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為什麽我們都只是關心TSA？ 

 

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TSA）實施至今逾10年，部份學校為

應付此項測試，從小一開始狂操學生，風氣一年比一年嚴厲。有家長群組正醞釀一浪接一浪的

針對教育局的抗爭行動，學校和校長組織反對教育局的禁止操練措施。教育局發表回應，強調

學生毋須操卷應付TSA，把責任推回學校和家長。有關各方都嘗試把責任推到對方去。 

 

在這紛擾的時刻，讓我們把視野放回TSA出臺的背境。 

 

2000年發表的《教育制度檢討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開宗明義提出：教育改革

的大前提是以學生為主體，本著的理念是幫助每個人透過終身學習達致全人發展（頁

iii）。……2.4段提出：學校教育是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和態度的階段。 

 

《方案》1.17段：九年基礎教育的階段，重點應在於培養學生基本的態度、能力和知識，

為學生的終身學習及全人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幫助學生培養自學的興趣和能力，以及各種待

人及處事必須具備的基本態度和能力―─包括積極的態度和正面的價值觀；獨立思考、分析、

判斷、解決問題、應變、創新、組織及與人溝通和合作的能力等。當然，作為終身學習的基礎，

學生亦必須具備不同學習領域的基本知識。 

 

我們要問：終身學習達致全人發展的基本能力和態度是什麽？TSA 現在要測試學生那些

基本能力和態度？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從教育局的網頁去瞭解，TSA 完全沒有測量學生的基本態度。對於基本能力，教育局測量

小三、小六和中三中文、英文和數學三科。限於篇幅，本文只探討小三的中文科。中文科的評

估範疇包括閱讀、寫作、聆聽及說話，本文只簡單探討閱讀和寫作兩個範疇。 

 

中文課程第一學習階段（小三）基本能力是測量： 

閱讀 能認讀一般閱讀材料中的常用字、 能理解所學詞語、能理解簡淺敘述性文字的段意

及段落關係、能概略理解篇章中簡淺的順敘/倒敘事件、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能明白視聽資

訊中簡單的信息。 

寫作  能正確書寫常用字、能就熟悉的事物決定內容、能將內容分段表達、能正確運用句

號、逗號、問號、冒號和引號、能運用所學詞語、能寫完整句子、能寫賀卡、邀請卡、簡單書



信。 

 

我們可以比較，上述的測試內容涵蓋了上述「幫助學生培養自學的興趣和能力，以及各種

待人及處事必須具備的基本態度和能力―─包括積極的態度和正面的價值觀；獨立思考、分

析、判斷、解決問題、應變、創新、組織及與人溝通和合作的能力等。」多少的內容？ 

 

我們只可以慨嘆：「我們的教育局和我們不少的教育界持分者都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偃苗助長：追求偏執的工具指標可能會得不償失 

  

  筆者二人曾在 2000 至 2006 年參與一項大型課程改革計劃：「一個都不能少：個別差異的

處理──小學生在中、英、數三科學習動機與模式發展與研究計劃」，發覺即使已投入大量資

源進行教學專業培訓及實踐的計劃，也只能待學生升到高小階段，才能從他們的學科成績中印

證到紙筆測試能力的提升。經驗告訴我們，過分要求學生在初小階段達致更高的學科測試結

果，會容易扼殺幼年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結果可能令我們得不償失！ 

  

  總括而言，「學會學習」能力涉及一個較為複雜的後設認知(meta-cognitive)能力，現有較具

公信力的國際量度工具，以 PISA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的項目為例，香港學生在 2003 年掌握自主

學習策略的能力，及在 2009 年的學習策略運用及後設認知指數，都低於 OECD 國際經濟合作

組織國際平均水準以下。直至 2012 年 PISA 的數據仍顯示：香港學生的學習自我觀、學習焦慮

感及學校歸屬感均處於國際偏低水準。在最近一次 2011 年 PIRLS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中，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能力排名全球第一，閱讀興趣則排名榜末。香港學生這些偏低的心理測

量數據與高水準的紙筆應答能力並不匹配。如果我們一直單方面側重 TSA 作為全港性系統的

評估工具指標，而不去面對，甚至漠視教育改革所希冀的「學會學習及樂於學習」能力，香港

的基礎教育是否一直在走錯路？ 

  

  心理成長涉及大量情意因素的培育；後設認知能力也牽涉更複雜的學習過程因素而非學習

結果的量度。很明顯，TSA 作為一項簡化的測量工具，只可監測學習的片段及短期成果。也許

我們真的要反省，我們究竟最關心的是 TSA，還是下一代的教育，以及學生的學習與成長。 

 

 偃苗助長代表了不理會生物的發展階段，只重視短期收益，不理會長期發展。在目前帶著

近視鏡的教育局領導下，我們的學童何時才可以 「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

新」呢？ 

 



孟母三遷的啟示 

 孟母三遷一成語是指孟子的母親為了使孩子擁有一個真正好的教育環境，煞費苦心，曾兩

遷三地。她重視的是為兒子提供長遠而良好的學習環境，而不著重於考驗他學了些什麽。難道

二千年後的我們還不懂得她的身教嗎？ 

 

(本文由徐俊祥校長與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客座教授黃顯華博士共同撰寫，並發表於

2016 年 1 月 21 日星島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