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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社關的研討會上，有信徒這樣問：「循道衛理會已接納家

長教師加入校董會，為甚麼在《教育修訂條例》與政府有這麼大的抗

衡？」讓我在這裏向各位弟兄姊妹解釋一下。 

校本管理--匆匆教育改革中的一項 

 我們不應視校本管理是一項獨立的議題，而是教育改革其中一項

而已。 

 97 以前，教育改革多採循序漸進方式進行。97 以後，這種情況

已不復見。前財政司梁錦松先生於 98 年就任教統會主席時便提出了

要作大刀闊斧的改革，加上當時好大喜功的教育署官員配合下，多項

教育改革便匆匆出爐。 

 90 年教統會「第 4 號報告書」建議實施「語文分流」，把學校分

為英中、中中、雙語中學，並「鼓勵」中學用母語教學。但 97 年 9

月，特區政府在接管政權後不久，便強制實施母語教學，只容許百餘

間學校採用英語教學。這做成了不少學校與家長對教學語言的不滿。

教統會於 03年 8月成立特別委員會重新檢討這政策，至今先後召開

會議達二十多次，仍未達成共識。可見當日的決定是何等草率和道。 

 2000年教統會提出教育改革藍圖，建議在未來幾年間，將中學派

位分組機制取消，過渡期間將五組變成三組，結果又做成了學校學生

差異大教學難的問題。上述教學語言檢討小組亦同時負責此項檢討，

至今也是未有共識，在不能走回頭路時，亦只好維持現行三組派位組

別。 

 校本管理的意念沿於 91年教統會所提出的「學校管理新措施」，

鼓勵學校讓家長教師參與校政。97年「7號報告書」中提出「現時很

多優秀的學校都是由經驗豐富的辦學團體開辦。辦學團體在香港教育

體制中扮演的角色不可代替，他們的貢獻應該受到肯定和表揚。」（頁

16）報告書亦建議學校成立「校政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校長，家

長和教師，職權是決定校內主要事務，使學校管理更有效率，並且向

校董會負責。 

 但梁錦松先生上任後，立刻委任「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否定

報告書的建議，並以法團校董會取代現行之校董會，將政府與辦學團



體的伙伴關係拆散。 

改革的手法 

 上述多項教育改革並非全無是處。母語教學，做好每所學校，學

生母須太多注重派往那間學校就讀，家長教師參與校政等，都是好的

方向。可惜的是，除了改革匆匆外，這些教育改革大旗手，他們的子

女都不在香港接受教育，與我們一同經歷改革。 

 還有，推動改革的手法，多採分化的手段。例如，為提昇教師語

文水準，要求教師參加語文評核試或進修。這本是好事，可惜的是，

教統局首先指學生語文成績差，是因為老師語文能力出現問題。這做

成了學生與教師的矛盾。雖有提出要敬師愛師，但這矛盾亦造成了不

少學生對老師的不尊重。「老師有甚麼了不得，我們考試不合格，老

師也是不合格呢！」過去，由於發展教育需大量老師，的確有不少老

師語文能力稍遜，也要被逼擔任語文教席。今天對老師的批評，豈不

是「過橋抽扳」的行為！ 

 教統局為推動校本管理，大力批評辦學團的不是，又指辦學團體

否定家長教師參與校政，做成分化和對立。「以權謀私，任人唯親，

挪用公款，中飽私囊」等字句可出現於統領教育的局長口中，與第 7

號報告書剛剛相反，也否定了過去百多年辦學團體以無私精神辦學。

這也是另一次「過橋抽扳」的行徑。 

 另一個值得商確的手法，就是向社會大眾扭曲一些數據。自 91

年至 97 年六年間，有三份一學校已響應校本管理新措施，其中還有

16%學校有家長教師加入校董會。這是一個積極的發展，但教統局將

之解釋為少數目，辦學團體無意讓家長教師參與校政。此外，教統局

又指校本管理條例已討論了十多年，所以不應延遲立法。校本管理由

91年開始，但校本管理條例只是由 2000年開始討論，只是四年時間。

誤導社會，實是特區政府施政中最卑劣的手法。 

改革的動機 

 從特區政府過去多項措施，我們不難看出同一方向，就是要將權

力集中在政府手上。 

 教會曾興辦醫院，但現時受政府資助的醫院全歸醫管局管理。雖

說教會有派代表擔任董事，董事會主席也由教會代表擔任，並訂明有

醫院的使命和理想，但人事調配，財政管理，甚至是規劃的管理，全

由醫管局負責。教會醫院已變相成為政府醫院，難以實踐醫療理想。



市政局被解散了，民娛康樂等事務全由民政局管轄。為減低區議會影

響力，政府加入委任代表。對於公營電台，政府也透過親政府人士表

示，電台應該成為政府宣傳政策的工具。 

 學校教育也是一樣。雖然辦學團體在開辦學校時有付出金錢，但

相比政府每年所付出的資助實在是少數目。政府為最大的出資者，受

制於政府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學校要實施一刀切的學校管理，教學語

言，學生派位等。 

 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曾於一次學生的聚會場合中失言，指學生

受惠於政府，沒有資格批評政府。這實在不是失言，而是心底話。但

她不明白，政府的經費是來自社會大眾。當然接受公帑，受大眾的監

管，是必然的事。無論是過去，現在或是將來，辦學團體管理學校公

帑，多是公開和透明，也無作弊之行徑。 

辦學團體會繼續努力，提供優質的教育 

 教統局要求資助學校以統一模式管理學校和提供教育，但容讓直

資學校及私立學校有自由權管理學校和發展教育，這政策做成一個嚴

重問題，就是付得起錢受教育的，便可以有多元化的教育機會，付不

起錢的，就只有無奈的按政府的政策接受教育。 

 是次教會大力反對政府，就是要為教育提供多元化的選擇。不同

辦學團體有不同的辦學使命和理念，校本管理精神就在於各學校和其

背後的團體應按不同的傳統與文化，發展不同管理模式和發展教育。 

 這篇文章刊出的日子，可能立法會已通過教育修訂條例。我們會

繼續反對將校董會改變為獨立法團。我們仍會維持我們過往開放的精

神和方法，繼續管理學校。我們歡迎家長教師加入校董會，一同管理

學校和發展教育。我們會透過教友，學校老師和學生教長，一同努力，

做好我們的學校，向社會公眾交待，也向我們所信賴的天父上帝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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