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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 覃子龍 責任屬誰？ 

 

 香港學生的質素每況愈下，恐怕已不是什麼值得驚喜的大新聞。然而，眼見

情況直走下坡，並且有惡化趨勢，誰又能袖手旁觀呢？ 

 

 此報導指出，是次「全港性系統性評估」反映全港逾二十二萬名中小學生，

成績均未見有明顯進步，甚至有下滑跡象。而更值得關注的是，從數據得知，隨

學生年齡增長，學習成績的差距會日漸擴大。到底這現象應歸咎於誰，是家庭、

教育制度，抑或是社會的錯？ 

 

 無疑家庭兒童的影響至鉅。兒童們身處家中的時間遠比在學校多，在怎樣的

地方長大，就會培育出怎樣的人格，故父母在這件事中絕對有重大的責任。不少

家長對子女的學業不聞不問，只把孩子掉進學校便了事，有的甚至無理得說着「老

師不教，難道我教？」等說話，把自己應督促子女學習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

再者，現時的遊戲玩樂實在太多，讓兒童不能集中學習，況且遊戲機、電腦等大

都是單向的娛樂，跟人直接交往的機會實在寥寥可數，要說話更可謂少之有少。

正因練習說話的機會少了，就自然不懂表達，更逞論以文字書寫出來。但試問一

個十來歲的小孩，那來這麼多金錢去滿足這些非必要的物質需要？說到底，罪魁

禍首還是家長太過縱容子女了。 

 

 正值資訊發達的年代，學生吸收知識的途徑理應更簡單便利。但為什麼結果

得出，資訊越多，學生的知識愈趨薄弱？無可否認，資訊的內容比從前豐富，但

當中卻夾雜了不少不健康或錯誤的資料。以十來歲的人生閱歷，明辨是非的能力

顯然仍有不足，自然會輕易墮入傳媒製造的語文陷阱。現今的報章，雜誌，電台

及電視台的語文水平最低的、口語化、中英夾雜等陋習層出不窮。耳濡目染之下，

學生們的水平又怎能得以提升？ 

 

 香港的教育制度多年來經歷風風雨雨，政策朝令夕改，由當年推行「母語教

育」、取消學能測驗，直至現在的「三三四學制」，之間僅僅十年。眼見當年的「母

語教育」制度失敗，中英文水平均同時下降，便立刻推行「三三四學制」。難道

這樣就等同解決問題？當然，當局絕不會草率推行這個政策，但是否適合本地學

生，則另作別論。對於現今學生的學習態度，唯有考試才是他們最有成效的推動

力。減少公開考試的次數，便變相減少了學習的原動力，同時亦造就了一群成績

更參差的學生，使教育工作更為困難。縱然如此，相信教育局自有自己一套看法，

且看十年後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模樣。 

 

 語文是人類賴以溝通的工具，亦是人類跟動物最大的分別。假如我們連基本

的語文都掌握不好，又怎能進一步學習其他知識呢？ 

 


