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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戰後數學教育大事年表」整理後記 
 

黃毅英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與列志佳先生編集「香港戰後數學教育大事年表」[1] 後，深感香港

數學教育的進展與世界性之「大氣候」及香港本身的「小氣候」息息相關。

事實上當時亦將年表分作香港的數學教育、香港教育、國際數學教育與香

港及國際動態四欄，供讀者比對之用。筆者以為，縱使今天，若要剖析香

港數學教育之現狀，亦不得不從這些大、小氣候談起。 

這個觀察，當時只在序文中略提，本文即欲作進一步之闡述，以便有

興趣者可作更細緻的探討。當然教育社會學家會有更深入的分析，以下只

道出一些筆者所觀察到的蛛絲馬跡而已。 

百廢待興 
「『新數學』運動的過程及對當代數學教育之啟示」[2] 一文中已提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百廢待興；上一代飽歷滄桑，艱苦的從頹垣敗

瓦中嘗試恢復舊有秩序，而新生代在毫無故有束縛中又企圖建立屬於自己

的新秩序。兩者產生著微妙的撞擊。其中表現在胡士託、反越戰、嬉皮士、

學運的一連串運動上。在地球上另一邊（雖然兩者本質上截然不同）在中

國大地上亦產生了翻天覆地的變化。文革展開，由紅衛兵宣告火紅年代的

正式降臨。起碼在初期，頗有破舊立新之氣象，帶著換上新天新地之憧憬。

中國大地之變化直接地、間接地引發了香港社會騷動。除了喚醒了一批由

於國家動亂或自然災害「暫」避香江的過客重新認識自己中國人身份的意

識外，亦驚醒了殖民政府不得不正視這個政治環境之改變。由是衍生一連

串伴隨著種種安居樂業政策的本土意識。 

暴動過後連續三屆（每兩年一屆：1969、1971、1973）之香港節之後，

大家叫自己作「香港人」也許還是第一次。其他如十年房屋計劃、協助經

濟起飛等政策陸續出籠。政府也從 1966 年天星小輪暴動中汲取了教訓，開

始正視青少年和街童問題。在 1966 年暴動報告書中清楚表明要大力推動課

餘活動和青年活動。馬會贊助暑期活動與及其他組織如小童群益會、遊樂

場協會等舉辦為宣洩青少年剩餘精力之活動如雨後春筍，亦可謂香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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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全盛期之前奏 [3]。 

社會轉型 
如是香港進入接受殖民地政府、本土意識、中國身份認同三者若即若

離之微妙拉扯關係。隨著「香港是我家」這種意識之增強，過客（無論希

望內地局勢稍靖返鄉還是把香港只看作移民外國之跳板）的心態減弱，公

民意識由是開始抬頭。大家開始關心自身的基本權益。同工同酬、中文運

動等恐怕是在這個環境下應運而生。社會亦受到西方民主、開放的觀念所

影響，加上一些官方媒體（早期是電台，後期延伸到電視台）的一些官民

對話節目之設立，社會上對公平、自由、權益等等之訴求加強（到八十年

代中期，甚至有所謂校政民主化之呼聲。「金禧事件」亦迫令有關當局不得

不改革校董會等制度。嗣後一般學校均設立「校務委員會」進行所謂集體

領導）。對不合理的事，民眾亦開始懂得去投訴、抗議、甚至遊行示威等。

罷工、怠工、按章工作等，在以往，均是十分陌生的名詞。 

大學學費資助制度促成了「大學平民化」，草根階層大學畢業後進入社

會帶來深遠的影響，對公平、開放等渴求靜靜地起著革命。甚至有學者認

為其中一批大學畢業生及後執起教鞭亦帶動了學校教育的轉型，課外活動

在八十年代的蓬勃便是一個例證。[4] 

權力下放 
與此同時，殖民地政府已洞識了回歸乃不可逆轉事實之先機（據云於

麥理浩時期已知道，只是秘而不宣），於是進行一系列政制改革，於社會上

造就了積極的議政參政風氣，這與早期不准過問的氣氛可謂南轅北轍。 

這亦不一定完全與政治因素有關。學校私營化、政府不應獨攬教育權

似乎亦是西方世界的口號。課程發展委員會於一九七三年改組為課程發展

議會便是其中之一個標誌：從以往由首席督學當主席變成由老師擔任，其

他成員的代表性亦廣泛了。考試局亦於七十年代後期從教育司署分拆出

來，其中委員會之組成亦十分廣泛。 

在此之外，學校私營化、校政民主化等觀念亦一再得到提出。 

全民教育 
全民教育恐怕是人類歷史上從未有過的事。就以學生行為問題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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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青少年問題均變成學校問題，因為所有十五歲以下的青少年理論上都

可以在學校裏找到。有關當局於是設立有本土特式又不涉及政治與宗教之

學生團體，包括公益少年團和少年警訊等。與此同時，有關方面亦意識到

隨著全民教育之推行，學校無可避免地要肩負更多的教育任務。由是一系

列的課外活動指引（早期只為《課外活動參考資料》）、公民教育指引、性

教育指引等等應運而生。此外還有環保教育、濫用葯物教育等等。這亦為

將來「學科爆炸」與「課程統整」埋下伏線。 

前線教育工件者亦感到一些一般性問題如課室管理、訓導、輔導等迫

在眉睫，遠超學科之教學，強化了自行為主義年代「通論」蓋過「個別」、

「教育理論」蓋過「學科教學」之潮流。隨著一些自西方國家學「教育學」

（包括課程論、教育心理學、教育測量學）本地學者之學成歸來，上述想

法由課堂、學校、學術界一直延伸到教師教育。筆者以為、其中爭論至今

依然繼續而可惜的是大家不傾向於審視問題正反的兩端（[2] 中亦曾作出討

論）。 

全民教育帶來了教師年青化 [5]，在新理念注入的帶動下，亦間接地

孕育了專業團體之發展。以小學數學為例，普及教育引起了一連串的變革，

包括升中試的取消、算術推廣為數學、由應試轉向數學的欣賞及著重數學

在生活上的應用。活動教學亦應運而生，再加上十進制之推行，取締了大

量不必要換算與化聚的計算 [6]，整個數學課程轉向動手學習與思考（「高

層次思維能力」的一種表現）。一群以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數學組為主的

小學數學教育工件者在這種內部需要下，主動地迎接了這個轉型帶來的挑

戰。在差不多同一時間，中學數學的專業化活動（以大學畢業同學會與香

港數理教育學會為主）亦轉趨活躍，締造了一個專業團體的鼎盛時期 [7]。 

在學界亦慢慢冒起了本土數學教育的凝聚力量。由外國學者將西方理

論移植及香港學者於外地修業後把新的思維注入轉到包含了土生土長學者

的及本地研究的局面。（筆者強調以上並非單向或互斥的進程）。如此種種

均可標誌著屬於本地的「業界」開始落地生根。 

回歸前奏 
經過十數年的努力，普及教育所衍生以學習差異和行為乖異為主的種

種問題並未有解決且有每況愈下之跡象。這正是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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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書之主題而其中含藏了日後目標為本課程等具爭議性之建議 [8]。與此同

時，隨著回歸日期之臨近，在大環境充滿變數的氣候下，一些教育決策（起

碼在筆者所接觸的數學科而言）顯得有點停滯不前。例如推行了近十年的

數學課程因整個學制未知會否改動而遲遲無法啟動其早應進行之檢討。移

民潮亦增添了人事上之不穩定性。所謂「武林大會」的數學課程檢討聯席

會便是由一群無意移居海外的數學教育工作者所策動而間接促成了後來的

數學課程全面檢討 [9]。 

回歸後之全面規劃 
回歸後不少政策仍在發展中，理應按下不表。然整體規劃氣氛似乎轉

濃。 

事實上，自九十年代的不少措施如高級補充程度考試、目標為本課程、

核心課程（後演變成剪裁課程）、基本能力測試、高層次思維能力等等均是

跨學科規劃多於由數學內部需要作出發。 

本文謹隨附近年各大教育舉措間脈絡之個人解讀，供讀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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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趨勢 

背景 

普及教育 
質素保證、

問責 

課程評準

化、產出

為本課程 

專題研習、

課外活動、

全方位學習

學科爆

炸、學

科樊籬

轉向能力、

淡化技巧 

價值

納稅人

插手 

高持分

價值（道德）能力、

課外活動等高持分

評核…人格套餐 

校本管理、

質素保證視

學、增值指

標、學券、

優質教育基

金之設立 

目標為本

課程、基本

能力測試 

個別差異 

課程分殊 

舉措 

核心課程 

學科自尊

喪失 

高科技 

高科技

教學 

考試文化

高層次

思維能

力 

跨學科

學習 

課程統整課程精簡

次等課程

急劇變化

的社會 

空間擠壓 貧富分化 

終身、全方

位評核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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