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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供更多支援以減少評核制度改革對教師的壓力
        二零二零年七月，政府公佈《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期
望透過實施多元評核，發展學生多元能力，照顧學習差異，促進學生學
習成功。雖然制度出台前有較長時間的醞釀，亦有開展教學人員培訓，
但畢竟制度剛實施，不少學校和教師仍需時適應。例如制度規定評核類
型包括形成性評核、總結性評核、特別評核、檢定評核四種，但明確訂
明評核應結合運用形成性評核及總結性評核，並應以形成性評核為主。
這與不少學校過往以總結性評核為主的做法有很大的變化。有教師反映，
由於是新制施行，如何照顧學生不同學習能力的同時又確保教學質量，
如何因材施教又確保評核公平，充滿挑戰，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
要做更多準備工作，不斷探索革新教學方式和內容，工作壓力大增。另
一方面，形成性評核及總結性評核之間的佔比如何，都需要不斷摸索和
總結。他們都期望政府提供更多的支援，使教師更好地掌握多元評核的
準則，減少評核制度改革帶來的壓力。
        事實上，為配合《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的實施，政府近年積極陸
續落實有關課程改革和發展的各項工作，課程改革工作的不斷深化和完
善，是推進非高等教育變革的重要舉措，與此同時，教師亦需不斷調整
教學安排，以適應新的規定和要求，伴隨的壓力亦與日俱增。眾所周知，
除教學工作外，教師普遍需要承擔不少非教學性的工作。此外，現時通
訊科技發達，回家後還要回覆群組訊息，亦加重了教師的工作量，影響
他們的休息。為此，教育部門應提供更多的支援，從而讓教師在全力投
入教學工作、關注學生發展的同時，亦能減少不必要的壓力和負擔。
        為此，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
        一、《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於今個學年剛剛實施，教師
需要時間適應新的評核制度，既要為學生減負，如限制作業時間、測驗
次數等，又要在課業上保質，充滿挑戰。教育部門有否了解有關制度施
行幾個月來各校及教師們的落實情況和困難？會否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支
援以確保制度實施成效的同時，又盡量減輕教師的壓力？
        二、教師的工作壓力不少，而近年利用網絡方式教學，以及回應家長
和學生手機群組訊息等更為常見。去年中，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已表示，
會推出“放學後使用通訊軟件的指引＂，保障教師作息時間。並曾透露在
今學年的《學校運作指南》已新增有關學校人員使用通訊軟件、網絡平
台等電子信息作溝通聯繫工作的建議。但仍有不少教師表示，對相關指
引並不知情，亦欠缺具體的執行細則。到底有關指引落實情況如何？會
否出台具可行性的細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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