學生樹立榜樣，向他們灌輸正確的價值

觀。 [ 4 4， 第 4 . 5 段 ]  

2.2   教育是社會生生不息、創新求進的重要基石。教育質

素對經濟發展亦至為重要。隨着各經濟體系間的競爭日趨激

烈，教育對社會持續繁榮所起的關鍵作用更見重要。近數十

年來，香港經濟出現結構性轉變，由側重製造業轉為以服務

業 為 主 ， 要 在 競 爭 中 保 持 領 先 地 位 ， 必 須 培 育 大 量 合 適 人

才。而人才的培育，與學校和教師所提供的教育質素息息相

關 。 要 達 到 這 目 標 ， 其 中 一 個 最 佳 方 法 是 加 強 師 資 教 育 課

程，為香港的學校培訓優質教師。  

2 .3   教師的質素，在很大程度上取決於投身教師行列的人

士，以及他們接受的培訓。社會一般期望教師能充分掌握他

們 所 教 授 的 學 科 知 識 ， 而 且 能 純 熟 有 效 地 運 用 教 學 法 。 因

此，以教院為主力的師訓機構，必須提供優質的師資培訓課

程，並須配合香港當前教育改革中以學生為本位和終身學習

的原則。  

2 .4   本章首先概述教院在香港擔當的角色，並簡介教院目

前的狀況，隨後檢視部份國家的師資培訓院校如何發展和提

升它們的專業地位，最後探討目前國際間就師資教育所推行

的改革和最新重點議題。這些改革和議題對提升香港的師資

教育質素有參考價值，並為我們評估《發展藍圖》的工作提

供實用的背景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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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院在香港師資教育的角色  

2.5   教院在培訓本港教師方面擔當主力角色。附件 D 載

有 與 是 次 檢 討 相 關 的 香 港 師 資 教 育 背 景 資 料 。附件 B(1)至
B(3)簡介教院的歷史和現時提供的課程，而附件 B(4)則列出

教院與教資會協定的「角色說明」。  

2 .6   教院在本港的高等院校中，歷史較短；該院第一批學

士學位畢業生僅於 2001 年產生。教院目前的強項，在於培訓

小學和學前教育教師；現時全港約有八成新入職的小學教師

是教院的畢業生。教院在這方面的優勢對考慮該院的未來定

位至為重要。至於中學方面，約有四份之一的新任教師來自

教院。此外，教院開辦的副學位和非學位課程，修讀人數也

很多。然而，教院只有少數研究生，並且沒有教資會資助的

研究課程學額。  

國際趨勢：師資培訓院校  

2.7   社會對師資教育如何能充分發揮其關鍵作用的理解，

是會隨時間而轉變的。過去四十年，已發展國家中出現的一

個主流趨勢，對單學科院校的地位，影響尤其深遠。不論北

美洲、澳洲、歐洲、以至亞洲部分地方，都興起了將單學科

的師資教育學院優化和現代化的浪潮，以體現教學專業化的

目標。  

2.8  美國的師資培訓機構在整個二十世紀不斷發展，不是

擴大規模  （通常成為文科學院和大學），便是轉為現有大學

的教育學系或與現有大學的教育學系合併。這個轉變一直被

視為美國提升教師專業地位的一個重要步驟。 [ 7 ]  

2.9  英國的教育學院比美國較遲轉型為大學，有的甚至於

過去十年才完成整個轉型過程，成為新辦大學。這些教育學

院發展的共通之處，就是擴闊學科領域以涵蓋文科及理科科

目，甚或是與一些綜合院校合併。 [ 2 5 ]  

2.10  雖然歐洲大陸的師資培訓院校仍各有不同，但提升單

學科師資培訓院校的實力或與現有大學合併，已蔚然成風。

據 《 2000 年 歐 洲 師 資 教 育 綠 皮 書 》 （ Green Paper on Teacher 
Education in Europe 2000）報告，芬蘭、德國、希臘、葡萄牙、

瑞典和英國都有同樣的趨勢。而「泛歐大學教育交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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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泛歐洲的合作計劃）雖然容許其創始成員國可以稍有

差異，但就東歐的院校而言，該計劃就只接納多學科的院校

為會員。 [ 1 8 及 3 9 ]  

2.11  在澳洲，師訓學院的轉型過程，與北美洲和英國的情

況類似。在 1960 年代後期至 1970 年代，由於社會要求師訓

學院舉辦更多種類的課程，大部分師訓學院利用政府增撥的

經費，透過與一所或多所師訓學院或其他專修高等院校（如

農業或工業學院）合併，而成為高等教育學院。 1988 年，聯

邦政府發表《高等教育白皮書》，促使高等教育學院轉為大

學。 [ 5 0 ]  

2.12  在中國內地， 1949 年後的高等教育制度深受前蘇聯

模式影響，偏重單學科院校（例如農業、語文、教育等）。

內地當時亦須面對為龐大人口提供教育的重大挑戰。內地的

師範學校、師訓學院和教育大學的制度使培訓師資的院校遍

布每一省份，因而確保提供足 夠的教師應付當地的需要。 [ 3 2

及 3 5 ]  

2.13  在 1960 年代，內地主要的師範大學（例如北京師範

大學）開始擴闊其學科領域。由於內地視教育為實現經濟發

展的重要途徑，師資教育院校承受的壓力亦愈來愈大。內地

近數十年的一孩政策，使社會對小學教師的需求大幅減少，

因而導致不少師訓學院通過擴闊學科領域或與其他綜合大學

合併，而作出整合。  

2.14  至 1990 年代，中國全面開放高等教育制度，部分綜

合大學開始經辦師資教育課程。北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亦加入

了師資教育的行列。根據最近一項研究，提供師資教育課程

的 「 非 師 資 教 育 」 院 校 數 目 ， 由 1980 年 代 初 的 20 所 增 至

2002 年的 258 所，取錄近三成的師資教育課程學生。教師薪

酬上升，亦吸引愈來愈多綜合大學的畢業生投身教學專業。

中國內地的高等教育撥款模式，以及各類型院校在人們心目

中的地位，都促使師訓學院和師範大學發展成為綜合大學。

[ 3 2 及 3 5 ]  

2.15  如《發展藍圖》所述，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新辦單學科

大學的例子，但工作小組認為這些大學的成立，各有其獨特

的歷史和文化因素。《發展藍圖》所舉的例子中，最突出的

是東京學藝大學，但該大學提供範圍廣泛的文科課程，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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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不足半數的畢業生任職教師；從各方面來看，該大學都不

是一所單學科大學。  

2.16  工作小組參考過世界各地師資培訓院校的轉型過程和

近期趨勢後，認為大多數已發展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所採取

的發展路向優點良多。具體而言，大學能提供多元學科的學

習環境，對學生、教職員和社會都有明顯的裨益。在這樣的

大學內，學生可選擇專修一個或兩個學科，從而增加他們的

升學就業途徑。此外，一個助長跨學科研究和教學的環境，

亦有助豐富他們的學習經歷。  

各地推行教育改革提升師資教育質素  

2.17  歐洲 46 個國家最近就師資教育共同制訂的重大改革

議程，以及其他多個國家目前正推行的措施，反映目前備受

關 注 的 重 點 議 題 ， 以 及 世 界 各 地 在 師 資 教 育 方 面 的 積 極 發

展。 [ 1 , 4 , 3 9 , 4 1 , 6 2 & 6 4 ]  

2.18  根據歐洲委員會近期一份關於歐洲教學專業改革的文

件，自 1990 年以來，除了三個國家外，歐洲所有國家都開展

了大規模的教學專業改革。澳洲政府在 2003 年進行了一次大

規模的教學及師資培訓檢討，並於最近制訂了有關國家師資

培訓及註冊標準的新措施。 [ 4 1 & 4 8 ]  

2.19  自 2001 年起，美國的師資教育院校及學系努力適應

以標準為本的重點教育改革，和應付國會就兼顧所有學童的

立法（ No Child Left Behind Legislation）對院校政策和實務所帶來

的 影 響 。 在 日 本 ， 政 府 在 1996 年 進 行 大 規 模 的 師 資 培 訓 檢

討，其後由於面對公眾壓力，加上剛完成培訓的新入職教師

流失率甚高，日本政府最終推行了多項改革計劃。 [ 1 , 1 6 & 3 0 ]  

2.20  在中國內地，據報由於公眾不滿以應試為主的教育模

式，國家在 1999 年推行以「均衡教育」為目標的重大改革。

其他國家方面，由於當地政府察覺到學生的學習成效下降或

有下降跡象，並且深明教育質素對經濟、社會及文化的重大

影響，近年均紛紛推行改革。 [ 3 2 及 6 4 ]  

2.21  香港的《廿一世紀教育藍圖》 (1999)亦旨在解決相同

的問題，包括過份着重考試、死記硬背和學生語文能力下降

等。 [ 4 4， 第 2 . 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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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   除了來自家長、市民和政府的壓力外，教學界本身也

大力倡議多方面的改革，所涉及的範疇包括教師的持續專業

發展、研究為本教學、反思實踐（ reflective practice），以及日

趨複雜的課堂環境及教師的角色轉變所引起的問題等。  

師資教育當前的重大問題  

2.23  接着我們探討一些常於文獻中論述、有關如何在瞬息

萬變的社會及經濟環境下改善師資培訓和師生表現的課題。

在現今的全球化環境下，政府和社會無可避免會日益重視優

質教育對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價值。  

2.24  政治、社會及經濟的重大變化，正為教師和師資教育

機構帶來重大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全球經濟日趨複雜及一

體化、通訊科技突飛猛進，以及社會風俗習慣改變對學校和

課堂環境的影響等。在很多國家，教育改革的動力來自因教

學水準低落而形成學生學習成效下降的後果。  

2.25  雖然香港目前推行的教育改革已能對症下藥，但要落

實教育模式和師資培訓方面的新措施，仍有待較全面思維文

化的改變。一些其他改革策略，例如擴闊中小學和大專程度

的課程、發展教師的持續專業培訓，以及吸引優秀學生投身

教學專業等，亦只處於初步實行階段。  

有需要以教育研究作為教學策略的依據 (實證為本教學 )  

2.26  以研究作為教學手段和政策的依據，現在已是不言而

喻的道理。但長久以來，教學專業一直存在着研究跟實踐脫

節的現象。造成這個現象的部分原因，是師範學校傳統上採

用學徒式訓練，而大學又側重學科知識，以致教育研究與教

學法難以加強融合。教院注意到這些傳統範式上的分歧，決

意在校內營造有助研訂教學法及促進創新課程設計的研究和

研究培訓環境。  

2 .27   教師接受職前培訓的環境，可影響他們日後對研究為

本教育的看法。師資培訓院校如積極從事研究工作，並支持

與學校結為研究伙伴，訓練出來的學生大多較能接受研究為

本的教學方法。這對於培養教師的分析能力或反思實踐，也

起着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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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8   在《發展藍圖》較前部份（第 9 段），教院已指出宜

以研究為本的方法推動學校和課堂改革，並表明這將是教院

發展方針的重要元素。《發展藍圖》亦強調，教院計劃把研

究和專業實踐結合起來。師訓會關於持續專業發展的多份報

告均指出，高等院校伙拍學校共同規劃和設計校本及個人持

續專業發展課程，能對師資教育起重要的作用。教院提出與

學校建立伙伴關係的建議，可在這方面作出寶貴的貢獻。  

質素控制、評審、標準和評核  

2.29  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 [E4] ），由於多數人認為學校

和教師未能扭轉學生學習成效下降的現象，政府、家長和社

會大眾對質素控制、評審、標準和評核事宜日益關注，在討

論 評 審 和 標 準 時 ， 自 然 會 衍 生 出 一 些 對 教 師 專 業 能 力 的 要

求，正如師訓會早前便為本港教師擬訂了一套有關指引。教

資 會 的 《 師 資 教 育 報 告 》 (1998)也 建 議 教 師 的 晉 升 應 與 表 現

掛 勾 ， 並 指 出 有 需 要 制 訂 專 業 架 構 ， 並 仿 效 其 他 專 業 範 疇

（ 法 律 、 醫 學 界 等 ） “…為 教 師 專 業 建 立 相 類 基 準 ” [ 5 9 ， 第 4 7

頁 ]。  

2 .30   多個國家正在收緊對高等院校的監管，意味着質素保

證和劃一標準等觀念，已被廣泛接受。為確保高等教育課程

（包括師資教育課程）能迎合社會的要求，以及家長和公眾

對下一代的期望，各地都紛紛要求新設及修訂的課程須經質

素保證機構和專業團體甄審和認證。  

課程結構  

2.31  在大部份已發展國家（以及很多其他地區，包括中國

內地），大多數職前師資教育課程均已革新及提升為三或四

年的學士學位（或同等資歷）課程。  

2 .32   而在這個趨勢的發源地美國，另一輪將師訓課程改為

五年制的變革正在蘊釀。學生可在五年內同時修讀學士和碩

士學位課程或另修碩士學位課程（如麻省的規定）。研究顯

示，較多五年制的畢業生會加入教師行列，並以此為終身職

業。這個趨勢在《發展藍圖》（第 8 段）及載於附件 H 的補

充資料均有提及。這些改革趨向可能會影響教院於 “3+3+4”學
制過渡期間作出的課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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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供應的問題  

2.33  一直以來，適時培訓適量和適當水平的教師都是大多

數政府高度重視的議題。但是，正如教資會在 1998 年發表的

《師資培訓報告》中指出，人口和其他方面的變化往往令政

府難以作出準確的預測。各地政府採用多種方法解決這些問

題，例如提供獎學金和免償還貸款，以吸引更多學生投身教

學專業。另一方面，有些國家卻出現教師過剩的情況，因而

必須研究教師流動和師資教育課程互相認可等課題。這些問

題 也 促 使 一 些 國 家 銳 意 發 展 可 供 輸 出 到 境 外 的 師 資 教 育 服

務。  

重新或加大力度推動教師在其整個職業生涯的專業發展和在
職培訓  

2.34  由於職前師資教育課程不能滿足教師在整個職業生涯

中所需要的各種培訓，為教師提供終身學習、持續專業發展

和在職培訓的機會至為重要；在現今日新月異的環境下，尤

其 如 是 。 《 終 身 學 習  全 人 發 展 》 報 告 書 和 2002 年 發 表 的

《香港高等教育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報告》均確認了這

點。 [E5] 

2.35  目前，業界普遍認為在職教育應與職前課程連結，並

且以教育研究結果作為依據。此外，不少在職教師有需要就

其學科領域進行深造，但礙於現有的在職教師課程多屬短期

性質，而且課題較零散，教師往往較難有明顯的進益。在這

方面，正如《發展藍圖》所述，中國內地希望教師的職前及

在 職 教 育 能 有 更 好 的 銜 接 ， 並 着 重 新 課 程 的 教 學 、 學 科 整

合、校本發展、校內輔導工作，以及因材施教等範疇。  

2.36  有見內地對這方面的重視，教院可考慮在香港教師的

持續專業發展方面發揮領導作用。事實上，師訓會在《教師
持續專業發展中期報告》 (2006)中指出：  

“…… 大 專 院 校 為 迎 合 需 要 ， 開 辦 了 很 多 相 關 的 課
程 ……持續專業發展的課程，無論收費多寡，質素的
差 距 相 當 大 ， 這 是 教 師 與 政 策 制 定 者 均 須 關 注 的 問
題。 ” [ 3 6， 第 1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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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新的職責和角色  ─  適應急速轉變的環境  

2.37  教 師 的 新 角 色 、 多 元 化 的 課 堂 環 境 、 通 訊 科 技 的 影

響，以及整體環境的急速轉變，導致教學本質出現變化。職

前和在職教師培訓機構必須充分考慮如何迎合這些變化。  

2.38  要適應急速轉變，涉及兩個相關問題。第一個是如何

應付不斷轉變的課堂環境，包括學生來自不同文化背景和操

多種語言的情況；後者與香港尤其息息相關。《發展藍圖》

第 11 段也指出， “3+3+4”學制改革引進多元化的學生將會是

本港學校日後面對的一大挑戰。  

2.39  第二個為教師帶來挑戰的問題與資訊和通訊科技及教

育軟件的開發有關。這是世界各地師資教育改革議程中重要

的一環，而國際間一致呼籲教育界應善用這些科技來促進教

與學。教資會於 2002 年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用了一

整節討論科技發展和教育的關係，探討電子化的教與學、網

上資源、學生運用科技的能力，以及訓練教職員使用新科技

的需要等。 [ 5 8 ,  第 2 7 頁 ]  

博洛尼亞進程 [E6] 

2.40  本部分探討歐洲自 1999 年以來推行的主要教育改革  
─ 博 洛 尼 亞 進 程  ─  可 能 對 香 港 造 成 的 影 響 。 這 項 教 育 改

革進程與香港有關的主要範疇包括：  

 統一學位架構；  

 協調各地質素保證機構採用的標準；以及  

 國際間互認學歷。  

2.41  博洛尼亞進程也考慮到其可能對歐洲以外地區的高等

教育界所造成的影響。正當香港投放資源發展成為區域教育

樞紐之際，歐洲正訂定質素保證和統一資歷的國際標準，以

滿足全球工作人口不斷轉變的需要。香港若要顯示其致力提

供符合國際標準及要求的優質高等教育的決心，適當地配合

博洛尼亞進程是其中一個方法。其中，採取劃一方法描述高

等教育資歷（稱為「文憑補充說明文件」，附於每份大學修

業成績表），尤值得教院等有意向外地輸出教育產品的本地

院校借鏡。中國內地亦有意加強與多個歐洲國家在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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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聯繫，並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2007 年博洛尼亞進程部長級會

議。 [ 3 8 及 7 1 ]  

影響  

2.42  《發展藍圖》、研究文獻及教院提供的其他資料均顯

示，教院對國際間師資教育領域的重大轉變，以及單學科師

資培訓學院的發展趨向，已有所認識。而對這些國際關注事

項 、 改 革 和 政 策 課 題 的 探 討 ， 亦 為 工 作 小 組 提 供 了 背 景 資

料，作為評估教院發展建議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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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評估教院的《發展藍圖》  

3.1   工作小組認為制訂《發展藍圖》是一項重要的規劃工

作，並大大加深了教資會和整個高等教育界對教院的認識。

工作小組對此表示歡迎。除了主要審視《發展藍圖》外，工

作 小 組 也 要 求 教 院 提 供 補 充 資 料 。 這 些 補 充 資 料 載 於 附 件

H。此外，工作小組成員亦曾多次與教院的管理團隊會面。  

3 .2   《發展藍圖》為教院勾畫出一個願景，重點在於加強

教院在師資教育方面的現有優勢，同時逐步擴大活動範圍，

以期為香港及區內更廣泛的社群層面提供服務。  

3 .3   《發展藍圖》亦提出了一個以學習者為中心及着重終

身學習的新教學模式，並闡述一套融合教學、研究和實踐的

方法，這些都與國際做法相符。《發展藍圖》的方向也與香

港目前的教育改革理念一致。《發展藍圖》提出的一些其他

建議，如付諸實行，亦會有利於香港的師資教育。  

3 .4   然而，本報告第 2 章提到有關師資培訓及院校轉型的

發展趨勢，正好反映出教院本身的的轉型計劃的局限性。工

作小組擔心教院就轉型提出的發展方向及建議的本質，整體

上未能令學院真正轉型及大幅改善香港的師資教育。我們提

議 ， 教 院 應 重 新 思 考 其 發 展 方 案 ， 爭 取 資 源 以 擴 闊 學 科 範

圍，促進教師持續專業發展，並調整緩急次序，把重點由進

軍出口市場轉移至滿足香港本身的需要，或尋求有效方法令

兩者得以兼顧。根據教院提供的補充資料，以及從與教院新

任管理團隊討論所得，工作小組認為現時教院領導層的想法

較《發展藍圖》所勾畫的願景更為進取。我們希望教院能體

會本報告對其潛力所表達的信心，及當中各項建議對其未來

發展的積極作用。  

3 .5   本章從三方面討論《發展藍圖》：首先考慮教院擬成

為香港教育大學但保留其單學科性質的建議；其次探討擬將

教院重新定位的兩大方向性轉變；最後將評估提高教院教學

和研究質素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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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大學名銜的建議  

3.6   在整份《發展藍圖》中，教院對成為大學的期盼，躍

然紙上。教院認為取得大學名銜是《發展藍圖》內多項建議

的 基 礎 ， 但 事 實 上 ， 擁 有 大 學 名 銜 並 非 該 等 建 議 的 先 決 條

件。工作小組認為，《發展藍圖》過於倚重大學名銜來推動

改進和變革，而非主動自我增值，令教院的教學和研究環境

得到實質改善。換言之，《發展藍圖》在教院尚未具備大學

的條件前，已提出這項要求。工作小組認為，先後次序至為

重要。  

3 .7   雖然院校的命名事宜最終是由政府決定，但工作小組

相信，教院獲大學名銜與否，並非亦不應是決定教院未來發

展路向的重點。話雖如此，我們知道，教院的名銜問題已廣

為社會關注，部份人士基於「地位」、社會和文化因素，或

本 港 其 他 院 校 的 所 謂 先 例 等 原 因 ， 而 鼓 吹 給 予 教 院 大 學 名

銜。這些論點無疑都有一定支持，但我們不認為立刻給予教

院大學名銜能解決關鍵問題，就是如何首先優化和加強教院

的實力。  

教師專業的地位  

3.8   教院能否吸引學生報讀，端視乎教師這個職業是否具

吸引力。有論者認為給予教院大學名銜即可提高教學或教師

專業的地位，但理據並不充份。雖然冠以大學名銜最初或會

有 助 教 院 稍 為 提 高 收 生 質 素 ， 但 我 們 認 為 著 重 改 善 學 習 環

境，才是持續吸引優秀學生的方法。  

教院的地位  

3.9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 一 所 院 校 的 地 位 受 多 種 不 同 因 素 影

響 ， 包 括 研 究 工 作 的 質 和 量 、 學 術 課 程 的 質 素 、 學 生 的 質

素、教學人員的聲望、校友的成就，以及院校對社會的貢獻

等。國際間具備這些質素的院校，有些稱為大學，也有些並

無大學名銜。  

3 .10   《發展藍圖》指稱，教院如獲得大學名銜，在發展其

建 議 的 地 區 和 自 資 活 動 時 便 會 事 半 功 倍 。 這 個 論 點 不 無 道

理，但工作小組認為國際市場關注的是院校的質素，多於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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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名銜。我們認為教院應先落實本報告建議的實質變革，

為日後的區域擴展和自資活動做好應有的準備。  

社會和文化因素  

3.11  工作小組了解，大學名銜可能牽涉社會和文化因素。

教院開辦學士學位課程的時間較短，也可能是令社會人士覺

得該校的地位和定位較模糊的原因。不過，教院現時已具規

模 ， 而 且 角 色 清 晰 ， 因 此 我 們 不 認 為 僱 主 （ 主 要 是 本 港 學

校 ） 對 聘 請 教 院 畢 業 生 的 態 度 ， 會 因 為 教 院 易 名 而 突 然 改

變。  

本港的先例  

3.12 《發展藍圖》與一些相關人士指出，本港其他獲教資

會資助的高等院校（例如城大、浸大、嶺大和理大）均在取

得自行評審資格後不久，便獲授大學名銜。然而，這些院校

成為大學前，已提供多學科課程，而且在成為大學後，一直

保留或進一步加強這個特質。第二個重大的分別，關乎自行

評審資格：城大、浸大、嶺大和理大的自行評審資格，並不

限於頒授特定學科的學位，而政府已向教資會證實，教院目

前的自行評審資格只適用於「該校自行開辦的學位及以上程

度師資教育課程」。因此，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在 2004 年

授予教院的自行評審資格，不能涵蓋如文學士或理學士等其

他 課 程 （ 不 論 這 些 課 程 是 雙 學 位 課 程 的 一 部 分 或 獨 立 開

辦）。這對《發展藍圖》提出的部分建議有重大影響。附件

E 載有城大、浸大、嶺大、理大、樹仁大學和公開大學成立

／升格的過程。  

3 .13   假 如 有 院 校 在 具 備 大 學 應 有 的 質 素 和 特 點 前 成 為 大

學，同一制度下的其他大學的地位或會因此被質疑。因此教

資會在決定是否支持給予任何高等院校大學名銜時，必須考

慮有關院校如獲升格會否促進整個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

工作小組認為，院校應先具備適當的特質才能獲考慮應否頒

授大學名銜。我們將在下一節探討一所大學的典型特質。  

大學的特點  

3.14  工作小組最關心的是：教院作為本港高等教育界其中

一所院校，應如何發展和加強實力。工作小組在研究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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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時，參考了多個不同地方高等教育體系的轉型變革經驗。

經考慮第 2 章內所載的論證，我們確信，綜觀世界各地不同

已發展國家的事例，擴闊課程範圍或與其他院校結盟，都能

令一所高等院校實力大增，從而令學生、教職員和社區得到

莫大裨益。  

3 .15  總括來說，絕大多數過往曾為單學科師資教育學院的

大學都經過某些形式的轉型，務求營造具備下列特點的學習

環境：  

課程涵蓋最少一組互補性學科，從而：  

 促使校內師生培養廣博的知識和理解；  

 使不同學科文化之間能互相切磋砥礪；  

 讓各學科間能交流方法、技巧、模式和價值取向；  

 支援不同層面的跨學科發展；  

 為學生提供更多選擇，包括不同的學習和就業途徑；  

 促進個別學科內及跨學科的知識增長；以及  

 提高院校的規模效益。  

具備研究能力，包括：  

 安排資深研究人員負責研究培訓；  

 提供研究培訓所需的設施；  

 由學士學位程度開始，營造研究環境，使課堂教學以

研究結果為依據；  

 鼓勵發展新知識領域；  

 支持應用知識於社區層面；以及  

 依據研究結果發展不同學科和跨學科的課程內容。  

絕大多數學生報讀學士學位及以上程度課程 (而非副學位和非
學位課程 )，務求能夠：  

 彰顯教育界的進修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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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院校專注於高等及專上教育，名實相符；  

 奠定院校的獨特文化，並培養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的

同儕精神；  

 得到在研究環境中教學的好處；以及  

 更有效地運用包括教職員和設施（如研究圖書館及實

驗室等）等珍貴資源。  

 3 .16  《發展藍圖》所勾劃的願景是把教院發展成為一所單

學科的教育大學，但《發展藍圖》並無解釋採用單學科模式

的好處，以及該模式如何勝過優點甚彰的多學科模式。  

3 .17  工 作 小 組 嘗 試 了 解 有 些 人 認 為 單 學 科 學 院 所 具 備 的

優點，以及支持該模式的其他理據。在這方面，我們曾參考

教院所提供的資料。這些參考資料強調，單學科大學，因專

注於一個學術領域（就教院而言是師資教育），故能事半功

倍。有兩篇學術論文曾闡述這觀點。 [ 4 及 2 3 ]  概括而言，單一

學科式院校似乎具備以下優點：  

 由於重點單一明確，因此在師資教育、求取學術成就

和進行研究方面，能事半功倍；  

 能匯聚學者及專家；  

 毋須面對多學科院校所遇到的「價值衝突」問題；  

 投放於師資教育的人力物力及教育人員能得以保障，

免受其他學系不必要或不平等的競爭；  

 毋須面對以專業實務為導向或其他形式的應用研究受

到輕視的問題；  

 可更有效地發揮「調節師資供應」的作用；以及  

 避免令教育學科過度學術化，出現教院前校長許美德

教授所形容的「學術偏移」。 [ 2 3 ]  

3 .18   工作小組觀察到，多項被認定為單學科學院的優勢，

似乎都是基於教育學院 /組別在多學科院校內需要特別保護，

以免受到其他專業學院及學科的競爭這個假設上。然而，不

論在世界各地或本港，設於多學科大學內的教育學院仍能蓬

勃發展的事例，比比皆是。誠然，教院若擴大學科範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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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校內塑造一個更濃厚的學術文化。教院可汲取本地及海

外院校發揮教育與其他學科的協同效應的經驗，並採取適當

策略，表揚有效的教育範式及成果，從而貫徹發展優質課程

及研究活動的目標。  

3 .19   此外，其中一個單學科學院面對的困難，是缺乏應付

人力需求周期的能力。對多學科院校來說，這問題則較易處

理。事實上，教資會也是基於這個原因，才向教院發放「單

學科學院額外補貼」。再者，院校如集中於單一學科，也可

能有礙該院校得到其他高等教育體系的承認。由於教院有意

進軍中國內地和其他地方的教育市場，這點也至為重要。  

3.20  《發展藍圖》建議「有限度」拓展某些大致上仍被視

為屬於教育領域的範疇。不過，教院在其補充資料及進一步

討 論 中 ， 已 把 拓 展 的 概 念 擴 闊 ， 稱 之 為 「 超 越 教 育 」 理 念

( ‘Education Plus’)。雖然教院承認增加學科數目會有某些好處，

但從該校的願景看來，教院仍期望大部分學生完成教育學士

課程，另有一小部分合資格的學生則修讀結合教育及另一學

科的雙學位課程。工作小組擔心，這個願景未必能給予其畢

業生足夠靈活性，讓他們選擇教學以外的職業，亦難以取得

達到上文第 3.15 段提及的好處。  

3.21  總括而言，雖然《發展藍圖》列舉了一些單學科教育

學 院 的 成 功 例 子 ， 但 卻 沒 有 提 出 強 而 有 力 及 條 理 清 晰 的 論

據，說明一所單學科學院模式的大學如何對香港社會和本地

高等教育界更為有利。特別是《發展藍圖》並未有清楚說明

為何教院如此轉型會有助優化師資教育及推動高等教育的卓

越發展。  

3.22  經慎重考慮過上述問題後，工作小組認為教院提

出維持其單學科模式的理據，與確切地擴濶學科範圍所能帶

來的公認好處比較，實有所不及。工作小組認為，除了學習

和研究環境得以擴闊外，引入多學科還能為學生提供真正多

元化的進修和就業途徑，令他們更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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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教資會界別內不宜設立一所教育大學，特別是以單學科模式

運作者；有關方面同時應採取其他策略，以提升教院實力，

從而優化師資教育及促進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  

教院重新定位的建議  

3.23  我們現在探討《發展藍圖》所建議主導教院未來轉型

及 發 展 方 向 的 兩 個 重 大 轉變。根據《發展藍圖》（第 39 至

40 段），教院重新定位的建議將涉及兩大轉變：  

1 .  跟隨其所描述的國際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由現時依賴

公共財政資源運作，轉向尋求額外的私人資助；以及  

2 .  從專注本地服務，轉為拓展更多在內地、亞太地區以

至全球的發展機會。  

3.24  雖然《發展藍圖》建議教院以自資課程和區域發展為

轉型基礎（第 39 至 40 段），但工作小組認為，相對於致力

實 踐 教 院 的 基 本 和 主 要 使 命  — 即 發 展 和 提 供 優 質 師 資 教

育，以及進行教育研究，以支援香港的學校  — 而言，這些

建議只屬次要。教資會固然鼓勵院校多從事開創活動，但我

們更加著重院校本身的基本角色，就教院而言，此即師資教

育。此外，我們也關心教院為預備 “3+3+4”學制改革而須面對

的重大挑戰。  

3.25  對任何教資會資助院校而言，開拓不同的經費來源，

原屬審慎之舉。但是要推行《發展藍圖》中開辦自資課程的

建議，可能令教院偏離其專長領域，令其學生組合改變，甚

或需轉移教職員和教學設施以應付非學位項目；這可能繼而

削弱學位課程學生人數和活動應佔的比例。  

3.26  工作小組對於教院建議在短期內推行重大的變革，特

別 是 《 發 展 藍 圖 》 第 97 段 就 自 資 項 目 和 區 域 發 展 提 出 的 里

程，深感疑慮。我們認為，教院要在自定時間表內達成多樣

而艱巨的目標，其所須面對的種種困難是不容輕視的。  

3.27  總括而言，教院建議的轉型方向，沒有適當地把重點

放 在 本 地 師 資 教 育 的 策 略 發 展 上 。 工 作 小 組 擔 心 開 辦 自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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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非本地）課程的多項建議或會分薄教院的管理和人手

資源，尤其正當 “3+3+4”學制改革將同期實施，這些建議可能

令教院無法專注處理更重要及適切的事務。具體而言，工作

小組希望教院將其精力和專長，投放於本報告所建議的研究

發展及擴闊學科領域等活動上。  

建議 2 
教院應把重點放在：  

 香港師資教育的策略發展；  

 發展配合師資教育的其他學科；以及  

 促進研究活動和營造研究培訓環境。  

3.28  教院已表明其發展和自強的決心；除上文論及的建議

外，《發展藍圖》還提出一些有助達成此目標的其他建議。

工作小組歡迎《發展藍圖》中關於發展研究和研究培訓能力

的承擔和有關策略；這些策略與我們倡議教院培養適當研究

能力的目標相符。  

發展研究環境的建議  

3.29  正如《發展藍圖》指出，儘管與其他教資會資助院校

相比，其起步點仍屬較低，教院現時已有若干研究實力，主

要來自其教職員的博士資歷和部分教職員的督導經驗。其研

究表現亦不斷進步。  

3.30  《發展藍圖》的具體建議包括：促請教資會分配研究

生課程學額（第 88 段）；把研究工作和學術成就按優先次序

分為七大範 疇 （ 第 74 段 ） ； 以 及 成 立 研 究 中 心 和 研 究 隊 伍

（第 97 段所述的發展里程）等。要落實這些具體建議，《發

展藍圖》建議應為研究工作增撥資源（《發展藍圖》第 71 及

75 段）。  

3.31  原則上，上述建議作為發展大綱的一部份是可取的，

但工作小組擔心，這些建議缺乏具體的策略支持。《發展藍

圖》內亦沒有關於營造及維持優質研究培訓環境和推行協作

研究計劃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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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工作小組曾要求教院就以上各點提供補充資料，教院

的詳細回應現載於附件 H(4)。為主要研究範疇編訂優先次序

（《發展藍圖》第 74 段），是促進研究發展的重要基礎。工

作小組歡迎教院為學術研究人員引入周年表現目標的建議，

並 支 持 為 剛 投 身 研 究 事 業 的 教 職 員 擬 訂 研 究 發 展 策 略 等 建

議。然而，教院現階段就研究協作的建議似乎有欠深度，但

教院最近新聘多位資深研究學者，他們本身的研究網絡，對

教院的研究發展應大有幫助。  

3.33  研究生絕對不宜與研究人員和其他學生分隔。工作小

組認為，把研究生派駐研究中心／隊伍的建議，應可避免這

個情況出現。與香港其他大學的研究生建立聯繫，特別是參

與研究研討會，是發展協作網絡的切實可行方法。  

3.34  工作小組歡迎教院在其補充資料中提出為研究生課程

訂定國際基準的建議。訂定基準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是與同級

或 近 乎 同 級 的 院 校 開 展 協 作 關 係 ， 以 確 保 各 方 均 能 從 中 得

益。教院宜先認定良好及可持續的基準設定模式，然後才與

理念和規模相若的大學建立關係。尋找合適的基準伙伴，往

往是維繫彼此關係和獲取有用的縱向數據的關鍵。  

3.35  教 院 建 議 增 設 研 究 院 院 長 ， 負 責 督 導 學 術 政 策 和 課

程，是一項重要的舉措。雖然教院曾就研究督導安排提供補

充資料（附件 H(4)的附件 B 附錄 I I I），但以下各方面的政

策和程序仍有待確立：研究生資格的訂定、研究進度管理、

研究論文的提交、校外評核，以及授予學位與否的決定等。

此外，教院或須就利益衝突、知識產權、研究期間受僱工作

和上訴程序等方面，為研究生制定新政策或修訂和增補現行

政策。同樣地，與其他大學建立伙伴關係將對建立優質的研

究過程和品質保證有莫大幫助。  

3.36  補充資料中闡述為研究工作提供額外資源的策略，特

別是聘請大批資深研究人員出任高級學術職位。工作小組期

望教院會以嚴謹的態度規劃財政，以確保有足夠資源，長期

持久地支援該等大規模計劃。  

3.37  由教學為主的學院轉型為教學及研究並重的院校，需

要龐大資源。雖然教院就處理資源問題提出了建議，但仍必

須顧及轉型時將要面對的各種壓力。在分配研究課程學額給

教院之前，教資會須清楚了解教院會如何在增撥人手以督導



   
30

和進行研究工作及推動其他核心教學範疇的發展之間，取得

平衡。  

開辦雙學位課程的建議  

3.38  《發展藍圖》中最詳盡的建議，是開辦雙學位課程，

以及要求分配教資會資助高年級銜接學額（《發展藍圖》第

80 至 86 段）。  

3.39  《發展藍圖》建議教院在未來十年開辦七類雙學位課

程，但未有具體時間表。這些雙學位包括教育學士學位及：  

 文 學 學 士 學 位  ─ 幼 兒 研 究 、 視 覺 藝 術 、 音 樂 、 英

文研究、中文研究及社會科學 *；或  

 理學學士學位  ─ 數學、科學及資訊科技 *，  

或以下五個專門學科學位之一：   

 文學學士學位  ─ 輔導及發展心理學；  

 理學學士學位  ─ 特殊教育、環境與傳統保育 *及資

訊科技 * 

（ *註：與其他院校合辦）  

教院在 2008 年 2 月向教資會提交的 2009-12 三年期學術發展
建議指出，希望由 2009/10 學年起開辦教育與中文、英文、

創意藝術及通識研習的雙學位課程。至於其他雙學位課程，

教院正與其他本地院校商討開辦事宜。  

3.40  工作小組認為這項建議變革範圍之廣，速度之快，必

會加重教學人員及管理層的工作負擔。由於教院沒有建議把

修讀雙學位的年期延長，加上考慮到教院缺乏獨自開辦非教

育學士學位課程的經驗，工作小組關注人們可能對雙學位課

程涵蓋的範圍和質素有負面的觀感。  

3.41  開辦雙學位課程涉及另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教院現時

沒有權力自行頒授這類學位，因為其自行評審資格只局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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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教育」課程，但教院仍可沿用過往做法，與其他高等

院校合辦雙學位課程。  

3 .42   按《發展藍圖》的建議，教院的未來仍是一所單學科

院 校 ； 工 作 小 組 對 於 教 院 現 有 的 教 職 員 （ 在 人 數 及 經 驗 方

面）能否應付這項急劇發展，表示關注。教院沒有在《發展

藍圖》中表示需要額外資源完成轉型，或在沒有額外資源的

情 況 下 如 何 能 達 到 目 標 。 由 於 建 議 的 雙 學 位 課 程 數 目 相 當

多，我們擔心這不但會影響人們對雙學位課程質素的看法，

甚至會令人質疑是否值得修讀純教育學士學位。  

3 .43   雖然教院重申並非所有學生都可修讀雙學位課程，並

在補充資料中把建議開辦雙學位課程的時間大為延長，但工

作小組依然認為，實行這個建議會有不少困難。教院應審慎

考慮最少要有多少學生報讀，才能開辦《發展藍圖》所述的

文／理學士學位課程，亦應重新估計需要多少時間才能設置

足夠的設施和招聘合適的教職員，以提供相當於一個獨立文

／ 理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內 容 。 當 本 地 其 他 院 校 正 為 籌 備 推 行

“3+3+4”學制而積極進行招聘時，此點尤其不容忽視。  

3 .44   2008 年 5 月，教資會在審議其 2009-12 三年期學術
發展建議時曾致函教院，指出上述就雙學位課程（以及下文

關於研究督導方面是否準備就緒）的關注。教院的回應載於

附件 H(4)。  

3.45  總括而言，工作小組認為，在教院現時的環境下推行

建議的雙學位課程存在不少困難。就教院而言，更好的發展

模式應是按下一章建議，擴闊學科領域或進行院校整合。  

開辦自資課程的建議  

3.46  《發展藍圖》提出多項開辦自資課程的建議，包括為

香港、內地和亞太區提供自資學士學位及以上程度課程和職

業教育（第 89 至 91 段）；為學校的非教學人員提供專業進

修課程（第 27 至 28 段）；為高等院校的教學人員提供專業

培訓（第 29 段）；以及為非教學組織和公眾提供一系列非學

位的培訓課程等（第 28 至 33 段）。教院未有更具體說明如

何落實這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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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工作小組明白教院的目的是在教育發展上，突破其傳

統專業界限，例如為企業、長者、市民團體和學校內的非教

學人員舉辦課程。然而，教院須留意，正當推行重大轉型的

時候，發展這些課程會否令人對教院的角色和其課程的定位

感到混淆。  

3.48  簡單來說，工作小組認為，與教院就提升師資教育質

素和發展研究環境的建議相比，開辦自資課程的建議只屬次

要。正如前文所述，開辦過多培訓活動，或會扭曲教院的學

生和課程組合，令教院無法專注實踐本身的角色。  

境外活動的建議  

3.49  《發展藍圖》建議進行多項國際性活動，並定下艱巨

目標，旨在 2012 年前成為大中華及亞太區首屈一指的師資教

育大學（第 97 段）；並建議在內地推行一系列計劃，包括合

辦課程、教職員交流安排、學分轉移制度及學生交流等（第

94 段 ） 。 《 發 展 藍 圖 》 亦 提 出 為 內 地 在 職 教 師 舉 辦 教 育 課

程，以及為內地、澳門和亞太區提供現職教師的資格評審服

務 （ 第 19 至 26 段 ） 。 可 是 ， 教 院 在 建 議 發 展 境 外 活 動 之

餘，並未有提及如何吸引非本地學生。  

3.50  任何院校要達到這些目標，都需要龐大人力及財政資

源。從其他院校進軍國際的經驗可見，教院須作好準備，以

應付校內的資源壓力、校外激烈的競爭，以及與每個目標地

區或市場的銜接問題。  

其他主要建議  

3.51  《發展藍圖》也描述了多項改善個別學生的師訓經歷

的建議，包括提供和開創更多資源作全人發展（第 77 至 78
段），及為學生提供更多海外學習經歷的建議（第 79 段）。

《發展藍圖》初段提出了數項反映國際師資教育改革的建議

（第 7 至 14 段），包括推動持續專業發展（第 8 段）和研究

為本的教學方法（第 9 段）。這些都是可取的建議，但如配

合下一章建議的擴闊學科領域或院校整合一併進行，將會發

揮更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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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3.52  工作小組認為，在《發展藍圖》及補充資料所提出的

各項建議中，重點應放在推動教院建立積極研究文化、擴闊

課程領域，以及改善教學和提升研究角色方面的策略，以符

合香港社會的基本利益。我們樂見教院新領導層正朝這個方

向改良和增補《發展藍圖》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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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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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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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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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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未來路向及結論  

財政考慮  

5.1   本報告提出的部份建議，將牽涉財政考慮。工作小組

認為，師資教育是整體教育政策中重要的一環，值得政府投

放更多資源。但若向教院增撥經費而需削減其他教資會資助

院校的撥款，則既不可取，也不合理。然而，不論政府會增

撥多少資源予教院，教資會都樂見私人資助或其他嶄新的收

入來源，並歡迎各種籌措經費的新策略。  

5 .2   由於有不少未知或不易量化或評估的因素，教資會在

現階段難以全面評估是次檢討提出的建議的成本。在經常撥

款方面，院校整合可能是較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案，但提供研

究生名額將需要額外的經常開支。而所需的一筆過的費用，

將包括教院建立研究文化的費用、由伙伴大學和教院共同承

擔的發展費用，以及可能與院校校園相關的費用等。  

5 .3   至於以獨立發展方案轉型所需的費用，則視乎以下因

素而定：教院決定發展那些學科；成功開辦新學科所需的最

少學生人數；建立研究環境的途徑；教院為推行改革而須承

擔的一筆過費用（如有的話）；政府對是否需要保留教院現

有全部師資教育學額的看法；以及推行變革的時間表等。儘

管所需費用目前難以準確推算，我們明白公眾和政府都期望

知道一些概略數據。  

5 .4  教院會在 2011/12 學年獲分配約 490 個第一年學士學

位課程學額。就大學而論，這是個小數目（嶺大是香港規模

最小的教資會資助大學，該校現約有 680 個第一年學士學位

課程學額）。不過，教院有大量由公帑資助的教育文憑課程

和其他學額。整體而言，教院從教資會獲得的資助，大概是

嶺大的兩倍，並與浸大的相若。  

5 .5   教院如要擴展為一所多學科院校，必須有更多第一年

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假設新增三個學科範疇，而每個範疇最

少要有 40 個第一年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則教院便至少須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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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個 第 一 年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學 額 。 按 現 時 水 平 及 價 格 計 算 ，

增設全部 120 個學額，每年約需 7,600 萬元。不過，教院擴

闊學科領域後，當局應可減少或取消目前發放給教院的「單

學科學院額外補貼」（現時為數約每年 6,000 萬元）。  

5 .6   至於研究生課程，雖然教院要求在大約三年時間內逐

步增設最多 60 個學額，但我們認為就公帑資助學額而言，這

個目標可能定得過高。我們認為，由教院的研究架構獲得認

可起計，在三年內開設 30 個研究課程學額，會較為恰當。增

設 30 個研究課程學額，每年約需 1,100 萬元；即使採用院校

整合模式，這項目也需同樣經費。  

5 .7   至於一筆過費用，教資會在現階段無法估計，因為這

主要取決於教院所採取的發展方案。根據經驗，無論採取獨

立發展或院校整合方案，所需的一筆過費用都將不少於 1 億

元。  

政府參與  

5.8   政府對於教院的日後發展擔當重要角色，而且並不限

於提供財政資源。假如政府接納本報告的主要結論，我們建

議政府應考慮檢討部份現行政策，以促進和支援教院以至整

個教學專業的日後發展。  

5 .9   與其他師資培訓院校一樣，教院會受當局平衡教師供

求的目標所影響。當局過往會為教資會（從而間接為師資培

訓院校）訂定確切目標，開列不同科目範疇和程度（例如英

語 (中學 )、體育 (小學 )  ）所需的教師數目。在實行中，這項

政策往往引致每個撥款周期不同程度的學額波動，對教院造

成極大困難。當局就 2009-12 三年期進行規劃時，雖然仍然

開列詳細數字，但表示這些數字只屬「指標」性質，可予調

較。這個做法令教資會可按實際需要分配教育學額及院校在

微調各科比例時，較為靈活。這個較彈性的做法能讓各院校

有更大空間作出策略性的規劃，因此十分重要。  

5 .10   鑒 於 現 時 教 院 所 有 教 資 會 資 助 課 程 均 受 人 力 規 劃 左

右，工作小組促請政府，不論教院日後獨立發展，還是與一

所現有大學結盟，應在師資供求方面繼續採取較靈活的處理

方式，以便教院能夠制訂較長遠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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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 
政府：  

 在處理教院的發展事宜時，應在教資會現有的撥款

水平以外，給予額外撥款；以及  

 繼續靈活處理師資教育方面的人力規劃。  

面臨的挑戰  

5.11  工作小組相信本報告提出的建議，有助加強教院的實

力，優化師資教育，以及促進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

還要強調的是，這些建議目的在於追求卓越，並與全球的教

育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  

5.12  工 作 小 組 深 信 ， 教 院 管 理 層 有 決 心 帶 領 該 校 向 前 邁

進，並且具備遠見和魄力，以推行影響深遠的改革。然而，

工 作 小 組 必 須 重 申 ， 無 論 教 院 採 用 院 校 整 合 或 獨 立 發 展 方

案，要落實建議的變革，過程都極為艱巨。在未來數年，教

院很可能要用上大量人力物力，殫精竭慮，才能完成轉型。  

5.13  工作小組認為教院具備長足發展，並取得重大成就的

潛力。只將教院發展成為一所單學科的（教育）大學，目標

不免過低，既不符合教院或其畢業生的長遠利益，亦無助香

港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教院目前未有足夠及適當的條件

成為一所大學：包括多元學科的環境、雄厚的研究實力，和

對除師資教育外其他課程的自我評審資格等。除非通過院校

整合取得大學地位，否則教院必須先證明已透過上述多學科

的獨立發展方案徹底轉型，才能再要求當局重新考慮其地位

問題。工作小組理解，由於教院在轉型期間須同時應付推行

“3+3+4”學制改革所引起的轉變，因此轉型過程會份外艱巨。  

5.14  鑒於報告提出的挑戰和機遇，工作小組建議教院應獲

所需支援，以便研究和探討上述建議的方案。我們鼓勵教院

校董會尋求具有院校改革經驗的校外專家的意見，以收集思

廣益之效。教資會會盡力向教院校董會提供適當的支援和意

見，協助教院制訂周詳的方案，以充份利用其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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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5.15  教院如能發展成為一所多學科的高等院校，在豐富的

學術和研究環境下提供師資教育，將更能切合香港社會的需

要，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發展作出更大貢獻。  

5.16  工作小組提出的建議，都以學生的學習經驗為主要考

慮。本報告的建議如付諸實行，教院的畢業生將會有更多不

同 的 課 程 選 擇 （ 包 括 教 院 自 行 開 辦 和 與 伙 伴 院 校 合 辦 的 課

程），也會具備更佳能力，以應付現實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同時亦可獲得更多的就業途徑。  

5.17  教 院 積 極 發 展 研 究 的 成 果 ， 會 啟 發 其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設計，更可惠及本港的學校教育政策和課程發展。《發展

藍圖》和補充資料所載的建議，應確保研究生可參與研究工

作 ， 並 透 過 本 地 和 國 際 研 究 網 絡 ， 與 其 他 研 究 生 作 定 期 交

流。  

5.18 《 發 展 藍 圖 》 為 教 院 未 來 勾 畫 的 願 景 ， 是 以 改 變 教

院的名稱和發展方向為出發點。工作小組評估過這個願景和

與教院管理團隊詳談後，贊成教院應在研究及研究培訓方面

發展，並建議教院進一步發展為一所多學科的院校。工作小

組相信這些建議將有助推動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並

為教院和香港師資教育的持續發展奠下穩固的基礎。落實這

些建議對教院日後爭取大學名銜也大有幫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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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附件及尾註的說明  

 

1 .  本報告的第 III部份載有六項附件（附件 A至附件 F）。另有兩個

附件（附件 G及附件 H）因篇幅關係未能提供印刷本，並只以電子版形式上

載到教資會網站（ www.ugc.edu.hk）。各附件在報告中相關的段落會有所提

述（例如報告第 1.1段便首度提述了附件 A(1)）。附件 A至附件 F均備有中譯

本，附件G及附件 H則以原文登載。附件中可能涉及第三者版權的資料，已

被刪去。  

2 .  工作小組撰寫報告時，曾參考大量本地和海外文獻。為了令報

告 簡 明 易 讀 ， 報 告 內 的 直 接 引 文 、 資 料 來 源 說 明 和 補 充 註 釋 一 併 臚 列 於

「尾註及參考書目」一節（報告第 IV部分），供有興趣的讀者參考。報告

內的尾註編號，一律以方括號標示，並以英文字母 “E”起首（例如： [E5]指
報告第 IV部分的尾註 5載有與內文提到的要點相關的補充資料）。某些觀點

的出處亦以方括號標示，註明其相關的參考書目編號和提述有關觀點的相

關部分，中間以逗號分隔（例如： [49，第 5頁 ]指有關資料來自報告第 IV部

分參考書目第 49項 “Higher Education: a Policy Statement, AGPS 1988” 的第 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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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 (MPE)CR 4/2041/07 2810 2568 

 2537 9276 

(中譯本 ) 

 

香港灣仔港灣道 6-8 號  
瑞安中心 7 樓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  
史美倫議員，SBS， JP 

傳真及郵遞文件  
(傳真號碼 2845 1596) 

史主席：  

發展藍圖：邁向教育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 (下稱「教院」 )在二零零七年六月二十八

日向本局提交一份題為《發展藍圖：邁向教育大學》的文件

(下稱「《發展藍圖》」 )。該文件提出若干關乎教院未來發

展的建議，當中包括提供多元化課程、把教院發展成教育大

學等方案。  

由於教院是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教資會」 )資
助的院校，而且《發展藍圖》涉及教資會職權範圍內的事

宜，現特函請教資會對《發展藍圖》所載的建議詳加考慮，

並於二零零八年年底前向政府提供貴會的專家意見。  

附件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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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鑑於教院是本港主要的師資培訓機構，教資會審視《發展藍

圖》所載建議的時候，須慎重考慮有關建議對教資會資助院校的

整體策略性發展及本港師資培訓的影響、教院是否已作出準備和

具備能力提供《發展藍圖》所列的新課程，以及方案的財政影響

等因素。我們已按此擬定教資會在審視《發展藍圖》方面的職權

範圍，現詳列於本函附件。  

在審視《發展藍圖》的過程中，教資會可能需要就某些重要

議題與相關的主要持分者接觸。教資會如需要有關方面的協助，

請與本局聯絡。  

希望貴會應允承擔這項重要和極有意義的任務，並請早日給

予答覆。  

謹祝工作愉快，諸事順遂。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  

 

二零零七年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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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職權範圍  

鑑於社會的需要以及推動高等教育界的卓越發展，就以下事項向

政府提供意見：  

(a)  考慮到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 )現時作為師資培訓院校的角色，研

究教院於 2007 年 6 月 28 日向政府提交的文件—— 名為《發

展藍圖：邁向教育大學》 (《發展藍圖》 )—— 對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 (教資會 )界別的整體策略性發展及師資培訓方面的影

響；  

(b)  因應教院的專長向來主要限於師訓課程，考慮教院就落實

《發展藍圖》內建議提供多元化及新的學術課程的適合性和

能力，及可能需要就該等課程引入的質素保證機制；  

(c)  因落實《發展藍圖》內部分或全部的建議而帶來的財政影

響，以及可能處理有關財政需要的辦法；以及  

(d)  教院應否按《發展藍圖》的建議成為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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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2)  

香港教育學院《發展藍圖》檢討工作小組 

職權範圍 

 

向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 教 資 會 ） 建 議 如 何 回 應 政 府 要 求 ， 就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 教 院 ） 所 公 佈 的 《 發 展 藍 圖 》 內 的 建 議 提 供 專 家 意

見 ， 並 考 慮 到 －  

a.  政 府 要 求 教 資 會 就 《 發 展 藍 圖 》 的 建 議 提 供 意 見 ， 而

向 教 資 會 提 出 的 職 權 範 圍 （ 見 附 件 ） ； 及  

b.  教 資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  

並 且 在 一 定 時 間 內 完 成 工 作 ， 讓 教 資 會 可 以 按 政 府 要 求 ， 即

2008 年 年 底 前 ， 提 出 意 見 。  

 

附件  

政府向教資會所提出的職權範圍  

鑑 於 社 會 的 需 要 以 及 推 動 高 等 教 育 界 的 卓 越 發 展 ， 就 以 下 事 項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見 ：  

(甲 )  考 慮 到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教 院 )現 時 作 為 師 資 培 訓 院 校 的 角 色 ，

研 究 教 院 於 2007 年 6 月 28 日 向 政 府 提 交 的 文 件 名 為 《 發

展 藍 圖  – 邁 向 成 為 教 育 大 學 》 ( 《 發 展 藍 圖 》 )  對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教 資 會 )界 別 的 整 體 策 略 性 發 展 及 師 資 培 訓 方

面 的 影 響 ；  

(乙 )  因 應 教 院 的 專 長 向 來 主 要 限 於 師 訓 課 程 ， 考 慮 教 院 就 落 實

《 發 展 藍 圖 》 內 建 議 提 供 多 元 化 及 新 的 學 術 課 程 的 適 合 性

和 能 力 ， 及 可 能 需 要 就 該 等 課 程 引 入 的 質 素 保 證 機 制 ；  

(丙 )  因 落 實 《 發 展 藍 圖 》 內 部 分 或 全 部 的 建 議 而 帶 來 的 財 政 影

響 ， 以 及 可 能 處 理 有 關 財 政 需 要 的 辦 法 ； 以 及  

(丁 )  教 院 應 否 按 《 發 展 藍 圖 》 的 建 議 成 為 教 育 大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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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3)  
 

香港教育學院《發展藍圖》檢討工作小組 

成員名單 

召集人  

賴 能 教 授 , AC  
(Professor John NILAND, AC)* 

President Emeritus and Former Vice-Chancellor 
and President (1992-2002),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Chairman, The Centennial Park Trust, Australia 

Independent Director, 
Macquarie Bank Limited, Australia 

Member, Board of Trustees,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ingapore 

Chairman, Campus Living Funds Management 

President, National Trust Australia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副召集人  

顧 爾 言 先 生 ,  SBS, JP Managing Director, Trion Pacific Limited, HK 

委員  

陳 黃 穗 女 士 , BBS, JP 前 香 港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總 幹 事  
Patron, Consumers International  

劉 靳 麗 娟 女 士 , JP 香 港 拔 萃 女 書 院 校 長  

黃 玉 山 教 授 , PhD, FIBiol, 
BBS, JP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副 校 長  (行 政 ) 及  

生 物 學 教 授  

增選委員  

張 文 彪 博 士  香 港 崇 真 書 院 校 長  

秘書  

梁 子 琪 先 生 ／ 劉 偉 德 先 生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助 理 秘 書 長  (政 策 )  

* member outside Hong Kong 海 外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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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4)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職權範圍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 教 資 會 ） 由 特 區 行 政 長 官 委 任 ， 職 權 範 圍

如 下 ：  

a.  按 社 會 的 需 要 ， 檢 視 下 列 事 項 ：  

i .  香 港 各 所 大 學 及 行 政 長 官 指 定 的 其 他 院 校 的 教 育 設 施 ；  
i i .  各 院 校 的 發 展 計 劃 ； 以 及  

i i i .  各 院 校 所 需 的 教 育 經 費 。  

b.  就 下 列 事 項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見 ：  

i .  如 何 在 各 院 校 運 用 獲 立 法 機 關 批 核 作 教 育 用 途 的 撥 款 ；

以 及  
i i .  行 政 長 官 向 教 資 會 提 出 的 各 項 高 等 教 育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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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1)  

教院的歷史  

 教院的歷史根源，可追溯至 1853 年於聖保羅書院開辦的

首個正規在職教師培訓課程及 1881 年由香港當時的總督軒尼詩爵

士成立首間位於灣仔的官立師範學堂。  

2. 隨著政府及社會大眾對師資教育的關注及需求不斷增加，

羅富國教育學院（1939 年）、葛量洪教育學院（1951 年）、柏立

基教育學院（1960 年）、香港工商師範學院（1974 年）和語文教

育學院（1982 年）等相繼成立，提供正規的師資教育。  

3. 1994 年 4 月 25 日，當局按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

的建議，將四所教育學院和語文教育學院正式合併成為教院，旨

在提升師資教育和有關的專業發展課程。  

4. 1994 至 1997 年間，教院於在香港島的總辦事處及七間校

舍運作，主要提供教育文憑課程及在職教師培訓課程。 1997 年，

教院遷進位於大埔的新校園。  

5. 教院現時提供多項課程，包括一項教育博士課程、一項教

育碩士課程， 12 項教育榮譽學士課程、六項教育文憑課程、三項

教育證書課程、多項在職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以及其他專上、中

學、小學、學前、特殊教育和專業及職業教育課程。教院並分別

與科大、理大、嶺大及中大合辦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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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2)  

教院大事紀要  

日期 事件  

1992 年 6 月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建議，把羅

富國教育學院、葛量洪教育學院、柏立基

教育學院、香港工商師範學院及語文教育

學院合併成為一所獨立自主的「香港教育

學院」  

1994 年 4 月  於 4 月 25 日由法例正式成立  

1996 年 7 月  成為教資會轄下的資助院校  

1997 年 10 月  遷入大埔校園  

1998 年 9 月  開辦首項學士學位及研究院課程：  

- 四年全日制小學教育榮譽學士課程；

以及  

- 兩年部分時間制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

程 (小學 ) 

1999 年 9 月  開辦三年混合制幼兒教育榮譽學士課程  

2000 年 9 月  開辦四年全日制中學教育榮譽學士課程  
 
首次與另一大專教育院校合辦學位課程：  

與科大合辦四年全日制數學理學士 (數學

及資訊科技教育 )學位課程  

2000 年 10 月  位於大角咀的市區分校正式啟用  

2001 年 2 月  位於白石角的運動中心正式啟用  



  55

日期 事件  

2001 年 9 月  開辦四年全日制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  
 
香港教育學院滙豐幼兒發展中心啟課  

2002 年 4 月  持續專業教育學部首度開辦副學士課程：

兩年全日制資訊科技副學士課程  

2002 年 9 月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啟課  

2002 年 11 月  首屆四年全日制教育學士課程學生畢業  

2003 年 10 月  教資會對教院進行院校檢討，以決定是否

授予教院自我評審資格  

2004 年 3 月  政府宣布授予教院自我評審資格，由 2004
年 5 月 1 日起生效  

2005 年 11 月  首屆四年全日制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學

生畢業  

2007 年 6 月  向政府呈交《發展藍圖》  

2007 年 9 月  開辦教育博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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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3)  

教院概覽  

 
2007/08 學年教院部門職員人數（相當於全職人數）  
(截至 2008 年 7 月 )  

薪金全數由教資會撥款支付的職員 

教學人員  ：   371  

研究人員  ：   48  

行政、技術及其他人員  ：   88  

小計  ：   507  

   
部分薪金由教資會撥款支付的職員 

 

：   27  

全部薪金自資支付 ：   124  

   
總計 ：   658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2007/08 學年薪金全數由教資會撥款支付的各學系教學及研究

人員資歷  
         人數  

博士學位或同等資歷  ：   243  

其他資歷 * ：   200  

資料不詳  ：   2  

總計 ：   445  
 
*  其 他 資 歷 包 括 「 學 士 學 位 以 下 程 度 」 、 「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資 歷 」 、  
「 深 造 文 憑 ／ 證 書 」 和 「 碩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資 歷 」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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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學年教資會資助課程的學生人數  
（相當於全日制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學生人數  

副學位課程  全日制  ：   272  

 兼讀制  ：   698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  ：   2080  

 兼讀制  ：   609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全日制  ：   204  

 兼讀制  ：   331  

總計 全日制  ：   2556 

 兼讀制  ：   1638 
 

2007/08 學年自資課程的學生人數（相當於全日制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學生人數 

全日制  ：   125  副 學 士 基 礎 證 書

課程 * 兼讀制  ：   0  

    
副學位課程  全日制  ：   192  

 兼讀制  ：   214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全日制  ：  41  

 兼讀制  ：   252  

總計 全日制  ：   358  

 兼讀制  ：   466  
 
*  相 等 於 中 六 學 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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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學年全部課程的學生人數（相當於全日制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學生人數  

全日制  ：   125  副學士基礎證書課程 * 

   
    
副學位課程  全日制  ：   464  

 兼讀制  ：  912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  ：   2080 

 兼讀制  ：   609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全日制  ：   245  

 兼讀制  ：   583  

總計 全日制  ：   2194 

 兼讀制  ：   2103 
 
*   相 等 於 中 六 學 歷  

［由於進位緣故，各數字總和可能與相對的總計略有出入］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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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學年教資會資助課程的畢業生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畢業生人數  

副學位課程  全日制  ：  138  

 兼讀制  ：  1  951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  ：  506  

 兼讀制  ：  400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全日制  ：  117  

 兼讀制  ：  221  

總計 全日制  ： 761 

 兼讀制  ：   2  572  
 

2006/07 學年自資課程的畢業生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畢業生人數  

全日制  ：   72  副學士基礎證書課程 * 

   
    
副學位課程  全日制  ：   71  

 兼讀制  ：   13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兼讀制  ：   232  

總計 全日制  ：   143  

 兼讀制  ：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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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學年全部課程的畢業生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畢業生人數  

副學士基礎證書課程 * 全日制  ：  72  

    
副學位課程  全日制  ：  209  

 兼讀制  ：  1  964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  ：  506  

 兼讀制  ：  400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全日制  ：  117  

 兼讀制  ：  453  

總計 全日制  ：  904  

 兼讀制  ：  2  817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2007/08 學年教資會資助教院開辦的師資培訓課程的學生人數  

程度  課程  模式  
修讀  
年期  
(年 )  

學生人數  
(相當於全

日制人數 )

副學

位課

程 * 

幼兒教育證書 (三年全日

制 )  
全日制 3 272 

 幼稚園教育證書 (二年日

間混合制 )  
兼讀制 2 144 

 幼稚園教育證書 (二年夜

間混合制 )  
夜間兼

讀制  
2  202  

小計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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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課程  模式  
修讀  
年期  
(年 )  

學生人數  
(相當於全

日制人數 )

學士

學位

課程  

當 代 英 語 語 言 文 學 與 教

育學 (榮譽 )文學士 (四年

全日制 )#  

全日制 4 26  

 英國語文研究及教育 (榮
譽 )文學士 ^ 

全日制 4 39  

 英 語 教 學 (榮 譽 )文 學 士

@ 
全日制 4 14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榮 譽 學 士

(四年全日制 )  
全日制 4 114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四年

全日制 )  
全日制 4 203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三年

混合制 )  
兼讀制 3 53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三年

部分時間制 )  
兼讀制 3 299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榮 譽 學 士

(四年全日制 )  
全日制 4 231 

 語 文 教 學 教 育 榮 譽 學 士

(三年混合制 )  
兼讀制 3 88  

 語 文 教 學 教 育 榮 譽 學 士

(四年全日制 )  
全日制 4 279 

 小學教育榮譽學士 (四年

全日制 )  
全日制 4 806 

 小學教育榮譽學士 (三年

混合制 )  
兼讀制 3 41  

 專 業 及 職 業 教 育 榮 譽 學

士 (三年兼讀制 )  
兼讀制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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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課程  模式  
修讀  
年期  
(年 )  

學生人數  
(相當於全

日制人數 )

 中學教育榮譽學士 (四年

全日制 )  
全日制 4 350 

 中學教育榮譽學士 (三年

混合制 )  
兼讀制 3 37  

 教 育 榮 譽 學 士 ( 特 殊 需

要 ) (三年混合制 )  
兼讀制 3 17  

 教 育 榮 譽 學 士 ( 特 殊 需

要 ) (三年兼讀制 )  
兼讀制 3 59  

 數學理學士 (數學及資訊

科技教育 )  
全日制 4 17  

 生物及科學教育理學士  全日制 4 0  

 化學及科學教育理學士  全日制 4 0  

小計   2  688  

研究

院修

課課

程  

教 育 文 憑 (幼 兒 教 育 ) (二
年兼讀制 )  

夜間兼

讀制  
2  22  

 教育文憑  
(小學 ) (一年全日制 )  

全日制 1 91  

 教育文憑  
(小學 ) (二年兼讀制 )  

兼讀制 2 217 

 教育文憑  
(專業及職業教育 )  
(二年兼讀制 )  

兼讀制 2 16  

 教育文憑  
(中學 ) (一年全日制 )  

全日制 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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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課程  模式  
修讀  
年期  
(年 )  

學生人數  
(相當於全

日制人數 )

 教育文憑  
(中學 ) (二年兼讀制 )  

兼讀制 2 77  

小計  535 

總計 3 841 

 
#  與嶺大合辦的課程  
^  與中大合辦的課程  
@  與理大合辦的課程 .  
*  並未包括最新的專業課程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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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4) 

教院的角色說明  

(a) 提供一系列證書、學士學位和學位教師文憑課程，為有志從

事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以至職業訓練的人士提供適當的

培育；以及  

(b) 為上述界別的在職教師提供一系列專業教育和深造課程；  

(c) 通過所有的課程，培育知識廣博、關懷學生和盡責的教師，

為香港的學校服務；  

(d) 致力令所有修課課程的教學達至具備國際競爭力的水平；  

(e) 開辦有關中學教育的學位課程，同時在可能的情況下，與本

地其他高等院校進行策略性合作；  

(f) 為支援香港的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及職業訓練，提供適切

的專業意見、專業發展及研究；  

(g) 與社會 (尤其是學校及教學專業 )保持緊密聯繫；  

(h) 在院校專長的範疇內，積極與香港、鄰近地區或其他地方的

高等院校深入合作，從而提升香港高等教育的水平；以及  

(i) 以最具成效和效率的方式管理政府和私人給予院校的資源，

並在有效益的情況下採用合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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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1)  

浸大教育學系概覽  

浸大教育學系教學人員人數（截至 2008 年 7 月 4 日）  

教學人員  ：   30  

 

資料來源：浸大教育學系網站  

 

2007/08 學年薪金全數由綜合撥款支付的各學系教學及研究人

員資歷   

人數 

博士學位或同等資歷  ：   378  

其他資歷 * ：   195  

資料不詳  ：   32  

總計 ：   605  
 
*  其 他 資 歷 包 括 「 學 士 學 位 以 下 程 度 」 、 「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資 歷 」 、  
「 深 造 文 憑 ／ 證 書 」 和 「 碩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資 歷 」  

［由於進位緣故，各數字總和可能與相對的總計略有出入］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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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學年教資會資助教育學科課程的學生人數（相當於全

日制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學生人數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  ：   231  

 兼讀制  ：   0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全日制  ：   103  

 兼讀制  ：   245  

研究院研究課程  全日制  ：     4 

 兼讀制  ：     4  

總計 全日制  ：   338  

 兼讀制  ：   249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2006/07 學年教資會資助教育學科課程的畢業生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畢業生人數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  ：    92  

 兼讀制  ：   0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全日制  ：    61  

 兼讀制  ：   200  

研究院研究課程  全日制  ：     0  

 兼讀制  ：     2  

總計 全日制  ：   153  

 兼讀制  ：   202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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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學年教資會資助浸大開辦的師資教育課程的學生人數  

 
程度  

 
課程  

 
模式  

修讀  
年期  
(年 )  

學生人數  
(相當於全

日制人數 )

學 士 學

位課程  
歷 史 文 學 士 及 通 識 教 學

教育學士 * 
全日制 4 7  

 英 國 語 言 文 學 文 學 士 及

英語教學教育學士  
全日制 4 57  

 數 學 理 學 士 及 數 學 教 學

教育學士 * 
全日制 4 16  

 地 理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及 通

識教學教育學士 * 
全日制 4 7  

 社 會 學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及

通識教學教育學士 * 
全日制 4 7  

 教育文憑  全日制 2 27  

小計  121 

研 究 院

修 課 課

程  

教育文憑  全日制 1 103 

 教育文憑  兼讀制 2 244 

小計  347 

總計 468 

 

*  浸大從相應主修課程轉撥學額而開辦的課程  

 

資料來源：  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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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2)  

中大教育學院概覽  

中大教育學院教學及非教學人員人數（截至 2008 年 7 月）  

教學人員  ：   85  
非教學人員  ：   32  

總計 ：   117  
 
資料來源：中大和教育學院網站 2007/08 學年學生手冊  

 

2007/08 學年薪金全數由綜合撥款支付的各學系教學及研究人

員資歷  

人數  

博士學位或同等資歷  ：  1  110  
其他資歷 * ：    574  

總計 ：  1  648  
 

*  其 他 資 歷 包 括 「 學 士 學 位 以 下 程 度 」 、 「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資 歷 」 、  
「 深 造 文 憑 ／ 證 書 」 和 「 碩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資 歷 」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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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學年教資會資助教育學科課程的學生人數（相當於全

日制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學生人數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  ：   147  

 兼讀制  ：   0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全日制  ：   301  

 兼讀制  ：   466  
研究院研究課程  全日制  ：    41 

 兼讀制  ：     8  

總計 全日制  ：   488  

 兼讀制  ：   474  
 

［由於進位緣故，各數字總和可能與相對的總計略有出入］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2006/07 學年教資會資助教育學科課程的畢業生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畢業生人數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  ：    39  

 兼讀制  ：   0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全日制  ：   343  

 兼讀制  ：   313  
研究院研究課程  全日制  ：    11  

 兼讀制  ：     5  

總計 全日制  ：   393  

 兼讀制  ：   318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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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學年教資會資助中大開辦的師資教育課程的學生人數  

 
程度  

 
課程  

 
模式  

修讀  
年期  
(年 )  

學生人數  
(相當於全

日制人數 )

學 士 學

位課程  
英 國 語 文 研 究 及 教 育

榮譽文學士 ^  
全日制 4 39  

 教育學士 (語文教育 )  全日制 4 150 

 教 育 學 士 (體 育 運 動 科

學 )  
全日制 4 78  

小計  267 

研 究 院

修 課 課

程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小
學 )  

全日制 1 39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小
學 )  

兼讀制 2 61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中
學 )  

全日制 1 262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中
學 )  

兼讀制 2 406 

小計  767 

總計 1 034 
 

^  與教院合辦的課程  

［由於進位緣故，各數字總和可能與相對的總計略有出入］  

 

 

資料來源：  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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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3)  

港大教育學院概覽  

教育學院教學人員人數（截至 2008 年 7 月） 

教學人員  ：   111  

 

資料來源：港大教育學院網站  

 

2007/08 學年薪金全數由綜合撥款支付的各學系教學及研究人

員資歷  

人數 

博士學位或同等資歷  ：   997  

其他資歷 * ：   337  

沒有資料  ：   82  

總計 ：  1  417  
 
*  其 他 資 歷 包 括 「 學 士 學 位 以 下 程 度 」 、 「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資 歷 」 、  
「 深 造 文 憑 ／ 證 書 」 和 「 碩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資 歷 」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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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學年教資會資助教育學科課程的學生人數（相當於全

日制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學生人數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  ：   326  

 兼讀制  ：   9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全日制  ：   271  

 兼讀制  ：   267  

研究院研究課程  全日制  ：    91 

 兼讀制  ：    47  

總計 全日制  ：   687  

 兼讀制  ：   322  
 

［由於進位緣故，各數字總和可能與相對的總計略有出入］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2006/07 學年教資會資助教育學科課程的畢業生人數  

課程程度  修課模式     畢業生人數  

學士學位課程  全日制  ：    55  

 兼讀制  ：    37  

研究院修課課程  全日制  ：   228  

 兼讀制  ：   186  

研究院研究課程  全日制  ：    10  

 兼讀制  ：     8  

總計 全日制  ：   293  

 兼讀制  ：   231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73

2007/08 學年教資會資助港大開辦的師資教育課程的學生人數  

程度  課程  模式  
修讀

年期

(年 )  

學生人數  
(相當於全

日制人數 )

學 士 學

位課程  
文 學 士 及 語 文 教 育 教

育學士  
全日制 4 143 

 教育學士  兼讀制 4 9  

 語文教育教育學士  全日制 4 179 

小計  331 

研 究 院

修 課 課

程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全日制 1 271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兼讀制 2 267 

小計  538 

總計 869 

 

資料來源︰教資會秘書處的通用數據搜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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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4)  

 

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概覽  

 

公大教育及語文學院教職員人數（截至 2008 年 6 月）  

17 人  (不包括臨時和兼職教職員 )  

資料來源：香港公開大學網站  

 

2006/07 學年公大師資教育課程畢業生人數   

課程程度   畢業生人數  

學士學位課程  ：   221  

研究院修課課程  ：   48  

總計 ：   269  

 

資料來源：香港公開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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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與是次檢討相關的  
香港師資教育背景資料  

概覽  

 政府的目標，是要確保香港的學生能夠接受均衡而優

質的教育，以應付未來生活和工作上的挑戰，並培養終身學

習的精神。目前，政府提供公營中小學 13 年免費教育 *。  

2 .  為推動香港發展知識型經濟，以及應付相應的人力需

求，政府在 2000 年訂立政策目標，要在 2010/11 學年或之

前，讓六成的高中離校生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  

3 .  香港的高等教育獲政府大幅資助。香港共有下列 12
所頒授學位的高等教育院校：  

1 .  香港城市大學 (城大 )  

2 .  香港浸會大學 (浸大 )  

3 .  嶺南大學 (嶺大 )  

4 .  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 )  

5 .  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 )  

6 .  香港理工大學 (理大 )  

7 .  香港科技大學 (科大 )  

8 .  香港大學 (港大 )  

9 .  珠海學院  

10 .  香港演藝學院  

11 .  香港樹仁大學  

12 .  香港公開大學  

 
首八所院校由教資會資助。  

*政 府 一 直 通 過 公 營 中 小 學 提 供 九 年 免 費 普 及 基 礎 教 育 。 由 2 0 0 8 / 0 9 學 年 起 ， 公
營 中 學 提 供 的 免 費 教 育 將 延 伸 至 高 中 年 級 。 受 惠 學 生 包 括 現 行 學 制 下 的 中 四 至
中 七 學 生 ， 以 及 在 2 0 0 9 / 1 0 學 年 推 出 的 新 高 中 學 制 下 的 高 一 至 高 中 三 學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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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學制改革  

4.  為應付 21 世紀的新挑戰和知識型社會高速發展的需

求，政府接納教育統籌委員會的建議，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

學制，協助學生盡展潛能。  

5 .  2005 年 5 月發表的《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 ──投資
香港未來的行動方案》，勾畫出由 2009 年起推行新學制的發

展 藍 圖 ， 即 採 用 三 年 初 中 、 三 年 高 中 和 四 年 大 學 學 制

(“3+3+4”學制 )，以便推行更靈活、更連貫和更多元化的新高

中和高等教育課程。  

師資教育  

6.  行政長官於 1997 年公布長遠施政方針，規定所有新

入 職 教 師 必 須 持 有 學 位 和 受 過 師 資 訓 練 。 其 後 ， 教 資 會 在

1998 年進行師資教育檢討，就如何為高等教育界制訂妥善的

未來發展計劃，以落實行政長官的新施政方針提出意見。  

7 .  檢討的主要結果之一，是教院會集中力量發展公認為

強項的領域，即學前和小學教師教育，以及為教師提供語文

培訓。教院應逐步取締教育證書課程，並專注於提供學士學

位及以上程度的師資教育課程。此外，教院應繼續為在職教

師開辦專業培訓和發展課程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8 .  為確保中小學所有英文及普通話科教師達到最基本的

語文能力要求，政府採納負責就教育需求及資源範疇向政府

提 供 意 見 的 師 訓 會 的 建 議 ， 實 施 語 文 能 力 要 求 。 從 2000/01
學年起在公營學校或提供全面課程的私立日間中小學任教的

英文及普通話科常額教師，均須在 2005/06 學年結束前達到

語文能力要求。自 2004/05 學年起，所有修畢職前中小學師

資教育課程的人士均持有學位。  

9 .  香港的師資教育主要由四所師資培訓院校（即教院、

浸大、中大和港大）提供。一般來說，具備教育學士資歷或

持有其他學士學位並已取得教育文憑的畢業生，都符合資格

在香港擔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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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各 師 資 教 育 院 校 的 教 育 學 士 課 程 都 是 四 年 全 日 制 課

程。學生畢業後便即符合資格在香港擔任教師，無須另外修

讀其他頒授教師資格的課程。  

11 .  教育文憑課程是一年全日制課程。要符合入學資格，

學生須持有認可的學士學位，而且該學位的學科須與擬選擇

的主修科目相關。教育文憑課程培訓大學畢業生成為香港具

資格教師，讓他們掌握勝任教師所需的知識、技能和態度，

以及了解教師專業的責任和義務。  

12 .  各院校開辦的教育學士及教育文憑課程，涵蓋多個學

習領域，包括英文、中文、數學、常識、科學教育、科技教

育 、 個 人 、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 藝 術 教 育 、 體 育 以 及 通 識 教

育。課程內容包括學科知識及教學法。  

13 .  教師亦會接受在職培訓。這類專業進修課程主要由教

院提供。  

人力規劃  

14.  就大部份學科而言，政府不會為分配大學學額而指定

個別學科及專業的人力需求。然而，如某些學科或專業的畢

業生主要由公營部門僱用，或者有強烈理由需要確保在某些

範疇有足夠的人才，政府便會向教資會提供意見，以免這些

專業出現人力嚴重過剩或短缺的情況。教資會會把政府的意

見 轉 告 八 所 受 資 助 院 校 ， 以 便 它 們 擬 備 各 自 的 學 術 發 展 建

議。政府會指定人力需求的範疇，包括教師、律師、醫生、

中醫師、牙醫、護士和社會工作者。  

15 .  由於高等教育與香港人力資源供應息息相關，教資會

進行學術規劃工作時，考慮人力需求是重要的一環。師資教

育學額的數量，受當局具體的人力需求所限。因此，提供的

學額已計及現有教師數目、考慮預計未來對教師的需求（這

項因素會受預計學生人口數目影響）、對個別學習領域教師

的需求，以及預計未來數年現有教師進修的需要。  

16 .  在通常為每三年進行一次的學術發展建議評核中，教

資會會在決定如何向八間受助院校分配學額時，考慮多個相

關因素，例如院校的提議、政府提出的人力需求、院校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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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教學人員是否足夠等。教資會考慮所有提議後，會向政

府提交建議，然後向立法會申請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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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城大、浸大、嶺大、理大、樹仁大學和公開大學  
成立／升格的過程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 

  1991 年年初，當時的香港城市理工學院、香港浸會

學院和香港理工學院分別向當局申請自行評審資格和大學名

銜 。 當 時 的 大 學 及 理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大 學 理 工 教 資 會 )認
為，非大學的資助院校必須符合下述條件後，方可獲授大學

名銜：  

 (a )  認同各院校須擔當不同角色這個原則和條件；以及  

 (b)  成功進行自行評審。  

2 .   關於 (a)項，大學理工教資會於 1992 年公布名為「香

港高等教育」的政策聲明，說明當時七所受資助院校 (包括上

述三所院校和嶺南學院 (見下文 ) )的角色。這些角色獲所有院

校接納。至於 (b)項，該三所院校於 1993 年 4 月完成各自的

院校評審，並於 1993 年 7 月獲當時的總督會同行政局授予自

行評審資格。 1994 年年中，該三所院校的申請獲得批准，獲

授大學名銜。  

嶺南大學 

3.   1998 年年底，當時的嶺南學院取得自行評審資格。

1998 年 12 月，學院正式致函政府，要求把名稱由嶺南學院

改 為 嶺 南 大 學 。 其 後 ， 政 府 就 學 院 的 建 議 徵 詢 教 資 會 的 意

見。 1999 年年初，教資會根據下列先決條件審議該建議：  

(a )  有 關 院 校 認 同 各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須 擔 當 不 同 角 色 這

個原則和條件；  

(b)  接 納 和 實 行 其 他 教 資 會 資 助 大 學 所 採 納 的 同 一 撥 款

準則；  

(c )  取得自行評審資格。  



   80 

4 .   同樣，嶺南學院已與教資會議定所應擔當的角色。關

於上文 (b)項，嶺南學院自 1992 年起，資助模式已與其他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看 齊 ， 包 括 採 用 同 一 個 (大 學 )薪 級 表 以 計 算 教

學及同級人員的薪金。教資會建議授予嶺南學院大學資格和

名銜，並就該校提出其他改革其組織架構的建議。 1999 年 6
月，政府決定嶺南學院應獲授大學資格，並應設立新的內部

管理架構。《嶺南大學條例》獲通過為法例，嶺南學院隨即

由 1999 年 7 月起改稱為嶺南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 

5.   香 港 樹 仁 學 院 (樹 仁 學 院 )是 一 所 私 人 資 助 (即 非 教 資

會資助 )的高等教育院校，提供一系列不同程度（包括學士學

位）的學術課程。樹仁學院向政府申請大學資格時，政府按

照申請的具體情況，並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就考慮應否讓私

立專上院校升格為私立大學時，以下三項是較為相關的條件
1：  

(a )  獲准在多個學術範疇頒授一系列的學位；  

(b)  取得自行評審資格，以及  

(c )  設立健全的內部管理及質素保證架構。  

6 .   政府根據上述三項條件對樹仁學院進行的評核結果，

概述如下：  

(a )  頒授學位的權力  

樹仁學院自 2001/02 學年起開辦學位課程，當時共提

供十項四年制榮譽學位課程，全部均已根據《專上學

院條例》 (第 320 章 )獲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

並通過當時的香港學術評審局 (學評局 ) (現稱為香港學

術及職業資歷評審局 )的學術評審。  

(b)  自行評審資格  

                                                 

1  這 些 條 件 載 列 於 2 0 0 6 年 1 2 月 1 9 日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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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仁學院邀請了學評局評估學院是否適合獲得在特定

學科及特定程度的學科範圍評審資格。學科範圍評審

資格等同／類似自行評審資格，但在學術範圍和時限

上均有限制，並須接受定期檢討。考慮到樹仁學院在

課程規劃、涵授及檢討等方面的自我管理能力，以及

達致質素目標的成效，學評局認為樹仁學院有足夠的

經驗與專才，開辦三個不同學科的課程，因此就該三

個學科授予樹仁學院學科範圍評審資格。這些學科範

圍評審資格每五年會接受校外檢討一次。  

(c )  內部管治和質素保證架構  

 學評局已為樹仁學院進行院校檢討，以評估學院是否

具備適當的學術及組織架構，適合作為一所大學。整

體而言，學評局委員會對樹仁學院的內部管治和質素

保證程序表示滿意，信納該學院基本上已有能力達到

大學應有的水準。  

香港公開大學 

7.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 (進修學院 )於 1989 年成立，具有

頒授學術資格的權力。進修學院基本上是一所遙距學院，致

力為有志進修者提供高等教育機會，不論其學歷高低。該學

院 的 成 立 費 用 由 政 府 承 擔 ， 經 常 開 支 方 面 則 由 學 院 自 負 盈

虧。  

8 .   1996 年 10 月，當時的總督會同行政局決定，進修學

院應自行負責評審其學位課程，但須定期接受學評局的校外

檢討。 1997 年 2 月，總督會同行政局決定把進修學院改稱為

公開大學。政府作此決定時，考慮過多個因素，包括進修學

院 的 自 我 評 審 資 格 、 課 程 質 素 和 在 其 專 長 領 域 的 研 究 能 力

等。政府同時亦特別注意到世界各地提供遙距學位課程的院

校，絕大多數都稱之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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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研究結果：大學的特質  

 在大多數地區（包括香港），為確保院校合符指引及

標準。院校以「大學」命名均受到限制或規管。對大學名銜

實施管制，是為了保障社會大眾（尤其是學生），並向僱主

保證大學畢業生的質素。因此，確保稱為「大學」的院校所

開辦的課程能夠達認可的質素和標準和具備香港和國際間公

認大學應有的特質，是非常可取的做法。  

2 .  規管大學名銜，可維護整個高等教育制度的地位和聲

譽。假如一所院校在缺乏大學一般應有的質素和特點前成為

大學，同一制度下其他大學的地位或會下降。教資會決定是

否支持給予高等教育院校大學名銜時，須考慮新院校會否增

強整個高等教育界的實力。  

3 .  現時，香港院校的命名由政府決定。教資會對《發展

藍圖》進行檢討，是履行其就資助院校向政府提供專業意見

的職能。工作小組進行這項工作時，研究了香港和其他與香

港情況相似的高等教育制度的院校發展經驗。附件 E 概述六

所本地大學成立或升格的過程。事實上，過去至少 30 年來，

師資教育院校升格是世界各地教育改革的一大特點。不同的

制度和國家明顯地出現了一些相同的趨勢，我們評估教院的

建議時應加以考慮。  

4 .  放眼海外，工作小組參考了世界各地對大學所下的政

策 定 義 ， 以 及 法 例 對 大 學 的 要 求 ， 從 而 確 定 大 學 應 有 的 特

質。在某些地區，這些準則是由政府認可的評審機構而非政

府本身訂定的。  

5 .  下表列載英國、澳洲、美國紐約州、加拿大、中國和

日本授予高等教育院校大學名銜的一般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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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 

資料來源： 

高 等 教 育 質 素 保 證 局 (Qual i 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 ion)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高等教育質素保證局向樞密院提供意見，然後由樞密院決定

是否授予大學名銜。一般而言，院校應：  

 已獲授權頒授修課式課程學位；  

 通常擁有最少 4 000 名相等於全日制高等教育學生，其中

最少有 3 000 名修讀學位程度課程 (包括基礎學位課程 )；
以及  

 能展示該校遵守適用於所屬界別的良好管治原則。  

其他準則： 

管治、行政、質素等方面的質量準則。  

註： 

英國在 2004 年曾修訂有關準則，現時英格蘭及威爾斯的院校無須先行開

辦研究學位課程，便可取得大學名銜。據悉，高等教育全國調查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Higher Education)在 1997 年發表的報告

(一般稱為《迪林報告》 (Dearing Report))建議降低量化準則的比重。英格

蘭及威爾斯自 2004 年起實施的現行準則採納了《迪林報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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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蘇格蘭和北愛爾蘭 

資料來源： 

高等教育質素保證局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一般而言，大學應：  

 在下列其中五個科目範疇各取錄最少 300 名相等於全日

制高等教育學生：  

○  臨床醫學及臨床前醫學科目；  

○  輔助醫學的專職科目及專業；  

○  科學；  

○  工程及科技；  

○  建築環境工程；  

○  數學科學、資訊科技及電腦；  

○  工商管理；  

○  社會科學；  

○  人文科學；  

○  藝術、設計及表演藝術；  

○  教育、職前師訓和合格教師資格。  

 取錄最少 4 000 名相等於全日制高等教育學生；以及  

 最少有 3 000 名相等於全日制學生修讀學位程度課程，最

少有 60 名註冊在學的研究學位課程學生，以及頒授超過

30 個哲學博士或同等學位。  

其他準則： 

管治、行政、質素等方面的質量準則。  

 



   85

澳洲 

資料來源: 

就 業 、 教 育 、 培 訓 及 青 年 事 務 部 (Minis ter ia l  Counci l  on  
Employment ,  Educat ion ,  Tra in ing  and Youth  Affa i rs )《高等教
育 審 批 程 序 國 家 議 定 書 》 (Nat ional  Pro tocols  for  Higher  
Educat ion  Approval  Process)  （ 2007 年 10 月）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澳洲的院校須符合國家議定的準則，並根據省、領地或聯邦

法例成立為大學或獲承認為大學，才可使用大學名銜。  

澳洲的大學具有以下特點：  

 是 憑 藉 或 根 據 澳 洲 的 法 律 文 書 成 立 或 獲 承 認 的 法 律 實

體；  

 有 助 達 到 《 國 家 議 定 書 》 序 言 所 訂 下 的 澳 洲 高 等 教 育 目

標；  

 具 有 清 晰 明 確 ， 包 括 致 力 推 動 和 支 持 院 校 在 學 術 領 域 自

由進行知識探索的高等教育宗旨；  

 根 據 澳 洲 資 歷 架 構 頒 授 多 個 廣 泛 學 科 範 疇 的 高 等 教 育 資

歷 （ 包 括 至 少 三 個 廣 泛 學 科 範 疇 的 研 究 碩 士 和 哲 學 博 士

或 等 同 的 研 究 博 士 學 位 ） ， 並 為 這 些 資 歷 釐 定 符 合 全 國

及國際水平的標準；  

 進行探索和推進知識的教學活動；  

 就 所 有 課 程 領 域 的 教 學 活 動 均 展 示 不 斷 追 求 學 術 成 就 的

文化；  

 至 少 在 頒 授 研 究 碩 士 和 哲 學 博 士 或 同 等 研 究 博 士 學 位 的

學科進行研究，開創新知識和原創領域；  

 展 示 教 師 、 研 究 人 員 、 課 程 設 計 人 員 與 評 核 人 員 對 自 由

學術探索和有系統地增進知識的熱誠；  

 釐 定 上 述 價 值 觀 和 目 標 管 治 、 程 序 規 則 、 組 織 架 構 、 收

生 政 策 、 財 務 安 排 和 質 素 保 證 程 序 ， 從 而 足 以 確 保 院 校

學術課程健全；以及  

 採 取 穩 健 的 財 務 和 業 務 管 理 措 施 ， 並 有 充 足 的 財 務 及 各

類資源，支持持續舉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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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院校以「大學學院」或專科大學命名，須符合額外特定準則。屬專科大學的院校可開

辦一至兩個廣泛學科範疇的課程，但在宣傳或正式文件中不得簡稱為「大學」。有關

命名準則可指明，如院校在一段特定時間後擬繼續使用專科大學名銜，須提出續期申

請。  

 

紐約州 

資料來源： 

紐 約 洲 教 育 部 紐 約 評 議 會 《 專 員 規 例 》 (Regula t ions  of  the  
Commiss ioner  of  the  New York Board  of  Regents)第 I I 章第 8
條  

大學的定義： 

「 大 學 」 指 開 辦 一 系 列 文 、 理 科 註 冊 學 士 學 位 及 研 究 院 課

程、兩個或以上專業範疇的學位課程，以及最少三個學術範

疇的博士學位課程的高等教育院校。  

其他準則： 

學士學位及研究院課程必須註冊。在校外授課，須另行申請

批准。  

註： 

在美國，授予大學資格及名銜的準則由各州自行釐定。紐約州的準則具代表性。  

 

加拿大 

資料來源： 

加 拿 大 大 學 及 學 院 協 會 (Associa t ion  of  Univers i t ies  and  
Col leges  of  Canada)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加拿大的大學根據省政府規章營辦。該國並無適用於所有大

學的正式院校評審制度，但加拿大大學及學院協會的會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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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連同省政府的大學規章，在國內外均視為足以代替正式

的院校評審作為成為大學的資格。  

成為加拿大大學及學院協會會員的條件： 

加拿大大學及學院協會會員應：  

 擁 有 其 宣 稱 具 有 的 官 方 或 法 規 或 與 附 屬 聯 盟 、 或 直 屬 大

學訂立的正式協議所賦予的權限；  

 以 提 供 達 到 大 學 水 平 的 教 育 為 主 要 教 學 使 命 ， 而 且 其 大

部分課程均為大學程度；  

 在 多 個 傳 統 文 科 及 ／ 或 理 科 範 疇 開 辦 具 深 度 及 濶 度 學 士

學位課程，而且開辦的專業學士學位課程 (例如醫學、法

律、師資教育、工程 )包含大量的文科及／或理科元素；  

 在學術成就、學術探索及研究方面表現出色。  

其他準則： 

 擁有與大學相稱的管治及行政架構  

 擁有與大學相稱的核准辦學宗旨及學術目標  

 擁 有 與 大 學 相 稱 的 學 術 自 由 、 學 術 操 守 、 知 識 產 權 及 其

他方面的政策  

 具有促進和維護學術自由及其他價值觀的風氣  

 

中華人民共和國 

資料來源： 

1998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  
第三章：高等學校的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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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高等學校的條件： 

 符 合 國 家 高 等 教 育 發 展 規 劃 ， 符 合 國 家 利 益 和 社 會 公 共

利益，不得以營利為目的；  

 具有較強的教學、科學研究力量；  

 具有較高的教學、科學研究水平和相應規模；  

 能夠實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以及  

 設有三個以上國家規定的學科門類為主要學科。  

 

資料來源： 

1986 年《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行條例》  
第三章第十二條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高等學校如擬取得大學名銜，必須符合下列條件：  

 主要培養本科及本科以上專門人才；  

 在文科 (含文學、歷史、哲學、藝術 )  、政法、財經、教

育 (含體育 )  、理科、工科、農林、醫藥等八個學科門類

中，以三個以上不同學科為主要學科；  

 具 有 較 強 的 教 學 、 科 學 研 究 力 量 和 較 高 的 教 學 、 科 學 研

究水準；以及  

 全日制在校學生計劃規模在 5 000 人以上。但邊遠地區或

有特殊需要，經國家教育委員會批准，可以不受此限。  

註 ：  

值得留意的是，內地許多冠以專科為名大學，事實上卻提供數個或更多學科的學位課

程。各「師範大學」 (現時 )並不再限於提供師資教育，反而更為近似綜合大學。  

 

舉例說，上海師範大學創校時是中國的師資培訓專修院校，其後取得大學名銜。該大

學 創 建 於 1954 年 ， 當 時 稱 為 上 海 師 範 專 科 學 校 。 現 時 ， 該 大 學 已 是 一 所 擁 有 超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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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000 名全日制本科學生，設有 76 個本科專業（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

文學、歷史學、理學、工學、管理學、農學）的綜合大學。  

 

 
日本 

資料來源： 

《學校教育法》 (1947 年 3 月 31 日法律第 26 號 )  

授予大學名銜的條件： 

大學除了在專門學科進行深入全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外，還

應是學習中心，讓學生吸收廣博的知識和培養智力、道德品

格和實用技能。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的集中地，應向學生灌輸

各種各樣的知識，以及在專門學科進行深入的教學和研究工

作。  

註 ：  

在日本，如要成立大學，須先經過大學設置和學校法人審議會審議，然後由文部科學

大臣批核。大學設置和學校法人審議會由學識淵博並具備豐富學術經驗的學者組成，

屬整體質素保證機制的一部分。  

6 .  總的來說，在各地授予院校大學名銜當中，可見到下

列一些普遍的準則。  

課程涵蓋最少一組互補性學科，從而：  

 促使校內師生培養廣博的知識和理解；  

 使不同學科文化之間能互相切磋砥礪；  

 讓各學科間能交流方法、技巧、模式和價值取向；  

 支援不同層面的跨學科發展；  

 為學生提供更多選擇，包括不同的學習和就業途徑；  

 促進個別學科內及跨學科的知識增長；以及  

 提高院校的規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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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研究能力，包括：  

 安排資深研究人員負責研究培訓；  

 提供研究培訓所需的設施；  

 由學士學位程度開始，營造研究環境，使課堂教學以

研究結果為依據；  

 鼓勵發展新知識領域；  

 支持應用知識於社區層面；以及  

 依據研究結果發展不同學科和跨學科的課程內容。  

絕大多數學生報讀學士學位及以上程度課程 (而非副學位和非
學位課程 )，務求能夠：  

 彰顯教育界的進修階梯；  

 確保院校專注於高等及專上教育，實符其名；  

 為培養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的同儕精神而奠定基礎，

讓院校培養獨特文化；  

 得到在研究環境中教學的好處；以及  

 更有效地運用包括教職員和設施（如研究圖書館及實

驗室等）珍貴資源。  

擁有最基本的規模：  

 確保可在每個學科範疇採用若干不同的教學方式；  

 確保有足夠數目的學生，營造有效的學習環境；以及  

 能夠有效善用資源（包括研究人員、圖書館、實驗室

和技術），以支援研究和教學。  

具有自行評審資格：  

 顯示院校的課程質素已經過同儕評審；  

 證明院校力求維持達到高等教育界的標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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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內部發展及檢討程序能與整個界別的標準看齊。  

7 .  除了這些與授予大學名銜有關的普遍準則外，不少政

府均規定／期望大學就知識產權、利益衝突和／或其他相關

事宜制訂政策。要求大學採用適當的管治方式，也是一項普

遍的條件。  

8 .  工作小組相信這些準則有助發展實力雄厚的院校。雖

然工作小組並非不能考慮依據其他準則，支持授予香港院校

大學名銜，但如院校提議採用另一些準則，須證明採用那些

準則較採用上述普遍準則，對香港社會更為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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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分  

尾註及參考書目  

 

尾註  

E1 .  質保局於 2007 年 4 月成立，是教資會轄下一個半獨立的質素保

證 機 構 ， 旨 在 協 助 教 資 會 確 保 其 資 助 院 校 開 辦 的 學 士 及 深 造 學 位

課 程 的 質 素 (不 論 是 否 受 教 資 會 資 助 )。 質 保 局 負 責 就 香 港 高 等 教

育 界 的 質 素 保 證 事 宜 向 教 資 會 提 供 意 見 ， 並 應 教 資 會 要 求 進 行 核

證和其他檢討。  

E2 .  《發展藍圖》可於以下網址取閱：

h t t p : / / w w w . i e d . e d u . h k / n e w s / h o t / d o c / b l u e p r i n t _ c . p d f .  

E3 .  師 訓 會 就 與 師 資 教 育 及 資 歷 有 關 的 事 宜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見 。 師 訓 會

的工作之一是協助政府制訂語文基準政策。  

E4 .  香 港 的 《 教 育 藍 圖 》 清 楚 指 出 ： “香 港 和 世 界 很 多 地 方 一 樣 ， 愈

來 愈 重 視 教 育 的 質 素 。 我 們 關 注 學 生 在 接 受 教 育 後 ， 能 否 過 著 充

實 而 愉 快 的 生 活 ， 有 足 夠 能 力 應 付 未 來 社 會 的 需 要 。 ” [ 4 4 ， 第

2 .7 段 ]  

E5 .  教資會於 2002 年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提到， “持續專業

進 修 ／ 教 育 在 全 球 各 地 的 迅 速 發 展 ， 這 主 要 是 相 關 知 識 領 域 的 更

新 速 度 所 致 。 ” “近 年 來 ， 傳 統 上 的 主 流 專 業 人 士 ， 例 如 醫 生 、 律

師 、 工 程 師 、 教 師 、 會 計 師 等 ， 為 取 得 持 續 的 專 業 認 可 和 通 過 評

審 而 不 斷 進 修 者 大 有 人 在 ， 而 且 其 數 目 越 來 越 多 。 ”  [ 5 8， 第 4 .5
段 ]  

E6 .  歐 洲 各 國 教 育 部 長 於 1 9 9 9 年 在 博 洛 尼 亞 舉 行 會 議 後 發 表 《 博 洛

尼 亞 宣 言 》 ( Bologna  Dec la ra t i on )，動 協 調 歐 洲 各 國 高 等 教 育

制 度 及 架 構 的 進 程 ， 目 的 是 使 這 些 制 度 及 架 構 具 備 相 同 的 要 點 ，

推 動 互 認 資 歷 ， 為 僱 主 提 供 劃 一 的 標 準 ， 以 及 提 高 流 動 性 。 這 個

進程將於 2010 年或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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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部分  

鳴謝  

 

憑 著 工 作 小 組 各 委 員 的 努 力 和 寶 貴 意 見  (委員包括顧爾言先

生 、 陳 黃 穗 女 士 、 劉 靳 麗 娟 校 長 、 黃 玉 山 教 授 及 張 文 彪 博

士 )，這份檢討報告能在政府要求的時限內順利完成，本人對

他們尤為感激。在檢討過程中，我們與教院高層進行真誠和

深入會談；獲教院提供詳盡的補充資料；以及聽取學生、教

職員和校友代表對檢討的看法。此外，不同教育團體就檢討

涉及的課題向工作小組所提交的意見，本人深表謝意。  

檢討報告綜觀世界各地不同的經驗，定出如何能最有效地優

化本港的師資教育質素。在這方面，工作小組亦得到教育顧

問 Jane  Morr ison 博士的專業協助和起草工作，尤其就報告第

2 章的資料搜集和整合大量研究文獻。  

最後，謹此多謝史端仁先生及教資會秘書處同事就統籌是次

檢討和編製這份報告所做的工作。我亦要特別感謝教資會主

席史美倫女士對工作小組的支持及鼓勵。  

 

賴能教授  (Professor  John Ni land)  
香港教育學院《發展藍圖》檢討工作小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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