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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學期的開展，著實不容易。學生退

學及教師離職仍持續不斷。在人手不足之

下，老師的擔子可說是百上加斤。香港中學

校長會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

估中心（HKCISA）於 2021 年 9-10 月合作進行

問卷調查，問卷涵蓋 2018-19、2019-20、

2020-21 三個學年，調查結果顯示師生離校的

情況相當嚴重。 

 

 

調查反映，2020-21學年平均每校有32位

學生退學（包括離港及轉校），較 2018-19 和

2019-20 學年，每年每校平均 20 人退學的人

數為高。 

學生離開香港教育體系，代表未來人才

的流失。當今天政府多番強調需要「搶人

才」，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我們不禁會

問，與其「搶人才」，何不集中資源好好培

育我們的人才？離港的學生不少現已升讀高

中甚或大學，三數年的學習之後，這批生於

斯長於斯的年青人，正正是香港未來發展的

重要支柱。與其任由退學潮繼續，政府為何

不深入瞭解退學潮的原因，對症下藥，讓人

才留港？ 

 

學生離港加上出生率連年下降，適齡學

童人口下降。各區中一學位供求失衡。教育政

策本應令每個學生都能得到均等的學習機會，

在音樂椅效應下，有學童「力爭上游」，原是

無可厚非；但當這現象成為常態，會否讓「弱

勢」學生、「弱勢」學校更弱勢？最終，會否

影響教育資源的平等分配？ 

再者，在音樂椅效應下，轉校生須重新

適應學校環境、生活、課程和師友，有利成長

的支援條件變得薄弱；新生既對校園感陌生，

又要應付新的學習要求，壓力增大而成長的危

機因子更趨惡化。大量的學生離校轉校，學校

難以在穩定的情況下進行教育工作，學生也難

以在熟悉的朋輩及信任的老師陪伴下克服情緒

困擾，健康安穩地成長。 

在「學生退學及教師離職」潮下，不一樣的學校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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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亦反映了 2020-21 學年教師離職數字

比過往高，平均每校有 7.1 位，當中包括不少

經驗教師。這教師離職潮於 2021-22 學年結束

之際更為嚴重，不少學校流失十多二十位教

師。新學年開始了，學校仍有教席待聘。另

一邊廂，開學以來，仍有老師中途離職。這

些過往鮮見的現象，變成了今天的常態。 

        部分科目的教師供應不足，如英文、數

理、科技、家政、體育科。有學校於新學年

仍未能聘請足夠教師。在無法可施下，有學

校最終聘請非專科或未受師訓的教師，亦有

學校需要將本來按能力分組的教學取消，回

復全班教學，更有學校需要暫時停止開設某

些學科。這教師不足的狀況，對學生學習及

教學質素具深遠的影響。 

        其次，學生需要重新適應新教師的教學法

和要求。若離職老師任教中六班級，對學生

的學習影響更大。此外，學生與新老師的關

係不會在短時間內建立，新老師亦未必能及

時有效辨別或關注學生的需要，特別是有特

殊學習需要或情緒健康問題的學生。 

        教師離職潮下，學校教席空缺大增，教師

也出現音樂椅效應，學校之間出現教師「大

執位」，資深的中層教師流失，學校行政和

領導工作也大受影響。年資較淺的教師，縱

使經驗未足，也需要擔任學校內重要崗位，

甚或需要協助學校培訓和支援新入職教師。

一些教師因承擔或接替離職教師的教學及行

政工作，工作量驟升導致備課和關顧學生的

時間減少。部分教師未能應付突如其來的壓

力，情緒易受困擾，甚或因害怕出錯而感挫

敗。不僅學校整體行政工作受到影響，教學

質素亦難以維持。 

  

 

        在 2022 年這個不一樣的暑假，校長已盡

最大努力聘請及培訓新教師。仍留在教學崗位

的老師亦不好過，新學年教學班級及科目改了

又改、行政工作加了又加。部分學生遠赴海外

繼續學習，部分趁機轉校。這種種動盪不安，

還會延續多少個暑假？離職離校潮，對學校、

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到底有多大？這影響又能否

修補、該如何修補？從事教育工作的專業人

員，是站在這個離職退學潮的浪尖，但教育界

並沒有足夠的資料去瞭解有多少老師的離職是

暫時性，有多少的離職只是轉校，又有多少是

離開教育體系（例如於離職時申請取回公積

金）。我們難以推算各學科到底欠缺多少已受

專業培訓而具備足夠學科知識的老師，市場上

到底有沒有足夠的老師填補所有的教席空缺。

我們更未曾準確知悉有多少學生已離港、已離

開香港教育體系。 

         走了這麼多學生，香港會否有足夠人才

應付將來社會的需要？如此嚴峻的局面，教育

局怎能放手讓個別學校自己面對？學校又可以

如何面對？教育局提出的「軟著陸」，具體政

策內容是甚麼？對香港教育體系培育新一代的

能量有沒有影響？ 

  

 

  

面對不一樣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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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數年間，香港飽受社會事件及新冠疫情

的雙重打擊，學童的學習活動與精神情緒大

受影響，多個青少年精神健康調查都反映香

港社會出現了「精神海嘯」。當社會漸次恢

復秩序，疫情逐漸受控，正好提供空間讓學

校重建正常的學習秩序，讓師生、生生間建

立聯繫與感情，讓學校能為有需要的學童提

供支援，這對青少年精神健康有莫大裨益。

香港的教育體系一直為港培育人才，也

栽培了不少政商及其他界別的當今領導者。近

十數年，香港學童在各國際性測試中，成績亦

一直斐然。這些得來不易的成果，是許多教育

工作者及持分者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理應珍

視。在教育界面對極大困難的今天，政府應於

政策及資源層面，提供充足的資料及作出具實

效的回應，為香港的今天及明天育才、儲才。

中心活動簡報 

重建正常的學習秩序 

         本中心於 2022 年 7-11 月期間分別於荔景天

主教中學、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及馬

頭涌官立小學舉辦「幸福發現號」教師發展日

工作坊。照片為荔景天主教中學工作坊現場

（由何瑞珠教授和楊國強博士主講）。 

         2022 年 10 月 31 日，本中心於中大校內舉

辦「關懷你的身心靈工作坊」系列之深度放鬆

工作坊，由何瑞珠教授、陸秀霞博士和梁妍女

士帶領，內容包括唱誦、拉伸運動、身體掃描

放鬆、平躺休息。 

         2022 年 11 月 11 日，何瑞珠教授為中大教

育行政及政策學系主辦工作坊，分享課題為 
「Making good use of your research to develop a 
4* star impact case: From PISA to H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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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校長、老師及教育界同工： 
 
         本期通訊與讀者分享本中心與香港中學校長會合作的「學生退學及教師離職」調查研究。調查顯示

2020-21學年，學生退學和教師離職的數字較此前兩個學年驟升，大部分受訪學校校長均相信這趨勢將會

延續。而調查結果亦反映，教師大量離職的原因為非個人或學校能控制的因素，包括社會整體氣氛、教育

政策及課程變更，以及教育專業地位。 
 
        雖然研究於去年秋季進行，但其研究發現依然印證著此時學校、教師及學生正在面對的種種難處。筆

者在與前線同工接觸之時仍很直接地感受到他們的不易和壓力，在此向教育同工致意——你們所經受的變

動、負擔和艱難，都是前所未有的。 
 
        學生退學、教師離職的趨勢依然未見下降。教師、學生離開本地教育體制，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信

心問題？若是，我們應如何重建社會對教育的信心、重建教育工作者對教育的信心？另一方面，筆者擔

憂，任由流失趨勢繼續發展而不作調整和補救，將對本地教育的發展造成不可逆轉的不良影響。政策制定

者必須廣納建議，及時回應，採取措施重建穩定的教育生態，減輕學校和教師的額外負擔，讓他們在困境

和挑戰中逐漸找到新的平衡和出路。 
 

何瑞珠 
香港中心總監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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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12 月 
 第六期問卷數據整理 
 作初步分析 
 撰寫初步報告 

 
 

2022 年 7-12 月 
 更新及編彙「PISA 評估架

構與教學應用系列」 

2022 年 7-12 月 
 「幸福發現號——滋養

家長及教師身心靈健康

計劃」：在三所中小學

進行教師發展日工作坊 
 

2022 年 7-10 月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對

青少年之健康及社會影

響」問卷調查：撰寫及

寄送學校報告 
 

2022 年 7-12 月 
 「學童身心靈健康評估

計劃（HBSC）」：與內

地 HBSC 研究團隊建立合

作關係 
 

工作進程 

編者的話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603-7209  傳真：(852) 2603-5336  電郵：hkcisa@fed.cuhk.edu.hk 
地址：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信和樓 612 室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hkc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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