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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7年，香港在教育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而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有两项母语教学和优才入港。记者日前走访了香港

和内地多名教育专家，从他们的眼中来看这些教育政策的变

化带给香港的影响。 母语教学改革时间表 1998年：香港开始

推行母语教学政策。特区政府规定，除了112所中学继续在初

中以英语授课外，其他300多所中学须以中文教授除英语和英

国文学以外的科目，中四(高中)开始可以转为英语授课。

2005年2月：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公布“检讨中学教学语言及

中一派位机制咨询文件”，建议把母语作为香港中学的主流

教学语言，今后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学，方能采用英文教

学。 2006年初：公布了经修订教学语言安排，强调“母语教

学、学好英语”。在推动“母语教学”的同时，当局积极提

升学生英语水平，其中包括推出《语文水平提升计划》。参

加《计划》的中文中学，可申请津贴在六年内加强英语的学

与教；英文中学亦可申请津贴，进一步提升英语教学的素质

。选择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中学，须接受每六年一次的检视

。 母语教学 小学全英文 中学改中文 1997年香港回归时，香

港女孩文子媚刚刚小学毕业。她的小学阶段接受的是全英文

教学，拥有良好的英文基础，在当时的香港，最好的学校都

是采用全英文教学，中等一些的学校实行中英文并行，而较

差的学校才使用中文教学。不过，进入中学的子媚开始感受

到了香港回归带给她的切身感受学校开始推行中文教学，也



就是所说的“母语教学”，除了英文课以外的所有科目都用

中文教学，教材也改成了中文的。 “很多课程用中文教更容

易理解意思，学得也快点。”子媚认为母语教学有不少的好

处，但同时也担心这样会令自己减少了接触英文的机会。 与

子媚有相同经历的香港学生为数不少。1997年，时任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在参观广州培正中学时表示，特区政府

语文教育政策的宗旨，就是要给青年学生提供适当的学习环

境和资源，让学生学好“两文三语”，使香港的中国人不但

能够熟练阅读、书写中、英文，还能讲流利的粤语、普通话

和英语。 他表示，世界各地的研究都显示，采用母语教学效

果最好。在香港回归祖国的今天，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

密切。从长远来看，香港的学生掌握好中文，对于他们日后

发展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十分重要。董建华强调，推行

母语教学并不意味着香港不再重视英语。 2003年，香港第一

批在母语教学政策下学习的中五学生参加会考，放榜成绩显

示，300多所推行母语教学的中学，中国语文、数学、地理、

中国历史及化学等科目的及格率均有提升；112所英文中学，

在中国语文、数学、中国历史、物理、化学及生物科合格率

均下跌。 从这次中学会考成绩看，香港只有小部分学生，才

可通过英语有效地学习学科知识。根据记者了解，香港许多

母语教学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赞同母语教学，认为实施母语教

学后，学习兴趣增加，吸收知识的能力提高，尤其像历史、

地理等需要解释和演绎的科目，中文讲解和解答都会产生很

好的效果。 优才入港 四年推三个人才引进计划 “今年香港科

技大学在内地招生150人左右，而我们收到的申请已经有6500

多个。”香港科技大学有关负责人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透露了这样两个数据。而这样惊人的考录比，也在香港多所

高校中上演。到香港读大学，已经成为非常多内地学生的选

择。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作出吸引多项人才来港的

法规和政策。1999年的香港，刚刚经历了金融风暴的洗礼，

本地人才短缺。当年12月，香港政府就推出“输入优秀人才

计划”。计划面向全球，但主要着力点在于吸引内地人才

。2001年6月，特区政府又推出了“输入内地专才计划”，专

门引进资讯科技和财经服务两方面的人才。 2003年7月，在经

过特区教育统筹局近一个月的“香港目前缺乏哪些专才”的

调查之后，特区政府推出了新一轮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而

新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不再对人才的专业和名额作限定，只

要是拥有香港缺乏或无法实时提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可

以提出申请，同时受聘者的配偶及18岁以下的子女也可以申

请到港居住。 同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从最初的限定在内地6个省市到2007年增加至25个省市，现在

对于很多优秀的内地学生来说，除了清华、北大，他们在填

高考志愿时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到香港上大学。 2004年7月11日

，教育部部长周济和香港特区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在北京

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备忘

录》。协议中明确，内地学士学位获得者可以到香港高校攻

读研究生学位和进行职业学习；内地硕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直

接攻读香港高校的博士学位。同样，香港高校学士学位获得

者可以到内地高校攻读研究生学位和进行职业学习；香港硕

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直接攻读内地高校的博士学位。 2007年，

香港十所高校预计在内地招生1300~1500人，而另一项调查结

果显示，从2005年开始，在内地招生的香港高校逐渐受到高



考状元们的青睐。有18位状元选择求学香港，约占总数

的3.2%，在状元们选择就读的前十大高校中，香港学校就占

据3席，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从2006年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已经进入内地

高考招生目录统一招生。 2006年11月27日傍晚，著名钢琴演

奏家郎朗成为香港“优才入港”计划第一人，领取到“香港

居民身份证”。2006年7月，港府推出“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这也是特区政府自1999年以来实施的第四份引进人才计划

。新计划根据年龄、学历及专业资格、工作经验、语文能力

、个人成就及贡献等记分，最高分为165分。这项计划一方面

以“成就计分制”吸纳内地的体育、音乐、演艺及文化名人

来港，一方面以“综合计分制”招揽经济领域内不同范畴的

技术型专才，每年限额1000人。 专家评点 香港扩大内地招生 

是受美国影响 香港著名专家丁学良：香港在吸引人才方面，

原来是对全世界的人才开放，因为政策的原因，唯一对内地

不开放。香港回归之后，“优才入港”政策针对的内地的优

秀人才，一般从事很实用的行业。目前“优才入港”规模比

较小，层次不太高，影响还看不出来。 香港高校到内地“抢

状元”是学美国的方式，原来香港的大学也没有这么灵活，

以前香港的高等教学跟国内基本没有什么交往，最初也是关

起门来办学。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港校开始学习国际上

办学的经验，慢慢向国际上公开招聘教员，提高大学的素质

，但如果学生的来源还是仅限于香港，这就影响大学的素质

，因为大学要有最好的教员和最好的学生。香港受到美国办

学的刺激，美国人认为，全世界最大的生源就在中国，中国

内地就在你旁边，这么好的生源你不去努力？于是开始放开



对内地的生源，尤其在科技人才方面。 内地学生选择到香港

读书，香港毕竟是华人社会，生活上更能够适应一些，地理

位置较之西方相对优越，成本相对西方也比较低。 香港学制

渐和内地接轨 “回归给香港教育带来的最大改变在于这些措

施和制度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改革的思维。”香港中文大学教

育学院首任院长、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教育统筹委员

会成员卢乃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认为。他举例说，

香港学制从六五二三学制(小学六年、中学五年、预科两年、

大学三年)向六三三四学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大学四年)改革，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国际惯例，更重要的也

是为了与内地学制接轨，达到一致。同时，香港高等教育人

才的选拔也由以前两个公开考试变成一次考试。以前，香港

学生会在中五的时候参加一次会考，通过会考有60%的学生

会被分流，通过这次会考的学生到中七时再参加一次公开考

试，确定大学的选拔。而改革后将两次考试合成了中六的一

次考试，中、英、语文和通识教育作为必考课程，其他考试

科目根据高校需求而定，这样的考试方法实际上已经跟内地

的高考选拔接近。 另一方面，香港再对教育体制进行一系列

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实施对学校的“问责制度”：先由各个

学校自评，然后由教育部门组织评估，各方面表现很差的学

校就要面临淘汰，也就是所谓的“杀校”。 对于香港学生感

受最深的“母语教学”的改革，卢乃桂认为总的来说“是好

的”，事实上对学生起到了分流的作用。他告诉记者，在香

港400多所中学中，有110多所采用英文教学，而这部分学校

也是属于香港最好的一批学校。对这些学校的学生来说，母

语教学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而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社



会科学类的科目，母语教学和英语教学的效果可能差不多，

但自然科学类的科目，母语教学的效果肯定大大好过英语教

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