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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精英漸少，小學更不重視英語 

 

侯傑泰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主任 

 

自從一百所可以用英語授課的學校名單公佈後，公眾對如何審核這些學校的準則極

為關注；本文則主要是從教育測量的角度，指出現行方法可能導致的一些問題，供

檢討這政策時作參考。 

若母語教學對所有學生學習均更有效，單以推動母語教育考慮，我們自不然應強制

全港中學改用母語，但一些人士卻認為要讓有能力以英文學習的學生，仍可用英文

學習，從而保障香港精英的英語水平不致下降，需保留部份學校仍用英語授課，故

這是「母語」與「精英」政策的結合體。 

我們需留意這一百所名校收生的準則是小六學生的絕大部份校內科目的成績總分

(經學能試調整)，而非依英語能力挑選；當然英語能力較高者，其總成績亦甚可能

較好，但這些學校亦有可能收取一些中文及數學能力極好，英文只是一般的學生。

我們並非鼓吹這些學校應以英文成績收生，但我們希望指出現行政策並非單純母語

之爭。 

 

會否導致「重文輕理」？ 

世界首屈一指的智力權威、任教耶魯大學的 Sternberg教授在數星期前訪港，他指

出現行教育及考試的種種問題；例如：若果我們現在以貌美及儀表出眾為百間名校

標準，在二、三十年後，不難發覺全港專業人士、政府高官均儀表出眾，這便更誤

導我們容貌是一個極好挑選人材的方法。 

英文能力當然重要，尤其是當我們看見一些身居高位的人英語能力極佳，更加強公

眾對英語能力的膜拜，其實在這制度下，我們浪費了極多中文的能力甚強，極富創

造分析力，但英語能力稍遜的人材。 

作為國際城市，學生英語能力的培訓當然重要，但將「精英」與「英語」能力掛鉤，

在制度及客觀上過份強調英語的重要性，對改善整個香港的學童素質並不一定有利。

在訂定以「高英文能力」作收生標準時，我們又是否準備再訂定其他以「高數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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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收生標準，設立「數理精英學校」呢？若不，為何英文又較數理更為重要呢？

現今政策會否導致重文(英文)輕理呢？ 

 

男精英將漸少 

很多研究及經驗均指出女學生在中小學前期發展較早，也願意靜心學習，故能獲取

較男生更好之成績。數年前中文大學以中五(而非中七)之會考成績收生，結果是女

生數目大增，女生宿位也成甚大問題；其他國家如新加坡也有類似經驗，當以小學

時期的成績作精英分流時，多導致女生佔據較多精英學額(亦見下述其他成因)。 

在現行公佈之名單，市區內約有二十五所女校，十五所男校(及四十所男女校)，據

本院曾榮光教授計算，港島區百分之三十六女生可入英語名校(男生只得百分之二

十八)，九龍區女生百分之三十三(男生為百分之二十六)；女生有較大機會入讀英語

名校在市區尤其明顯；在新界區則男女差異不大(女：百分之十九；男：百分之十

八)，不難推斷香港日後女精英將較男的為多。 

簡單來說，在決定何校可以入選用英語教學時，一極重要條件是以百分之八十五學

生可達 MIGA的指標要求。MIGA是以校內英文成績經學能試(中、數公開試)成績

作調整所得的一個指標。因中、英、數能力有共通性，故以中、數成績去推算英文

能力看來也是合理，當然這會導致高估部份及低估另外一些學生的真正英語能力。

只要某一中學大致平均收取高估及低估能力的學生，那麼該中學的 MIGA指數也

算可靠。 

 

用中數成績估計英語能力的問題 

但這方法是有系統性地錯誤估計一些學校的英語真正能力，例如，某一小學由美加

回流的學生，不懂中文，但英文能力極高，若用中、數學能試成績去估計其英文能

力(因中文成績欠佳，故總成績不好)，當然錯誤，這些不能考核其中文成績者，教

署已作特殊處理，問題解決。 

但是對一些強調以英文教學的小學，部份是為「名小學」，因相對地其中文能力較

弱，學能試中文成績略遜，故錯誤地估計其英文能力也欠佳，在一般學校，中英文

能力可能達較高的正相關，對那些強調英語教學的「名小學」，他們的中文成績不

足以反映其英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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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數年，清楚了解整個 MIGA運作的小學，為求有更好的表現，只要將所有英

語課，改上中文及數學。中數學能試成績好，那麼某學生的校內英文成績(無論其

英文能力如何不濟)，將會被大幅調高，誤以為其英文能力甚佳。 

一般而言，學能試對那些小學有直屬連繫中學者，其壓力相對較少，故大量操練學

能試題機會也略少。正因這原因，那些操練中數學能試忽視英語教學的學校，其

MIGA顯示，英語能力甚佳，反之用較多時間於英語教學，較少操練中數的直屬小

學(多為「名校」)，則在 MIGA計算中，被評為英語較差。 

 

尚待解決的問題 

由上述數點總結而言，一些極重視以英語教學的「名小學」(尤其是男校，有直屬

中學者)，因其中文能力相對較弱及不操練學能試，其英語能力被低估，結果導致

大量收取這些小學的直屬中學，其學生之英語能力(MIGA)也被低估，這也可能部

份解釋一些傳統名英文中學(尤其是男校)，為何乎能晉身一百名校之列。 

由是觀之，如何設計一更好估計學生英文能力的指標其為重要，但我們亦要解決過

早篩選導致男女比例不平均的問題。更根本的問題是若要保留精英學校，是否應以

英文作評核標準？會否導致重文輕理？我們亦應留意這制度會否令全港小學，為求

送更多學生入讀精英中學，將會更全力操練中、數學能試，只要考得好，英文置之

不理，這都是我們難以預料及控制的反面效果。 

 

分流機制的漏洞 

 一些極重視以英語教學的「名小學」(尤其是男校，有直屬中學者)，因其中文

能力相對較弱及不操練學能試，其英語能力被低估； 

 大量收取這些小學的直屬中學，其學生之英語能力(MIGA)也被低估，這也可能

部份解釋一些傳統名英文中學，為何未能晉身一百名校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